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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椲摘要椵 目的椇探讨分析冠心病患者冠状动脉不同病变程度与颈动脉粥样硬化病变及脑梗死发病临床关系暎
方法椇选择我院棾棿棸例冠心病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棳并根据冠状动脉病变程度分组棳分析脑梗死及非脑梗死患者颈
动脉硬化等级积分暍斑块数暍斑块积分暍脑梗死发生情况暎结果椇对不同冠状动脉病变程度患者研究发现棳左主干
病变组暍棾支病变组颈动脉硬化等级积分暍斑块数暍斑块积分及脑梗死发生情况显著高于棻支病变组和棽支病变
组棳椉棸棶棸椀椈脑梗死患者不稳定斑块比率明显高于非脑梗死组棳差异显著棳 椉棸棶棸椀暎结论椇冠心病暍颈动脉粥样
狭窄暍脑梗死之间关系密切棳冠状动脉狭窄程度越严重棳患者颈动脉病变越重棳脑梗死发生危险率越高棳临床应注
意识别危险因素棳积极预防暎

椲关键词椵 冠心病椈颈动脉粥样硬化椈脑梗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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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颈动脉是连接人体心脏及脑组织供血的重要
部位棳若出现病变对机体心暍脑造成严重不良影响棳
其中颈动脉粥样硬化是引起缺血性脑血管病的重

要因素棳与脑梗死暍冠心病关系明显暎临床现有研
究多偏向颈动脉粥样硬化与冠心病或颈动脉粥样

硬化与脑梗死之间的单独关系棳将三者同时进行研
究判断其间相关性者少见暎为探讨冠心病暍颈动脉
粥样硬化及脑梗死三者之间相关性棳笔者将我院收
治的棾棿棸例冠心病患者纳入研究棳分析患者冠心
病暍颈动脉硬化程度及脑梗死之间联系棳现汇报
如下暎
棻河南省人民医院心脏中心成人心血管外科重症监护室棬郑
州棳棿椀棸棸棸棾棭
通信作者椇胡延磊棳斉灢旐斸旈旍椇旇旛旟斸旑旍斿旈棾棽椀椑斸旍旈旟旛旑棶斻旓旐

棻 对象与方法
棻棶棻 对象

将我院棽棸棻椀灢棸椂棴棽棸棻椃灢棻棽期间收治的冠心病
患者共棾棿棸例纳入研究棳包括男棽棻椂例棳女棻棽棿例椈
年龄棿棾暙椃椄岁棳平均椀椄棶椂暲椄棶棾棿岁椈棾棿棸例中棽椄椃
例合并高血压棳棽椂椆例合并糖尿病棳棾棽椆例合并高血
脂暎

本研究纳入标准椇栙患者入院后经诊断为冠心
病棳符合第四次脑血管病学术会议制定的冠心病诊
断标准棳且经影像学诊断证实棬斒旛斾旊旈旑旙法桡动脉穿
刺棳分析冠状动脉左主干暍左回旋支暍前降支暍右冠
状动脉棳狭窄超过椀棸棩为有临床意义棭造影术操作
者由经验丰富的主任医师暍副主任医师共同完成和
进行结果分析椈同时依据累及血管部位及数量分为

暏椃椄椆暏



孟树萍棳等棶冠状动脉病变与颈动脉粥样硬化及脑梗死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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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主干病变组暍棾支病变组暍棽支病变组暍棻支病变
组暎栚经医院伦理学会批准棳患者及家属自愿参与
本研究暍签署知情同意书棳具有良好依从性棳配合度
高暎栛窦性心律棳冠状动脉内无支架植入暍无相关
冠状动脉损伤性手术暎

排除标准椇栙既往心脏搭桥手术暍或合并心肌
病暍先天性心脏病暍瓣膜病暍肝肾功能不全者椈栚冠
状动脉及颈动脉造影禁忌证暎
棻棶棽 方法

所有患者均进行颈动脉粥样硬化检查棳由经验
丰富的血管超声检查副主任医师完成棳方法如下椇
患者仰卧棳颈部垫枕头使头略向后仰棳朝向被检查
的对侧椈检查患者颈内动脉暍颈外动脉情况棳查看是
否有动脉斑块及斑块的数量暍大小暍形态棳记录患者
血管壁厚度暍狭窄程度及阻塞情况棳通过彩色超声
多普勒观察颈动脉血管腔血流分布情况棳明确斑块
引起狭窄和阻塞的部位椈多普勒超声仪为斝旇旈旍旍旈旔旙
公司出产棳型号斏斉棾棾棳探头频率范围棾暙棻棻斖斎旡暎
棻棶棾 观察指标

分析比较患者颈动脉硬化等级积分暍斑块数暍
斑块积分椈比较脑梗死及非脑梗死患者颈动脉硬化
等级积分暍斑块数暍斑块积分暎颈动脉粥样硬化
斆斄斢分型和等级积分如下椇栙正常棸分椇未见颈动
脉内膜中膜厚度斏斖斣出现增厚情况或斏斖斣椉棻棶棸
旐旐椈栚栺型棬棻分棭椇颈动脉出现局限性颈动脉内膜
中膜增厚情况棳斏斖斣椌棻棶棽旐旐椈栛栻型棬棽分棭椇检查

可见已形成的颈内动脉粥样硬化性斑块棳但血管未
出现明显狭窄情况椈栜栿型棬棾分棭椇颈动脉管腔出现
狭窄且狭窄率范围为棽棸棩暙椀棸棩椈栞桇型棬棿分棭椇
颈动脉管腔出现狭窄且狭窄率范围为椀棻棩暙椆椆棩椈
栟桋型棬椀分棭椇检查结果示患者血管已完全闭塞暎
患者斆旘旓旛旙斿斑块积分方法椇患者检查结果显示的
左右两侧颈内动脉斑块最大厚度之和暎脑梗死诊
断应依据患者临床表现及症状暍既往病史暍斆斣检查
结果综合判断棳并符合第四届全国脑血管病学术会
议制定的相关标准棳经斆斣暍斖斠斏证实暎
棻棶棿 统计学处理

采用斢斝斢斢棻椆棶棸统计软件处理和分析本研究收
集的相关数据棳计量资料用 暲 表示棳组间比较采
用 检验棳计数资料使用率暍比表示棳组间采用氈棽检
验棳 椉棸棶棸椀为差异有统计意义暎
棽 结果
棽棶棻 冠心病冠状动脉病变程度与颈动脉粥样硬
化暍脑梗死关系
棾棿棸例冠心病患者中颈动脉粥样硬化者棾棻椂

例棳占椆棽棶椆棿棩椈经临床诊断和实验室检查确诊脑梗
死者椄椂例棳占棽椀棶棽椆棩暎对冠心病患者冠状动脉病
变程度与患者颈动脉硬化等级积分暍斑块数暍斑块
积分脑梗死情况分析棳发现左主干病变组暍棾支病变
组颈动脉硬化等级积分暍斑块数暍斑块积分及脑梗
死发生情况显著高于棻支病变组和棽支病变组棳
椉棸棶棸椀棳见表棻暎

表棻 患者冠状动脉病变程度与颈动脉粥样硬化暍脑梗死关系
斣斸斺旍斿棻 斆旓旘旓旑斸旘旟斸旘旚斿旘旟旍斿旙旈旓旑旙棳斻斸旘旓旚旈斾斸旚旇斿旘旓旙斻旍斿旘旓旙旈旙斸旑斾斻斿旘斿斺旘斸旍旈旑旀斸旘斻旚旈旓旑

组别 例 颈动脉硬化等级积分 斆旘旓旛旙斿斑块积分 斑块数目棷块 脑梗死例棬棩棭
左主干组 椆棸 棿棶棸椆暲棸棶椀椀 椀棶椀棿暲棿棶棻椄棻棭 棾棶棽棿暲棸棶椃椄棻棭 棾棸棬棾棾棶棾棾棩棭棻棭
棾支病变组 棻椄椂 棽棶椂棽暲棻棶棽棸 棽棶棽椄暲棻棶棸椀棻棭 棽棶椀椂暲棻棶椄椃棻棭 椀椂棬棾棸棶棻棻棩棭棻棭
棽支病变组 椀棻 棻棶棿棿暲棸棶椀棾 棻棶椄椄暲棻棶椆椃 棻棶棸棽暲棸棶椆椆 棸
棻支病变组 棻棾 棸棶棻椄暲棸棶棿棻 棸棶椀椂暲棸棶椀棽 棸棶棿椃暲棸棶椀棻 棸

  与棻支病变组暍棽支病变组比较棳棻棭 椉棸棶棸椀暎

棽棶棽 脑梗死暍非脑梗死患者颈动脉粥样斑块比较
对脑梗死和非脑梗死患者颈动脉粥样斑块分

析棳可见脑梗死组患者出现不稳定斑块棬溃疡斑暍软
斑暍混合斑棭显著高于非脑梗死组棳差异有统计意义
棬氈棽椊棿椃棶椂椂棳 椉棸棶棸椀棭棳见表棽暎
棽棶棾 脑梗死暍非脑梗死患者颈动脉粥样硬化情况
分析

脑梗死暍非脑梗死患者颈动脉粥样硬化情况如
表棾所示棳两组颈动脉硬化等级积分暍斑块数暍斑块
积分未见显著差异棳 椌棸棶棸椀暎
棾 讨论

动脉粥样硬化是引起脑血管疾病发病的重要

原因及危险因素之一棳是一种与代谢异常有关暍全

身动脉均可受累的疾病棳以大中型弹力动脉最为常
见棳如主动脉暍冠状动脉暍颈动脉暍脑动脉等棳其次为

表棽 脑梗死暍非脑梗死患者颈动脉粥样斑块比较
斣斸斺旍斿棽 斆斸旘旓旚旈斾斸旚旇斿旘旓旙斻旍斿旘旓旚旈斻旔旍斸旕旛斿例棬棩棭

斑块性质 脑梗死组棬椄椂例棭 非脑梗死组棬棽椀棿例棭
不稳定斑块

 软斑 棻椂棬棻椄棶椂棸棭 棽椀棬椆棶椄棿棭
 溃疡斑 棽棾棬棽椂棶椃棿棭 椃棻棬棽椃棶椆椀棭
 混合斑 棾椃棬棿棾棶棸棽棭 棽棸棬椃棶椄椃棭
稳定性斑块

 硬斑 椂棬椂棶椆椄棭 椄棿棬棾棾棶棸椃棭
 扁平斑 棿棬棿棶椂椀棭 椀棿棬棽棻棶棽椂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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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棾 脑梗死暍非脑梗死患者颈动脉粥样硬化情况分析
斣斸斺旍斿棾 斆斸旘旓旚旈斾斸旚旇斿旘旓旙斻旍斿旘旓旙旈旙 暲

组别 例 颈动脉硬化等级积分 斆旘旓旛旙斿斑块积分 斑块数目棷块
脑梗死 椄椂 棾棶棻椆暲棻棶椀椀 棿棶椆椄暲棽棶棿棽 棾棶椀棻暲棸棶椄椄
非脑梗死 棽椀棿 棾棶棸椀暲棻棶椂椀 棿棶椄棽暲棽棶棽棾 棾棶棾椄暲棻棶棽棾

棸棶椂椆 棸棶椀椂 棸棶椆棸
椌棸棶棸椀 椌棸棶棸椀 椌棸棶棸椀

肢体暍肾暍肠系膜处分布的动脉血管暎李红昆等暡棻暢

研究发现冠心病患者冠状动脉的病变程度与患者

血清内皮细胞微粒水平相关棳斉斖斝旙是一种反应血
管内皮细胞功能状况的物质棳在炎症反应暍血栓和
血管功能水平方面有重要意义棳可作为冠心病发生
发展的标志物暎动脉内膜是动脉粥样硬化最早病
变部位棳以血管内膜增厚为标志暎颈动脉斑块提示
颈动脉粥样硬化棳是全身动脉粥样硬化的表现之
一棳与正常人相比棳患者发生急性冠脉综合征风险
显著增加暎王德国等暡棽暢研究发现淀粉样前体蛋白
在心肌梗死和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患者血液中显

著升高棳对血管内皮损伤暍巨噬细胞参与的血管炎
性反应有促进作用棳加剧动脉粥样硬化暍脑血管壁
损伤暎近年研究发现棳颈动脉特殊解剖位置棳可作
为全身动脉粥样硬化的观察窗口棳是冠心病及脑血
管病研究的桥梁暎颈动脉对脑梗死和冠心病发病
有重要意义棳一方面棳颈动脉超声检查在评价冠心
病方面有重要意义棳冠心病患者颈动脉斏斖斣增厚棳
斑块明显棳各类斑块出现率显著高于正常人棳说明
颈动脉粥样硬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可增加冠心病发

病率椈另一方面棳颈动脉是心脏及脑血供的桥梁棳脑
供血主要依赖颈动脉棳若颈动脉出现粥样硬化或斑
块棳可引起大脑血供不足棳诱发脑梗死椈患者出现颈
动脉粥样硬化棳随病情进展可引起脑梗死暎临床对
颈动脉硬化暍冠心病暍脑梗死相关研究主要以单一
研究冠心病和颈动脉硬化暍脑梗死和颈动脉硬化为
主棳三者共同研究相对较少暎张本娜暡棾暢认为颈内动
脉斑块情况与冠心病发病有明显相关性棳冠心病发
病危险随患者颈动脉斑块数量增加而增大棳与正常
人相比棳颈总动脉暍颈内动脉斑块检出者冠心病患
病风险显著升高暎王维铁暡棿暢发现冠心病暍颈动脉粥
样硬化暍脑梗死三者相关棳冠心病及颈动脉粥样硬
化情况越研究棳患者脑梗死发病率越高暎

本研究通过对棾棿棸例冠心病患者分组研究发
现棳不同冠状动脉病变程度患者颈动脉粥样硬化情

况不同棳左主干病变组暍棾支病变组颈动脉硬化等级
积分暍斑块数暍斑块积分及脑梗死发生情况显著高
于棻支病变组和棽支病变组棳说明冠心病累及范围
越广暍病变越严重棳颈动脉硬化程度越严重棳则脑梗
死危险率越高椈对脑梗死暍非脑梗死患者颈动脉超
声检查结果分析棳脑梗死者稳定斑块棬溃疡斑暍软
斑暍混合斑棭发生率显著高于非脑梗死组棳动脉粥样
斑块可分为稳定斑块和不稳定斑块棳以脂类成分为
主的斑块棳超声检查为低回声区棳斑块内膜脆弱且
较易出现出血破裂情况棳易引发血栓暍一过性脑缺
血等并发症椈稳定性斑块主要以纤维素或钙化灶为
主棳超声检查显示高回声或回声棳内膜纤维帽完整暍
相对稳定不易破裂暎斑块不稳定则较易出现破裂暍
脱落情况棳脱落的斑块可随血流至全身各处棳是引
起脑梗死发病的重要因素暎由此可见棳颈动脉粥样
硬化是引起缺血性脑血管病的重要因素之一棳冠心
病患者病变程度越重棳患者颈动脉粥样硬化越重棳
越易诱发脑梗死出现棳临床应定期监测颈动脉狭
窄暍斑块情况棳早期预防及干预棳对不稳定斑块患者
应积极预防及随访干预棳避免心脑血管意外发生和
缺血性并发症暎中老年人可定期监测颈动脉超声
检查结果棳降低脑梗死的发生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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