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梗死患者血清 Leptin增高与其他相关因素的分析 

颜光涛 薛辉 林季 郝秀华 张凯 王录焕 

【摘要】 目的 探讨急性心肌梗死(AMI)和冠状动脉硬化(CS)患者血清瘦素(I eptin)的变化及与 c反 

应蛋白(CRP)、肌钙蛋白T(TnT)、内皮素(ET)的相关性。方法 收集临床确诊的 AMI和 CS患者血清，采用 

高灵敏的 Leptin及 ET放射免疫分析法、TnT的自动生化分析法及高灵敏的 CRP酶联免疫吸附法(El ISA) 

测定相应指标的血清水平。结果 AMI组患者血清 Leptin、TnT、CRP和 ET水平均较正常对照组显著增高 

(P均<O．O1)；而CS组患者除 TnT外，其他 3种因子血清水平也明显高于正常对照组(P均<O．01)；相关分 

析显示，上述增高因素互不相关，均为独立的影响因素之一，AMI组和CS组间仅 TnT显示出差异有显著性 

(P<O．O1)。结论 AMI和 CS组患者血清 Leptin水平均明显上升，但两组间差异无显著性；两组患者血清 

Leptin水平 与 CRP、TnT以及 ET水平不 存在相关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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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relation analysis of increase in serum level of leptin with that of C reactive protein，troponln T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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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determine serum leptin levels in patients with acute myocardial infarction 

(AMI)and coronary atherosclerosis(CS)，and to analyze its correlation with C reactive protein (CRP)， 

troponin T (TnT)and endothelin (ET)．Methods Serum sampIes from confirmed AMI and CS patients 

were collected．Leptin and ET were assayed with high sensitive radioimmunoassay，TnT was determined 

with automatic biochemical analyser．and CRP was determined with enzyme—linked immunosorbant assay 

(EI ISA)．Results Compared with normal control group，serum leptin，TnT，CRP and ET levels increased 

significantly(all P< 0．01)in AMI patients．Serum levels of other cytokines，except TnT in CS patients，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compared with normal control group (all P< O．O1)．Correlat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all the changes were not correlated with each other。each being an independent factor．Only serum TnT 

levels of AMI and CS patients showed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P< O．O1)．Conclusion Se rum leptin levels of 

both AM I and CS patients increase significantly without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each other，and there 

is no correlation for leptin with CRP。TnT and ET． 

[Key words] acute myocardial infarction； coronary atherosclerosis； leptin； C reactive protein； 

troponin T； endothelin 

我们前期的研究显示，瘦素(Leptin)可能参与 

了机体早期的应激反应，并起一定的保护作用，在晚 

期又逐渐恢复到正常水平，甚至高于正常水平 。 

此外，在强烈的外周诱导性应激反应过程中，Leptin 

对机体能量合成、免疫功能、造血活性、血管生成和 

细胞增殖分化有一定的影响。“ 。关于血清 Leptin 

水平与肥胖及血脂增高之间的联系，已有研究显示， 

Leptin水平在高血脂、肥胖患者明显上升，老年人高 

于青年人 。但 Leptin水平增高是否与血管粥样硬 

化和冠心病急性心肌梗死(AMI)相关，是否对AMI 

的发生有诊断意义等问题仍没有明确的报道。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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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测高血脂导致的 AMI和 I．eptin之间可能存在某 

种联系，为此进行了本研究。 

1 资料和方法 

1．1 资料来源：19例 AMI患者资料来自我院急诊 

科，其临床诊断经心电图和心肌酶谱所证实；同期 

23例冠状动脉硬化(CS)患者来自我院心内科，经心 

电图、心血管造影确诊。AMI患者于发病后 6 h抽 

取静脉血，CS患者(未发生 AMI)于入院后首 日抽 

取静脉血，离心分离血清后保存于一20 C下待测。另 

外以同期 60例健康查体者的血清作为正常对照。 

1．2 检测方法：Leptia及内皮素(ET)测定采用高 

灵敏的放射免疫(放免)分析法，试剂盒购自北京北 

方生物技术研究所；肌钙蛋白T(TnT)由我院生化 

科自动生化分析仪测定；C反应蛋白(CRP)测定采 

用高灵敏的酶联免疫吸附法(EI ISA)，方法为我室 

自己建立“ 。样品收集完成后经离心去除杂质和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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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块，按药盒说明书操作。I．eptin和ET放免测量时 

每人取血清 100 l加样；CRP测定时将血清先用缓 

冲液稀释 l0倍，再取 100 l加样；TnT在生化分析 

仪上常规进行测量。分别经7一计数器和 EI ISA读 

数仪分析，并计算出结果。 

1．3 数据统计分析方法：采用Stata 7．0统计分析 

软件处理。对于正态分布、样本之间方差齐的数据， 

采用参数统计分析( 检验或单因素方差分析)；而 

不符合正态分布、样本间方差不齐的数据，则采用非 

参数统计(秩和检验)。检测结果以均数±标准差 

(z±S)表示，P<O．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各组血清CRP、TnT和 ET水平(表 1～3)：与 

正常对照组相比，AMI和 CS组患者血清CRP水平 

均显著增高(尸均<0．01)，但两组患者之间差异无 

显著性 ，提示 CRP对两种疾病可能没有鉴别诊断的 

意义，但至少表明我们所选择的患者样品可信度较 

高。与正常对照组相比，AMI组患者血清TnT水平 

显著增高(尸<0．01)，CS组则差异无显著性 ，而且 

AMI组高于 CS组(尸<0．01)，表明我们所选病例 

均符合临床诊断，两组间 TnT差异有显著性 ，说明 

TnT对 AMI具备诊断价值，但 I．eptin水平和 TnT 

水平之间没有相关性。与正常对照组相比，AMI和 

CS组患者血清 ET水平均显著增高(尸均<0．01)， 

提示 ET增高是心血管损伤的危险因子，但它与 

I．eptin、CRP和 TnT之间不存在相关性。 

表 1 各组血清 Leptin、CRP、TnT及ET水平( 士s) 

Table 1 Serum Leptin，CRP，TnT and 

ET levels of each group(x~s) 

注：与正常对照组比较： P<0．01；与CS组比较： ，<0．01 

表 2 AMI及 CS组患者血清各细胞因子水平 

间的相关性(r值)分析 

Table 2 Correlation analysis(r value)for serum 

levels of each factor in AM I and CS groups 

组别 Leptin／CRP Leptin／TnT Leptin／ET CRP／TnT CRP／ET TnT／E1 

CS组 0．233 m 003 0．1Ol 0．280 n106 —0．258 

注：“／”代表左右两因子之间进行相关分析 

2．2 各组血清 Leptin水平及与其他细胞因子的相 

关性(表 l～3)：与正常对照组相比，AMI和 CS组 

患者血清 I．eptin水平均显著增高(尸均<0．01)，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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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增高近 5倍，但两组患者之间差异无显著性，且 

I．eptin的增高与 CRP、TnT及 ET的增高均无相关 

性。提示 Leptin是一种独立的、但特异性不强的全 

身性应激反应因子。 

表 3 AMI及 CS组患者血清样品测量结果 

大于正常水平的比例分析 

Table 3 Analysis for results of serum samples 

measurement of AMI and CS groups 例 ( ) 

组别 例数(例) Leptin CRP TnT ET 

AMI组 19 18(94．7) 12(63．1) 16(84．2) 9(47．4) 

CS组 23 15(65．2) 22(95．6) 19(82．6) 15(65．2) 

注：“大于正常”是指该组患者该指标的测量值超出正常对照组 

测量值 95％可信区间(；±1．96s)J2限的例数；“ ”是指“大 

于正常”的例数占本组患者总例数的百分 比 

3 讨 论 

Leptin作为一种参与摄食、能量代谢和体重调 

节的重要细胞因子，在心血管病发病过程中的作用 

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有研究报道，Leptin可能 

通过神经内分泌、内毒素和血脂含量的调节而维持 

对全身血管增生的调节作用。 ，提示 Leptin不仅只 

是通过调节脂质水平而影响血管壁的硬化过程。还 

有报道显示，AMI患者发病第 l d时血清 Leptin即 

高于正常水平 2倍以上，然后逐渐下降，其水平变化 

相似于应激性皮质醇的增高变化；但两者之间不存 

在相关性 。有报道进一步指出，2型糖尿病合并冠 

心病患者的血清 Leptin水平明显增高，其与血压和 

甘油三酯水平相关，显示其参与了心血管并发症发 

生的病理生理过程。 。 

尽管研究结果逐渐增多，但不完全一致，仅仅 

Leptin在AMI和CS中升高的结论是无疑的。但是 

I．eptin升高的意义以及与其他心血管损害的血清 

指标之间的关联性仍不清楚。I．eptin是否作为一种 

独立的AMI和CS危险因子，或者 Leptin升高是否 

作为一种损伤性抑或对心脏有保护作用的机制，需 

要深入研究。 

本研究证实，在 AMI和 CS患者血清中 Leptin 

水平高于正常对照组近 5倍，但两组间差异无显著 

性，提示 Leptin水平不能作为发生 AMI与否的辅 

助诊断指标。同时，Leptin水平与目前判断 AMI和 

血管硬化的通用血清指标之间不存在相关性，表明 

I．eptin是一种独立的因素。对于 Leptin增高的意 

义，我们很难作出判断，可能同以下几个方面有关： 

①Leptin可能是一种应激性反应蛋白，参与心肌坏 

死的修复和心肌细胞内环境的平衡；②Leptin在血 

管增生和修复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可能有助于冠脉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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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后反复修复、增生所导致的血管硬化过程。 

总之 。1．eptin增 高对心血管病 的意义可能在不 

同情况下有差别。相关的证据有 低 1．eptin水平 

的 AMI患者血清乳酸脱氢酶显 善高 正常 1．eptin 

水平的 AMI患者．但高 1．eptin水 ’F的 AMI患者血 

清中心肌损害的指标与正常水’ 异没有显著性。 

表明 AMI发作 时。1．eptin可能 足 ·种应激性 心肌 

保护因子⋯ 。②I eptin缺失或抵抗的小鼠易于诱导 

产生左心室肥大，而全身性应用 1．eptin可明显减轻 

左心室肥大的发生 。提示 1．eptin是 ‘种心脏肥大的 

有效抑制因子⋯ 。③ 在心脏造影确诊的冠状血管梗 

死患者．1．eptin水平是 一种独立 卜脂质水平和 CRP 

的新型心脏病发作危险因子 。因此．已有的结果 

仅能显示出 1．eptin是冠心病发乍过程和发作过程 

中的重要因素。但机制尚未证明。但是．1．eptin在血 

中浓度的增高与体重指数、腰围、CRP、禁食后胰岛 

素水平、血压等呈正相关⋯ ；还与血清中抗氧化物 

口一胡萝 卜素和隐黄素水平呈负相关．提示其同氧化 

应激反应和慢性持续的炎症反应相关。有助于发展 

为心血管栓塞和心肌梗死⋯ 。已经发现在大鼠心脏 

存在1．eptin和 1．eptin受体。其自分泌和旁分泌作用 

均参与心脏功能的调节⋯ 。推测 1．eptin抵抗或者失 

效可导致脂质积聚。后 又引发肌肉、胰岛细胞、心 

脏组织细胞脂质毒性 ，继而促进胰岛 素抵抗和心功 

能紊乱 。。 

综 所述 ，本研究结 果 示 。1．eptin是 AMI和 

CS发生的重要独 因素。 功能意义尚未得到进一 

步探讨和明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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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制内源性硫化氢的生成可减轻内毒素血症引起的器官损害 

硫化 (H S)足 ‘种休 J 1-的化 ’ 介质， 理状态成疾病过程lfl郜发挥-R耍作用。最近英【司科研人员研究 厂H S在 

严 内嚣豢『f『L 时器 r『损伤 }一的作』tj。研究 给 Wistar雄性人鼠静脉输f 脂多糖(I PS)6 mg／kg．持续 6 h，制成急性内毒素 

『f『L 模， ．然 将动物分为对照 【(静脉输f『= 殚盐水 1 rng／kg)和 PAG治疗组(静脉输注 PAG．10～1O0 rng／kg)。PAG是 

H s合成胁胱硫醚一 一裂解腾的抑制刷。 蓐素血症发， 前 30 rain或发 后 1 h使用 PAG治疗。结果 示 ，PAG能剂 依 

赖 地减轻 准索lfil．Jit j J起的肝毗、腆J}55以及神经肌肉损伤，flI4 能改薄循环 竭。研究人员认为H s介成酶抑制剂lI丁能足 

减轮瞅t每 和休范fjI起的器 ff揪fjj的仃效约物。 

杨国兴．周国勇．编译 自《Br J Pharmacol》．2005一O8—15(电子版)；胡森．审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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