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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检测初发脑梗死伴抑郁焦虑病人血清血浆同型半胱氨酸$->:%(白细胞介素0!$&E0!%水平'分析其相关性) 方法

选取在该院住院的脑梗死病人 !"" 例'采用汉密尔顿焦虑抑郁B焦虑量表$-%X\B-%X%%评价'分为抑郁焦虑组(非抑郁焦虑

组'另取健康体检者作为对照组) 病人均行常规脑血管病治疗'在此基础上'抑郁焦虑组病人每天口服氟哌噻吨美利曲辛片)

酶联免疫吸附法检测入组病人血清->:(&E0! 水平及-%X\评分'分析抑郁焦虑的严重程度与血清 ->:(&E0! 水平的相关性)

结果:抑郁焦虑组病人治疗前血清->:(&E0!水平(-%X\评分高于非抑郁焦虑组及空白对照组$Dp"="(%&治疗后抑郁焦虑组

及非抑郁焦虑组的血清->:(&E0!水平(-%X\评分均较治疗前有所降低'抑郁焦虑组治疗后血清->:(&E0!(-%X\评分与非抑

郁焦虑组无明显差异$DY"="(%&初发脑梗死抑郁组病人的抑郁焦虑严重程度与血清->:(&E0! 水平呈正相关$Dp"="(%) 结论

:初发脑梗死伴焦虑抑郁的病人血清->:(&E0!水平明显升高'抑郁焦虑的严重程度与血清->:(&E0!水平呈正相关)

关键词!初发脑梗死&抑郁&焦虑&血浆同型半胱氨酸&白细胞介素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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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发脑梗死是临床上常见的脑血管病之一'严

重威胁老年人的生命'脑梗死后抑郁症$_V\% 是目

前脑梗死病人常见的并发症'其发病率高达 !"Z j

A"Z'严重影响病人的预后和生活质量'部分病人

甚至有自杀倾向*#0!+

) 近年'抑郁症病因的研究已

成为热点'血浆同型半胱氨酸$->:%及白细胞介素0

!$&E0!%水平被认为与脑梗死后抑郁的发生密切相

关*'+

) ->:可能抑制细胞膜 H2

o

0̀

o

0%T_酶活性

及激活神经细胞内凋亡程序'引起神经细胞代谢障

碍'最终导致神经细胞的功能受损) &E0! 是多向调节

功能的细胞因子'当缺血发生时'作为一种重要的神

经保护因子'能通过刺激内源性受体拮抗剂的产生而

实现其保护作用) 在细胞因子与抑郁关系上'&E0! 产

生增加与抑郁相关'无论是心因性还是躯体反应性抑

郁'外周和中枢&E0!的增加和炎性反应系统的激活'

高度激活下丘脑0垂体0肾上腺$-_%%轴'引起了抑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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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E0!是抑郁的一个特异性指标) 本研究通过选

取在韶关市粤北人民医院治疗的初发脑梗死病人'评

价其是否伴发抑郁(焦虑'检测其血清 ->:(&E0!(

-%X\评分'分析血清->:(&E0! 水平与初发脑梗死

病人焦虑抑郁的相关性)

9:资料与方法

9=9:一般资料:本研究选取 !"#* 年 # 月-!"#A

年 # 月在韶关市粤北人民医院住院治疗的初发脑

梗死病人 !"" 例'其中男性病人 #") 例'女性病人

@! 例'年龄 *" j)" 岁'平均年龄$A'=(! s@='*%岁)

入选的病人均符合 #@@( 年全国第四届脑血管病学

术会议上关于脑梗死的诊断标准'并经头颅 ,T或

磁共振成像$XW&%扫描证实'且排除有昏迷症状(

无语言沟通能力'或严重的肝脏(心脏(肾脏及精神

疾病的病人) 本研究经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入组

病人均知情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9=;:分组标准?采用汉密尔顿焦虑抑郁B焦虑量

表$-%X\B-%X%%评分观察'按照以下标准评定抑

郁或者焦虑状态的严重程度) -%X\评分 p) 分!

正常&) j!" 分!可能有抑郁症&!# j'( 分!肯定有抑

郁症&总分 Y'( 分!严重抑郁症) -%X%总分 p+

分!正常&总分 + j#* 分!可能有焦虑&#( j!# 分!肯

定有焦虑& !! j!@ 分!明显焦虑&总分Y!@ 分!可能

为严重焦虑) 将 -%X\Y) 分或B和 -%X%Y+ 分

纳入抑郁焦虑组'其余的为非抑郁焦虑组'并取 ("

例健康体检者作为对照组)

排除标准!无严重认知障碍(感染史'无精神障

碍个人史或家族史'无合并严重心肺功能障碍等躯

体器质性病变)

9=<:酶联免疫吸附法检测入组病人血清J)4'IVR;

水平?入组病人在分别确诊时留取外周静脉血 '

1E'对照组于体检早晨空腹采肘静脉血 ' 1E) 对

于采集的血样迅速低温离心$* u'' """ 9,136

D#

'

#" 136%'分离血清'于D+" u保存) 采用酶联免疫

吸附法检测血清中->:(&E0! 的水平'试剂盒为X$E

原装试剂'检测操作均严格按试剂盒说明书进行)

抑郁焦虑组(非抑郁焦虑组的脑血管病的治疗

按照常规方法'另抑郁焦虑组病人每天给予 ! 粒氟

哌噻吨美利曲辛片治疗'同时采用维生素$#!(维生

素$A(叶酸治疗) 随访 A 个月'结束后再抽静脉血

检测->:(&E0! 水平)

9=>:统计学方法:以 V_VV #'=" 统计软件行统计

学分析) 率的比较行
/

! 检验'两样本均数比较行 3

检验'多组相比则为单因素方差分析) 此外'相关

性检验采用两变量的 _729<56 相关分析'检验水准

$

r"="()

;:结果

;=9:抑郁焦虑组与非抑郁焦虑组的一般资料比较

抑郁焦虑组 )) 例'男性 *) 例'女性 *" 例'平均年龄

$A!=( s)=(%岁'非抑郁焦虑组 ##! 例'男性 A" 例'

女性 (! 例'平均年龄$A'=A s)=*%岁&两组病人在

性别(年龄等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具有可比性

$DY"="(%'具体见表 #)

;=;:入组病人血清J)4'IVR;'J5HD评分的比较

对入组病人血清 ->:(&E0! 水平及 -%X\评分进行

检测并比较'结果发现'抑郁焦虑组病人治疗前血

清->:(&E0!(-%X\评分水平高于非抑郁焦虑组及

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Dp"="(%&非抑郁焦虑

组治疗前血清->:(&E0! 水平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Dp"="(%&治疗后'抑郁焦虑组及非抑郁

焦虑组的血清 ->:(&E0!(-%X\评分均较治疗前有

所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Dp"="(%&抑郁焦虑组

治疗后血清 ->:(&E0!(-%X\评分与同期非抑郁焦

虑组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DY"="(%'具体见

表 !)

;=<:初发脑梗死病人抑郁焦虑严重程度与血清

J)4'IVR; 水平的相关性:对入组的初发脑梗死病

人抑郁焦虑严重程度进行分级'分为轻度 'A 例'重

度 '! 例'轻度 !" 例'对不同程度的初发脑梗死病人

血清->:(&E0! 水平进行检测'结果发现'随着初发

脑梗死抑郁焦虑严重程度增加'病人血清 ->:(&E0!

水平逐渐升高'初发脑梗死抑郁组病人的抑郁焦虑

严重程度与血请 ->:(&E0! 水平呈正相关 $/r

"=A)#'Dp"="(%'具体见表 ')

表 9:抑郁焦虑组与非抑郁焦虑组的一般资料比较

组别 例数
性别B例

男 女

年龄B

岁

病程B

L

体质量指数B

UJ,1

D!

收缩压B

11-J

舒张压B

11-J

总胆固醇B

1154,E

D#

三酰甘油B

1154,E

D#

空腹血糖B

1154,E

D#

抑郁焦虑组 )) *) *" A!=( s)=( +=) s'=' !'=# s!=# #!@=! s#@=* +(=! s)=# (=# s)=" !=A s#=( #"=+' s#=#

非抑郁焦虑组 ##! A" (! A'=A s)=* !=# s"=+ !!=@ s!=A #'#=( s#)=@ +A=# s)=@ (=' s)=+ !=+ s#=@ #"=@) s#=@

3$

/

!

%值 $"=)A'% D"=@#' #=("! "=(@" D"=)*' D"=+'' D"=(A" D"=!#@ D#=#A)

D值 "=')@ "='A! "=#'( "=((A "=*"" "=*A* "=(+A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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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入组病人血清J)4'IVR;'J5HD评分的比较
BOs2

组别
->:BF,1E

D#

治疗前 治疗后

&E0!BF,1E

D#

治疗前 治疗后

-%X\评分B分

治疗前 治疗后

对照组 '=## s#="( *=!* s#="! *=)A s!=!*

抑郁焦虑组
#A=@! sA="+

2R

#'=!* s'=(A

2R>

*"=+' s(='*

2R

!!=() s*=*+

2R>

!+=)' sA=*+ A=!) s!=!)

非抑郁焦虑组
##=() s'=*A

R

+='! s!=#A

R>

#@=#A s*=!'

R

@=!' s!=!'

R>

(=+* s'=@! (=!A s'="#

F值 #A'=)"* !A*=!+" #!+A=@@# +#!=!"# A'"="*) (=)("

D值 p"=""# p"=""# p"=""# p"=""# p"=""# "=""'

??注!与非抑郁焦虑组比较'

2

Dp"="(&与对照组比较'

R

Dp"="(&与同组治疗前比较'

>

Dp"="()

表 <:初发脑梗死病人抑郁'焦虑程度与

血清J)4'IVR; 水平的相关性
BOs2

程度 例数
->:BF,1E

D#

&E0!BF,1E

D#

轻度 'A #'=)! s*="! '+=!) s*=+A

中度 '! #A='( s*="! *#=#" s'=*!

重度 !" !'=*! s+="' *A='( s'=+'

/值 "=(*A "=A!A

D值 p"=""# p"=""#

<:讨论

脑梗死是老年人中的常见病'具有高发病率且

治疗预后不佳'病人多丧失日常生活自理能力**+

)

随着我国社会人口老龄化加剧'脑梗死的发病率逐

年上升'给社会和家庭带来了沉重的负担) _V\是

目前脑梗死病人常见的并发症'严重影响病人的预

后和生活质量*(0A+

) 高血浆->:是脑梗死的独立危

险因素'血浆高->:水平同抑郁症等精神疾病发生

有着密切的关联*++

) &E0! 在免疫和炎症的发生和

维持中亦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通过刺激内源性受

体拮抗剂的产生而实现神经保护作用*)0@+

)

在本研究'选取脑梗死病人 !"" 例'采用

-%X\B-%X%量表评价'分为抑郁焦虑组和非抑郁

焦虑组) 病人均行常规脑血管病治疗'在此基础

上'抑郁焦虑组病人每天口服氟哌噻吨美利曲辛

片) 对入组病人血清->:(&E0! 水平进行检测'抑郁

焦虑组病人治疗前血清 ->:(&E0! 水平高于非抑郁

焦虑组及对照组&治疗后'抑郁焦虑组及非抑郁焦

虑组的血清->:(&E0! 水平均较治疗前有所降低'且

抑郁焦虑组治疗后血清 ->:(&E0! 水平依然高于同

期非抑郁焦虑组) 这表明'初发脑梗死伴焦虑抑郁

的病人血清 ->:(&E0! 水平明显升高) 提示高水平

的血清->:(&E0! 可能与初发脑梗死病人出现焦虑

抑郁有关) 研究显示'->:可能抑制细胞膜 H2

o

0

`

o

0%T_酶活性及激活神经细胞内凋亡程序'引起

神经细胞代谢障碍'最终导致神经细胞功能受

损*#"0#!+

) 有文献指出'脑梗死后抑郁组血清&E0! 水

平高于脑梗死对照组'提示脑梗死后抑郁伴有单核

巨噬细胞或淋巴细胞的激活*#'0#(+

) 这与本研究结

果相一致)

本研究进一步对入组的初发脑梗死病人抑郁

焦虑严重程度进行分级'分为轻度(中度(重度'随

初发脑梗死抑郁焦虑严重程度增加'病人血清->:(

&E0! 水平逐渐升高'初发脑梗死抑郁组病人抑郁焦

虑的严重程度与血清 ->:(&E0! 水平呈正相关) 这

提示'通过检测初发脑梗死病人血清 ->:(&E0! 水

平'可能反映病人抑郁焦虑的严重程度'血清 ->:(

&E0! 水平与脑梗死病人抑郁焦虑可能有一定的关

联'但是否能够通过降低 ->:水平'达到改善脑梗

死伴抑郁焦虑的目的'至今仍没有研究证实)

综上所述'初发脑梗死伴抑郁焦虑的病人血

清 ->:(&E0! 水平明显升高'抑郁焦虑的严重程

度与血清 ->:(&E0! 水平呈正相关) 高水平的血

清 ->:(&E0! 可能与初发脑梗死病人出现抑郁焦

虑有一定的相关性'检测血清 ->:(&E0! 水平可

能有利于临床上指导初发脑梗死病人的治疗和

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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