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达载体$ 感染 E\hC3 Y.K=>*慢病毒颗粒后"\&8Y

8FU.中 E\hC3 基因的表达明显降低"%3X10\D3 的水

平明显升高$ 为进一步研究 E\hC3 基因在 \&8 Y

8FU.定向分化过程中的作用及调控机制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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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液透析患者血清骨钙素水平及其与血管钙化的关系

明!静!胡凤琪!秦永芳!袁!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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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观察血液透析患者血管钙化的发生情况"探讨血清骨钙素水平与血管钙化的关系$ 方法 采用酶联免疫吸

附法测定血清骨钙素水平/V线片检测腹主动脉#股动脉及桡动脉部位血管钙化"计算血管钙化积分/检测患者的一般生化指标/

对各参数的相互关系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入选 3# 例血液透析患者及 "9 例健康对照者"V线片显示血液透析患者中 "$ 例

%23435&有不同程度#不同部位的血管钙化$ 轻度钙化 "" 例%占发生钙化人数的 904$5&"中度钙化 9 例%占发生钙化人数的

12435&"重度钙化 3 例%占发生钙化人数的 "94+5&"正常对照组无人发生血管钙化$ 有血管钙化者血清骨钙素水平明显高于

无血管钙化者%!]#4#9&/中#重度血管钙化的血液透析患者血清骨钙素水平明显高于无钙化或轻度钙化患者%!]#4#9&$ 多元

线性回归分析显示血清骨钙素水平是血管钙化积分的独立影响因素$ 结论 血液透析患者普遍存在血管钙化"血清骨钙素水平

是血管钙化的独立影响因素$

关键词!血液透析!血管钙化!V线片!骨钙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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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管钙化是慢性肾脏病尤其是终末期肾脏病患

者的常见病理改变之一"也是导致其发生心血管疾病

%U':&及死亡的重要原因
,"-

$ 血管钙化是类似骨形

成的调节过程"在钙化的血管中有各种与骨及矿物质

代谢相关的蛋白质表达$ 骨钙素是一种骨形成标志

物"其在调节骨矿物质代谢及血管钙化中的作用越来

越受到关注"已成为临床代谢性骨病的重要检测指

标$ 最近有研究表明"骨钙素水平在血液透析的老年

患者中显著高于正常人群"但其与血液透析患者血管

钙化的关系尚不明确
,1-

$ 本研究旨在通过对血液透

析患者大#中#小动脉的 V线片检查观察血管钙化的

发生情况及其特点"并探讨血清骨钙素水平与血管钙

化之间的关系$

对象与方法

"4研究对象!选择在笔者医院肾内科血液净化中心行规

律性血液透析的患者 3# 例"男性 "2 例"女性 "; 例"患者年龄

904" t"#43 岁"透析时间 2 个月以上"每周透析 3 次"每次 ;K$

原发病为慢性肾小球肾炎者 "9 例#糖尿病肾病者 9 例#高血

压肾硬化者 ; 例#多囊肾者 " 例#病因不明者 9 例$ 排除标

准!明显感染#肝功能损害#恶性肿瘤$ 并选取健康对照者 1#

例为对照组"年龄 9049 t041 岁$ 参加者均签署知情同意书$

14研究方法!%"&一般生化指标检测!血液透析前空腹抽

取静脉血"使用血细胞分析仪检测血红蛋白"全自动生化分析

仪检测白蛋白#甘油三酯#总胆固醇#血钙#血磷"免疫比浊法

检测 U反应蛋白"放射免疫法测定甲状旁腺激素 %T?,%&$

%1 & 骨钙素水平测定! 抽取 9\I静脉血" 1###(-\TM 离心

"#\TM"分离血清"冻存于 Y0#u冰箱备用$ <7AF*法测定血

清骨钙素浓度%试剂盒购自美国 AM T̂)(HNDM&"具体操作按厂家

说明书进行$ %3&血管钙化检测及积分评定! 使用西门子

*VAd8*(T.)H.8VV线机对患者进行侧位腹平片%空腹&#髋

关节正位片#双手正位片 V线片检查"评价腹主动脉#髂动脉#

股动脉#桡动脉#手指动脉钙化情况$ V线片血管钙化评分参

照文献,3-!将骨盆 V线平片用 1 条线分成 ; 部分"水平线位

于股骨头切面"垂直线位于脊柱位置/上腹部和下腹部以平 7

1

#

7

3

椎间隙分界/双手正位片共分为 ; 部分"先以双手各作为一

部分"再以掌骨上方做水平线进行分隔$ 共计 "# 个部位"计数

每个部位的钙化"有钙化计为 ""无钙化计为 #"最终钙化积分

数值为 # 6"#$ " 63 分为轻度钙化"; 62 分为中度钙化"

'

0 分

为重度钙化$ 由两位放射科医师盲法阅 V线片及评分$

34统计学方法!采用 F?FF "34#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

计量数据均以均数 t标准差%0t&&表示"正态分布资料两组

间比较采用 '检验$ 非参数检验%21)*/,*- 秩相关&分析血管

钙化积分与各指标之间的相关性$ 采用单因素直线相关及多

元线性回归分析血管钙化与各指标之间的相关性$ !]#4#9

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4血管钙化的发生情况及其特点!在参加本研究

的 3# 例血液透析患者中"共有 "$ 例%23435&存在血

管钙化"而正常对照组中无人发生血管钙化$ "$ 例

存在血管钙化的患者中"单纯腹主动脉钙化者 $ 例

%;0435&"单纯中小动脉%包括髂动脉#股动脉#桡动

脉#手指动钙化&患者 9 例 %12435&"腹主动脉钙化

合并中小动脉钙化者 9 例 %12435&$ 根据钙化积

分"轻度钙化 "" 例%占发生钙化人数的 904$5&"中

度钙化 9 例%占发生钙化人数的 12435&"重度钙化 3

例%占发生钙化人数的 "94+5&$ 血液透析患者无钙

化组患者平均年龄为 9349 t240 岁"轻度钙化患者平

均年龄为994$ t04" 岁"中重度血管钙化患者平均年

龄为 9$41 t+4; 岁$

14血清骨钙素水平与血管钙化的关系!正常对照

组血清骨钙素水平为 ""4; t"41MN-\I"血液透析患

者无钙化组骨钙素水平为 "041 t34+MN-\I"轻度钙

化组为 1$41 t;4+MN-\I"中重度钙化组为 2#4# t

043MN-\I$ 血液透析各组患者骨钙素水平均较正常

对照组显著升高%!均 ]#4#9&"中重度血管钙化者及

轻度钙化者血清骨钙素水平较无钙化者均明显升高

%!均 ]#4#9&"中重度钙化者血清骨钙素水平显著高

于轻度钙化者%!]#4#9&"详见图 "$

图 5!血清骨钙素水平与血管钙化的关系

与正常对照组相比"

L

!]#4#9/与无钙化组相比"

[

!]#4#9/与轻

度钙化组相比"

S

!]#4#9

34骨钙素水平与血管钙化的关系!单因素线性相

关分析显示血管钙化积分与年龄#T?,%水平#骨钙素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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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相关"相关系数分别为 #43;9# Y#4390##49#;%!

均 ]#4#9&"而与血红蛋白#血浆白蛋白#甘油三酯#

总胆固醇# 血钙# 血磷# U反应蛋白# 血压无关$

21)*/,*- 秩相关分析显示血清骨钙素水平与血管钙

化积分相关%/̀ #4320" !]#4#9&$ 多元线性回归分

析显示血骨钙素#年龄是血液透析患者血管钙化积分

的独立影响因素"详见表 "$

表 5!透析患者血管钙化积分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项目 回归系数 ' !

年龄 #43;3 14992 ]#4#9

骨钙素 #4;3+ 14+0" ]#4#"

讨!!论

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 U':发生率较普通人群高

1# 63# 倍"是导致死亡的首位病因
,;-

$ 血管钙化与

U':发生直接相关
,"-

$ 正常情况下"血管钙化主要

见于老年人"但其在慢性肾脏病特别是血液透析患者

中相当普遍
,9-

$ 研究进一步发现血管钙化是独立于

年龄#性别#透析时间以及炎症标志物的维持性血液

透析患者全因死亡及因 U':死亡的独立预测因

子
,2"0-

$ 本研究正常对照组未发现明显血管钙化"而

血液透析患者普遍存在血管钙化"血管钙化积分与年

龄相关"这与以前的研究结果相近
,9-

$ 本研究进一步

发现发生血管钙化者骨钙素水平较无血管钙化者显著

升高"中重度血管钙化者骨钙素水平明显高于轻度血

管钙化者"骨钙素水平与血管钙化程度密切相关$

研究表明"慢性肾脏病患者血管钙化主要发生于

血管内膜及中膜
,+-

$ 内膜钙化主要发生在主动脉或

者冠状动脉"中膜钙化多见于股动脉#胫动脉等$ 内

膜钙化与年龄以及其他与动脉粥样硬化相关的因素

如高血压#糖尿病#血脂异常等相关$ 中膜钙化主要

与血液透析时间及钙磷代谢紊乱有关$ 对于终末期

肾病的患者"因为存在的相关危险因素较多"一般同

时存在着以上两种血管钙化方式$ 钙化积分达到一

定数值与冠状动脉疾病#外周动脉疾病独立相关"且

心血管事件的风险#病死率#住院率均明显增加$ 既

往研究认为通过使用骨盆#双手 V线片评定的血管

钙化积分"能够作为评价长期血液透析患者与钙化相

关的心血管事件风险的一种简单方法
,3-

$ 由于目前

尚无针对心血管钙化的特效药物"仍然以预防和纠正

危险因素为主"因此寻找血管钙化的标志物#探讨其

形成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

近年来研究发现"血管钙化是一个基因与蛋白介

导的主动调节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血管钙化调节因

子在系统和%或&局部水平发挥重要作用"血管钙化

的形成是钙化促进因素与抑制因素不平衡的结果$

骨钙素是构成骨基质的成分之一"是反映机体骨代谢

变化的灵敏#可靠的指标"其在肾性骨营养不良的患

者中显著升高$ 体外实验表明"骨钙素可在高磷刺激

下表达增高"从而刺激血管平滑肌的钙化"其表达水

平与血管钙化程度呈正相关"并可作为心脏瓣膜钙化

的早期标志物
,+-

$ 终末期肾脏病血液透析患者普遍

存在钙磷调节紊乱"这可能是其骨钙素水平较正常对

照组显著升高的原因之一$ 本研究进一步发现"骨钙

素是血液透析患者血管钙化的独立危险因素"提示骨

钙素一方面可能作为血液透析患者血管钙化的敏感

指标"另一方面其还可能成为血液透析患者血管钙化

干预的主要靶点之一$ 而本研究中"未发现血钙#血

磷水平与血管钙化相关"这也与既往的研究相符"提

示血钙#血磷水平与血管钙化的关系并不是十分紧

密$ 综上所述"本研究显示"血液透析患者普遍存在

血管钙化"其骨钙素水平显著高于无钙化的透析患

者"血骨钙素是血液透析患者血管钙化的独立危险因

素$ 但由于本研究例数较少"对于生存率的影响及其

具体作用机制"还值得更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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