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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清LP-PLA2与冠心病患者冠脉病变程度及血管内皮指标的关系
樊凡，唐西怀

陕西省第二人民医院检验科，陕西 西安 710005

【摘要】 目的 探究血清脂蛋白相关磷脂酶A2 (LP-PLA2)与冠心病患者冠脉病变程度及血管内皮指标的关

系。方法 选取陕西省第二人民医院2017年2月至2019年1月期间的90例冠心病患者为观察组，同时期的90例

体检健康者为对照组。比较两组受检者的血清LP-PLA2及血管内皮指标，同时比较观察组中不同分型及Gensini

积分患者的血清LP-PLA2及血管内皮指标[内皮素-1 (ET-1)、可溶性血管细胞黏附分子-1 (sVCAM-1)、可溶性细胞间

黏附分子-1 (sICAM-1)、血管性血友病因子(vWF)]，采用Pearson相关性分析血清LP-PLA2与Gensini积分、血管内皮

指标的关系。结果 观察组患者的血清LP-PLA2、ET-1、sVCAM-1、sICAM-1及vWF分别为(275.65±28.96) pg/mL、

(28.98±5.12) ng/L、(223.63±25.68) g/L、(663.75±78.65) g/L 及(120.35±18.96) U/L，均明显高于对照组的(122.32±

18.96) pg/mL、(6.12±1.35) ng/L、(110.61±16.75) g/L、(320.17±28.96) g/L及(68.21±8.38) U/L，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0.05)；观察组患者中不同分型及Gensini积分患者的血清LP-PLA2及血管内皮指标比较，差异也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Pearson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血清LP-PLA2与Gensini积分、血管内皮指标均呈正相关(r=0.756、0.812、

0.903、0.887、0.796，P<0.05)。结论 血清LP-PLA2与冠心病患者冠脉病变程度及血管内皮指标均有密切的关系，

在冠心病患者中具有较高的检测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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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ionship between serum LP-PLA2 and degree of coronary artery lesion and vascular endothelial indexes in
patients with coronary heart disease. FAN Fan, TANG Xi-huai. Department of Clinical Laboratory, the Second People's
Hospital of Shaanxi Provincial (Shaanxi Provincial Geriatric Hospital), Xi'an 710005, Shaanxi,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rum lipoprotein-associated phospholipase A2

(LP-PLA2) and degree of coronary artery lesion and vascular endothelial indexes in patients with coronary heart disease.

Methods From February 2017 to January 2019, 90 patients with coronary heart disease treated in the Shaanxi Provin-

cial Geriatric Hospital were selected as observation group, and 90 healthy persons who underwent physical exami-

nation were selected as control group. Serum LP-PLA2 and vascular endothelial indexes were compared be-

tween the two groups. At the same time, serum LP-PLA2 and vascular endothelial indexes, such as endothelin-1

(ET-1), soluble vascular cell adhesion molecule-1 (sVCAM-1), soluble intercellular adhesion molecules-1 (sICAM-1)

and von Willebrand factor (vWF), were compared between patients with different types and Gensini score in the observa-

tion group.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rum LP-PLA2 and Gensini score, vascular endothelial indexes were analyzed by

Pearson correlation analysis. Results The serum LP-PLA2, ET-1, sVCAM-1, sICAM-1 and vWF were respectively

(275.65±28.96) pg/mL, (28.98±5.12) ng/L, (223.63±25.68) g/L, (663.75±78.65) g/L and (120.35±18.96) U/L in the o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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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简称“冠心病”)是我

国发病率极高的一类心血管疾病，对患者生存质量与

生命安全均有极大危害，而冠心病患者的冠脉病变表

现突出，血管内皮受损严重，可用于评估疾病的严重

程度及治疗措施的有效程度。脂蛋白相关磷脂酶A2

(LP-PLA2)作为血管特异性的炎症标志物，其在心脑

血管疾病中的研究不断增多[1-2]，而较多研究显示，其

对冠心病的风险预测有较高的价值，但是目前关于血

清LP-PLA2与冠心病患者冠脉病变程度及血管内皮

指标的关系研究仍存在诸多不足，且相关研究仍十分

欠缺。因此本研究就血清LP-PLA2与冠心病患者冠

脉病变程度及血管内皮指标的关系进行探究，以期为

冠心病的诊治提供参考，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陕西省第二人民医院

2017 年 2月至 2019年 1月期间收治的 90例冠心病患

者为观察组，同时期的90例体检健康者为对照组。对

照组中男性 50 例，女性 40 例；年龄 43~75 岁，平均

(61.8±7.8)岁。观察组中男性 51 例，女性 39 例；年龄

42~74 岁，平均(62.0±7.5)岁；心肌梗死者 28 例，不稳

定型心绞痛者 35 例，稳定型心绞痛者 27 例；Gensini

积分<30 分者 35 例，30~60 分者 35 例，>60 分者 20

例。两组受检者的性别和年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

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 病例选择 (1)纳入标准：符合冠心病诊断标

准；年龄 20~75 岁；患者及家属知情同意及签署同意

书；符合伦理学原则。(2)排除标准：合并糖尿病、脑梗

死等疾病者；合并其他器质性心脏疾病者；合并感染

者；妊娠期及哺乳期者；合并肿瘤者；合并外周血管疾

病者；近 2个月内接受相关降脂、抗血小板等治疗者；

精神病史或认知障碍者。

1.3 检测方法

1.3.1 血清LP-PLA2检测 采集两组研究对象的

晨起空腹静脉血，采集部位为肘静脉，采集量为4.0 mL，

将其以 3 000 r/min离心 10 min，取离心处理后的血清

部分进行LP-PLA2的检测，采用免疫增强比浊法进行

检测，按照脂蛋白磷脂酶A2 (Lp-PLA2)测定试剂盒(免

疫增强比浊法)的说明书进行操作检测，且由两名检验

科人员共同进行检测。

1.3.2 冠脉病变程度 对患者进行冠脉造影检

查，分别进行左右冠脉造影检查，常规检查，由两名以

上经验丰富的医师进行结果判读，按照Gensini积分标

准进行判读，以冠脉狭窄程度检测结果为≤25%、26%~

50%、51%~75%、76%~90%、91%~99%及100%分别记为

1分、2分、4分、8分、16分及32分，不同狭窄节段进行相应

系数的计算，患者的总积分为每分支的积分相加之和。

1.3.3 血管内皮指标检测 采集两组研究对象

的晨起空腹静脉血，采集部位及离心制备血清方法与

1.3.1相同，采集血清后进行血管内皮指标的检测，包

括内皮素-1 (ET-1)、可溶性血管细胞黏附分子-1

(sVCAM-1)、可溶性细胞间黏附分子-1 (sICAM-1)、

血管性血友病因子(vWF)，均以酶联免疫法进行定量

检测，采用 ET-1、sVCAM-1 及 vWF 对应的酶联免疫

法试剂盒进行定量检测，且由两名检验科人员严格按

照试剂盒的操作说明进行操作检测。

1.4 观 察 指 标 比 较 两 组 受 检 者 的 血 清

LP-PLA2及血管内皮指标，同时比较观察组中不同分

型(心肌梗死、不稳定型心绞痛及稳定型心绞痛)及

Gensini 积分 (<30 分、30~60 分及>60 分)患者的血清

LP-PLA2及血管内皮指标。

1.5 统计学方法 应用SPSS23.0软件包进行数

据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组间比较

采用 t检验，多组比较采用方差分析，计数资料比较采

用χ2检验，采用 Pearson 相关性分析血清 LP-PLA2 与

Gensini积分、血管内皮指标的关系，以P<0.05为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受检者的血清LP-PLA2及血管内皮指

标比较 观察组患者的的血清LP-PLA2及血管内皮

指标均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0.05)，见表1。

2.2 观察组中不同分型及Gensini积分患者的血

清LP-PLA2及血管内皮指标比较 观察组中不同分

型及Gensini积分患者的血清LP-PLA2及血管内皮指

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主要表现为心肌

梗死者患者高于不稳定型心绞痛及稳定型心绞痛者，

不稳定型心绞痛者则高于稳定型心绞痛者，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0.05)；Gensini积分>60分者则高于<30分

及 30~60 分者，30~60 分者的检测水平则高于<30 分

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和表3。

servation group, which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corresponding (122.32±18.96) pg/mL, (6.12±1.35) ng/L, (110.61±

16.75) g/L, (320.17±28.96) g/L and (68.21±8.38) U/L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The serum LP-PLA2 and vascular

endothelial indexes of patients with different types and Gensini score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all statistically sig-

nificant (P<0.05). Pearson correlat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serum LP-PLA2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Gensini score

and vascular endothelial indexes (r=0.756, 0.812, 0.903, 0.887, and 0.796, respectively; all P<0.05). Conclusion Se-

rum LP-PLA2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degree of coronary artery disease and vascular endothelial indexes in patients with

coronary heart disease and has a high detection value in patients with coronary heart disease.

【Key words】 Serum; LP-PLA2; Coronary heart disease; Disease types; Gensini score; Vascular endothelial index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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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血清 LP-PLA2 与 Gensini 积分、血管内皮指

标的关系 经Pearson相关性分析显示，血清LP-PLA2

与 Gensini 积分、血管内皮指标 (ET-1、sVCAM-1、

sICAM-1及vWF)均呈正相关(P<0.05)，见表4。

3 讨论

冠心病是由于冠脉病变而导致的管腔狭窄或堵

塞情况，本病可进一步引起心肌缺血缺氧等情况，对

患者的危害突出，且是死亡率较高的疾病之一，故与

冠心病相关的各方面研究均多见。冠心病患者的冠

脉病变程度是预后反应的重要指标，而Gensini积分作

为冠脉病变程度的重要评分标准，其可直观反映冠脉

的狭窄程度及病变数目，在冠心病预后反应中也有积

极的作用 [3-4]，但临床中关于血液指标与冠心病患者

Gensini积分的关系研究相对欠缺，因此对于冠心病患

者冠脉病变程度的血液检测指标探究空间仍较大。

LP-PLA2 是近年来在心脑血管疾病患者中研究

较热的一类指标，其在较多研究中被认为是冠心病和

缺血性卒中的独立危险因素[5-6]，对于上述疾病发生的

风险具有预估价值，且受重视程度不断提升。本类指标

对于血管特异性的炎症损伤具有反应作用，其主要由血

管内皮细胞分泌产生，对于促炎物质的生成也有反应作

用[7-8]，可促进动脉粥样硬化生成及血管内皮细胞死亡，

在趋化炎性细胞物质中也有一定作用，这可能也是其在

冠心病患者中表达增强的重要原因之一[9-10]。临床中关

于LP-PLA2 与冠心病患者冠脉病变程度及血管内皮

指标的关系研究少见，因此对于LP-PLA2对冠心病的

疾病状态综合反应意义仍有待进一步探究。

本 研 究 就 冠 心 病 患 者 的 血 管 功 能 状 态 与

LP-PLA2 的关系进行探究，结果显示，血清 LP-PLA2

与血管内皮指标均呈正相关 (r=0.812、0.903、0.887、

0.796，P<0.05)，因此肯定了其之间的关系。对冠心病

患者血管内皮状态指标的研究显示，其中的 ET-1、

sVCAM-1、sICAM-1 及 vWF 等均在冠心病患者的血

清中呈现异常升高的状态。其中ET-1对于血管收缩

具有长效调控作用，对于心肌细胞糖超载等也有较大

影响作用，因此对于冠心病的反应作用相对突出[11-12]；

sVCAM-1及 sICAM-1是参与机体炎性反应、免疫调

节的一类指标，其主要存在于血管内皮细胞，在动脉

粥样硬化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具有介导与促进作用，

因此对于冠脉病变的发生发展具有反应作用，当血管

内皮状态受损时，其被释放入血，血液中的含量大

幅度增加，因此检测价值较高 [13-14]。vWF 主要由内

皮细胞合成，血管内皮受损后，本类指标的表达增

强，对于冠心病患者的血管功能状态异常有反映作

用 [15-16]。鉴于上述指标与血管内皮损伤的关系及在

表3 观察组中不同Gensini积分患者的血清LP-PLA2及血管内皮指标比较(x-±s)

Gensini积分(分)

<30

30~60

>60

F值

P值

例数

35

35

20

LP-PLA2 (pg/mL)

158.98±21.37

260.52±26.93b

331.87±32.06a

7.352

<0.05

ET-1 (ng/L)

16.72±3.08

25.72±4.98b

43.86±7.26a

8.567

<0.05

sVCAM-1 (μg/L)

149.86±17.82

221.35±23.71b

285.75±31.23a

9.271

<0.05

sICAM-1 (μg/L)

406.76±29.97

576.25±58.79b

830.72±91.35a

9.112

<0.05

vWF (U/L)

77.23±9.88

118.75±16.83b

141.25±22.06a

9.563

<0.05

注：与Gensini积分<30分及30~60分者比较，aP<0.05；与<30分者比较，bP<0.05。

表4 血清LP-PLA2与Gensini积分、血管内皮指标的关系

指标

Gensini积分

ET-1

sVCAM-1

sICAM-1

vWF

r值
0.756

0.812

0.903

0.887

0.796

P值

<0.05

<0.05

<0.05

<0.05

<0.05

表1 两组受检者的血清LP-PLA2及血管内皮指标比较(x-±s)

组别

对照组

观察组

t值
P值

例数

90

90

LP-PLA2 (pg/mL)

122.32±18.96

275.65±28.96

42.023

<0.05

ET-1 (ng/L)

6.12±1.35

28.98±5.12

51.707

<0.05

sVCAM-1 (μg/L)

110.61±16.75

223.63±25.68

34.970

<0.05

sICAM-1 (μg/L)

320.17±28.96

663.75±78.65

38.890

<0.05

vWF (U/L)

68.21±8.38

120.35±18.96

23.861

<0.05

表2 观察组中不同分型患者的血清LP-PLA2及血管内皮指标比较(x-±s)

心绞痛类型

心肌梗死

不稳定型心绞痛

稳定型心绞痛

F值

P值

例数

28

35

27

LP-PLA2 (pg/mL)

330.12±31.56a

265.87±27.88b

163.23±21.43

7.263

<0.05

ET-1 (ng/L)

42.52±6.78a

26.82±5.10b

16.89±3.23

8.153

<0.05

sVCAM-1 (μg/L)

282.12±29.95a

220.71±24.68b

153.13±18.69

9.001

<0.05

sICAM-1 (μg/L)

823.65±89.95a

581.63±60.63b

412.56±31.87

8.675

<0.05

vWF (U/L)

139.82±21.52a

119.83±17.80b

78.98±10.26

9.237

<0.05

注：与不稳定型心绞痛及稳定型心绞痛者比较，aP<0.05；与稳定型心绞痛者比较，b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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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心病患者中的检测价值，找到与之关系密切的一

类指标，更有助于集中及综合地反映冠心病患者的

疾病发展及转归。

本研究结果显示，不同分型及Gensini积分冠心病

患者的血清LP-PLA2及血管内皮指标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0.05)；Pearson相关性分析显示，血清LP-PLA2

与 Gensini 积分均呈正相关(r=0.756，P<0.05)，说明冠

心病患者的血清LP-PLA2和Gensini积分均能反映冠

心病患者的冠脉状态，同时也提示对冠心病患者进行

血清LP-PLA2的检测有助于了解冠心病患者多个方

面的异常。此检测价值与LP-PLA2的脂类促炎物质

及黏附分子、细胞因子生成促进作用有关[17-18]，对现有

的冠心病相关指标具有补充作用。

综上所述，血清LP-PLA2与冠心病患者冠脉病变

程度及血管内皮指标均有密切的关系，在冠心病患者

中具有较高的检测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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