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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讨血生化指标中总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以及血

糖水平与眼底动脉硬化的相关性ꎮ
方法:本次研究选取 ２０１７－０２ / ２０１８－０１ 我院就诊的 ９７ 例
眼底动脉硬化患者进行血生化指标检测作为观察组ꎮ 另

选取同期来我院行健康体检结果为正常的 ９８ 例受试者作

为对照组ꎮ 检测两组血生化指标ꎬ然后进行比较ꎮ
结果:观察组总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血糖水平、血压水
平明显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ꎮ 当患者血生化常规中血

糖、总胆固醇以及低密度脂蛋白越高ꎬ眼底动脉硬化程度

越高ꎮ 通过纳入多因素分析ꎬ血糖、血压、总胆固醇以及低

密度脂蛋白水平与眼底动脉硬化呈正相关ꎮ
结论:血糖、总胆固醇、血压以及低密度脂蛋白水平越高ꎬ
患者眼底动脉硬化越严重ꎬ临床通过检测眼底动脉硬化水

平有利于治疗监控、诊断病变ꎮ
关键词:血生化ꎻ低密度脂蛋白水ꎻ总胆固醇ꎻ眼底动脉
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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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引言

眼底动脉硬化是预示全身动脉硬化的重要信号ꎬ包括

老年退化性硬化和小动脉硬化ꎬ如患者发生糖尿病、高血

压以及脑卒中等疾病会加速患者眼底动脉硬化进程[１－２]ꎮ
其中老年退化性眼底动脉硬化主要是血管壁中层纤维样

变以及玻璃样变ꎮ 视网膜小动脉硬化多与高血压有关ꎬ是
由于长期血压缓慢上升导致血管中弥漫性细胞增生以及

肥厚ꎮ 临床上视网膜血管的形态对判断患者的动脉硬化

进程有重要作用[３－５]ꎮ 眼底动脉硬化其病变血管管径一

般在 １００μｍ 以下ꎮ 针对眼底血管形态变化进行诊断可以

判断病变以及评价预后ꎮ 本次研究选取我院就诊的 ９７ 例

眼底动脉硬化患者进行血生化指标检测ꎬ针对眼底动脉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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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与血生化指标检测的相关性进行详细探究ꎬ旨在为临床

更好的治疗监控、诊断病变等提供相关依据ꎬ具体报告

如下ꎮ
１对象和方法

１ １对象　 前瞻性研究ꎮ 本次研究选取 ２０１７－０２ / ２０１８－
０１ 我院就诊的 ９７ 例眼底动脉硬化患者ꎬ纳入观察组ꎮ 另

选取同期来我院行健康体检结果为正常的 ９８ 例受试者作

为对照组ꎮ 观察组中男 ５１ 例ꎬ女 ４６ 例ꎬ年龄 ５９~７２(平均

６３ ４１±５ ２８)岁ꎮ 对照组中男 ５２ 例ꎬ女 ４６ 例ꎬ年龄 ５９~ ７２
(平均 ６３ １９±５ ２７)岁ꎮ 两组一般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 ０５)ꎮ 所有受试者均知情同意ꎬ本研究通过我院伦

理委员会审批ꎮ
１ ２方法　 通过检测两组血生化指标ꎬ抽取受试者外周静

脉血ꎬ检测内容包括血糖水平、血脂水平ꎬ并利用直接眼底

镜对眼底动脉硬化程度进行观察ꎮ 辅助检测受试者动态

血压ꎮ 检测指标:血糖的观察指标参考美国糖尿病协会于

２０１６ 年制定的标准ꎬ空腹血糖≥７ｍｍｏｌ / Ｌ 为糖尿病ꎻ
６~ <７ｍｍｏｌ / Ｌ为升高ꎻ<６ｍｍｏｌ / Ｌ 为正常ꎮ 血脂水平的观

察指标为总胆固醇ꎬ正常范围 ３ ４ ~ ５ ５ｍｍｏｌ / Ｌꎬ高危范围

８ ３~ １２ ２ｍｍｏｌ / Ｌꎬ略高范围 ５ ６ ~ ８ ２ｍｍｏｌ / Ｌꎮ 低密度脂

蛋白正常范围 １ ５５~ ３ｍｍｏｌ / Ｌꎬ高危范围 ４ ３ ~ ６ ８ｍｍｏｌ / Ｌꎬ
略高范围 ３ １ ~ ４ ２ｍｍｏｌ / Ｌꎮ 血压观察指标:正常血压:
１２０ｍｍＨｇ<收缩压<１４０ｍｍＨｇ 以及舒张压 ８０ｍｍＨｇ<舒张

压<９０ｍｍＨｇꎮ 高血压诊断标准为收缩压≥１４０ｍｍＨｇ 以及

舒张压≥９０ｍｍＨｇꎮ 眼底动脉硬化标准[３]:包括眼底动脉

血管正常、眼底动脉硬化程度Ⅰ级、眼底动脉硬化程度Ⅱ
级、眼底动脉硬化程度Ⅲ级ꎮ Ⅰ级为视网膜动脉痉挛ꎻⅡ
级为眼底动脉血管变细、动静脉交叉压迫且有压痕ꎻⅢ级

患者有多次中风病史并且运动神经中枢受损导致严重肢

体运动障碍ꎮ
统计学分析:采用统计学软件 ＳＰＳＳ１９ ０ 进行数据分

析ꎮ 正态计量数据用 ｘ±ｓ 表示ꎬ采用独立样本 ｔ 检验ꎻ计
数资料采用例数或百分比表示ꎬ多因素分析采用非条件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ꎬＰ<０ 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ꎮ
２结果

２ １两组血生化指标情况及眼底动脉硬化程度对比 　 两

组受试者血脂以及血糖水平比较ꎬ观察组 ９７ 例患者血生

化指标均高于对照组 ９８ 例受试者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 ０１)ꎬ见表 １ꎮ 观察组眼底动脉硬化程度为Ⅰ~ Ⅲ
级ꎬ对照组为眼底动脉血管正常ꎮ
２ ２两组血压对比　 两组受试者血压水平比较ꎬ观察组 ９７
例患者血压均高于对照组 ９８ 例受试者ꎬ差异均有统计学

意义(Ｐ<０ ０１)ꎬ见表 ２ꎮ
２ ３两组受试者的血生化常规与眼底动脉硬化程度分析

　 当受试者血生化常规中血糖、总胆固醇以及低密度脂蛋

白越高ꎬ眼底动脉硬化程度越高ꎬ见表 ３ꎮ
２ ４眼底动脉硬化与血生化指标的多因素分析 　 以是否

发生眼底动脉硬化为因变量ꎬ血压、总胆固醇、低密度脂蛋

白以及血糖为自变量进行非条件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ꎬ采用

“进入法”进行自变量筛选ꎬ结果显示血压、总胆固醇、低

表 １　 两组血糖和血脂水平对比 (ｘ±ｓꎬｍｍｏｌ / Ｌ)

组别 低密度脂蛋白 总胆固醇 血糖

观察组 ３ ５２±０ ０６ ８ ９２±１ ２２ ７ ６９±０ ６７
对照组 １ ６３±０ ０２ ３ ４８±１ ２３ ５ ６１±０ ６６

　 　 　 　 　 　 　 　 　 　 　 　 　 　 　
ｔ １６ ４７ １８ ４７ １６ ７１
Ｐ <０ ０１ <０ ０１ <０ ０１

注:观察组:眼底动脉硬化患者ꎻ对照组:同时期健康体检者ꎮ

表 ２　 两组患者血压情况对比 (ｘ±ｓꎬｍｍＨｇ)

组别 例数 收缩压 舒张压

观察组 ９７ １４５ ６５±５ ２７ ９０ ２１±３ ５６
对照组 ９８ １２２ １５±５ ２１ ８０ ３３±３ ４２
　 　 　 　 　 　 　 　 　 　
ｔ ２ ０５ １ ８４
Ｐ <０ ０１ <０ ０１

注:观察组:眼底动脉硬化患者ꎻ对照组:同时期健康体检者ꎮ

密度脂蛋白以及血糖均与眼底动脉硬化呈正相关ꎬ是导致

眼底动脉硬化的危险因素(Ｐ<０ ０５)ꎬ见表 ４ꎮ
３讨论

眼底动脉硬化是诱发脑血管疾病发生的病理基础ꎬ眼
底动脉硬化程度与患者的脑卒中等疾病发病风险的危险
程度密切相关[４]ꎮ 眼底动脉硬化与血脂、血糖以及血压水

平均有密切关联ꎮ 流行病学调查显示最主要的发病因素
是高血脂ꎮ 根据患者的眼底动脉硬化程度可分析血管壁
纤维增生程度ꎬ反应血管壁中层纤维样变以及玻璃样变

程度[５－６]ꎮ
近年来临床研究发现血生化在动脉硬化过程中会有

明显异常ꎬ其主要是内皮细胞参与了动脉硬化过程ꎮ 其中
脂质特别是过氧化脂质增高是导致内皮细胞受损进而参

与动脉硬化的发生与发展ꎬ也在抑制前列腺环素发挥保护
内皮细胞功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ꎮ 内皮细胞受损后血小
板聚集附着于受损部位ꎬ进而加快了动脉粥样硬化的形
成[７－８]ꎮ 有关研究表明血清胆固醇对眼底动脉硬化影响

较大ꎬ可能与载脂蛋白 Ｂ 以及血清低密度脂蛋白异常表
达有关ꎬ致使弹力层以及肌层受损ꎬ可加速动脉硬化形成ꎮ
血液物理性质改变会使全血比粘度上升进而使血管内皮
下、肌层以及胶原纤维受到影响ꎬ血液粘度的改变与脂质

代谢异常机制密切相关ꎬ主要作用机制为:红细胞通常情
况下带有负电荷ꎬ正常血管壁与其同电相斥ꎬ继而促进其
血液流速维持正常状态ꎬ而在视网膜动脉硬化过程中因有
血管内壁不规则的情况发生ꎬ血管壁负性电荷随着血管腔
逐渐狭窄而降低ꎬ并且红细胞表面电荷也随之降低ꎬ进而

使血小板与红细胞不再呈分散状态ꎬ产生了较强的聚集
力ꎮ 血液粘度改变与脂质代谢紊乱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
映眼底动脉硬化的动态变化ꎮ 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ａｐｏＡ１ 以及 ａｐｏＢ 等特殊蛋白已被前瞻性研究证实可以促
进平滑肌细胞增生吞噬脂肪微粒ꎬ是泡沫细胞形成的主要
机制ꎮ 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重要组成部分为 ａｐｏＢꎬ其
同样与动脉硬化有重要关系ꎮ 杨燕芬等[９] 研究表明随着
血糖与血脂水平的升高ꎬ在年龄因素的影响下血管弹力纤
维钙化、断裂以及胶原纤维增生ꎬ炎症反应使血管内皮细

９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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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３　 两组受试者血生化常规与眼底动脉硬化程度分析 ｍｍｏｌ / Ｌ

血生化常规
眼底动脉硬化程度

正常 Ⅰ级 Ⅱ级 Ⅲ级

血糖 ３ ６１~６ ０１ ６ ０２~７ ００ ７ ０１~９ ９９ １０ ００~
总胆固醇 ３ ４１~５ ６０ ５ ６１~８ ２９ ８ ３~１２ １１ １２ ２０~
低密度脂蛋白 １ ５５~３ ３ １~４ ２ ４ ３~６ ８ ６ ９~

表 ４　 眼底动脉硬化与血生化指标的多因素分析

观察因素 Ｂ Ｓ Ｅ Ｗａｌｄｓ ＯＲ ９５％ＣＩ Ｐ
血压 ０ ８８５ ０ ２６５ ９ ０９１ １ ６８７ １ ０７９~１ ６２４ ０ ０１４
总胆固醇 ０ ４２９ ０ ３９７ ８ １４２ ２ ５３９ １ ４６９~３ ７９７ <０ ０１
低密度脂蛋白 ０ ６７１ ０ ２２４ ５ ５７２ １ １０７ １ １８３~１ ２２５ ０ ０４７
血糖 ０ ３８５ ０ ４１２ ６ ２０９ １ ２３４ １ １９１~１ ２７１ ０ ０３９

胞损伤ꎬ最终动脉开始硬化ꎬ表现为弹性减退以及血管壁
增厚ꎮ

本次研究检测的血生化指标中血糖与眼底动脉硬化
也有一定关联ꎬ临床诸多研究表明慢性血糖波动可引起动
脉硬化ꎮ 随着糖尿病患病时间越长ꎬ其导致的视网膜病变
几率越高ꎬ是糖尿病的常见并发症ꎬ关于眼底动脉硬化的
主要作用机制与长期血糖波动密不可分ꎬ首先长期血糖波
动增加了胰岛素抵抗ꎬ致使脂分解代谢增加并经过氧化应
激使其过氧化ꎬ进而造成脂代谢紊乱加重ꎬ可引起高胆固
醇血症ꎬ参与了动脉硬化的发展[１０－１３]ꎮ 其次慢性血糖波
动引起了氧化应激反应ꎬ活性氧作为细胞信号以及调控的
主要参与者ꎬ在促进氧化应激反应时还可造成强烈的脂质
沉积前体效应ꎬ氧化应激的作用机制刺激了炎性因子的产
生ꎬ其中活性氧诱导活化炎性基因产物以及黏附分子的表
达ꎬ炎症因子产生使内皮细胞受损ꎬ进而促使血管平滑肌
增殖、内皮细胞功能失调、血管重塑以及细胞外基质异常
沉积等ꎮ 且慢性血糖波动促使凝血纤溶系统功能障碍ꎬ参
与动脉硬化进展ꎮ 慢性血糖波动减弱了细胞在高塘环境
下的调节性反馈作用ꎬ使其拮抗葡萄糖的毒性作用降低ꎬ
使得细胞形态以及功能受损[１４－１５]ꎮ 此外本次研究针对血
压与眼底动脉硬化的关系进行印证ꎬ血压波动可通过影响
承受血流负荷部位ꎬ可通过长期高血压影响使视网膜功能
受损ꎬ进而形成机制性改变ꎬ是与动脉硬化互为恶性循环
的病症ꎮ 本次研究通过针对血生化与眼底动脉硬化关系
进行探究ꎬ证实了高血脂与高血糖与动脉硬化有密切关
联ꎬ此外血压也是导致动脉硬化的重要因素ꎬ并且均与动
脉硬化的程度呈正相关ꎮ 本文不足之处在于纳入病例较
少ꎬ观察指标有限ꎬ后期将进一步进行横断面和多因素
研究ꎮ

综上所述ꎬ高血脂、高血糖以及高血压均可促进眼底
动脉硬化ꎬ针对眼底动脉硬化进行检测ꎬ有利于诊断病情
与了解病情进展ꎬ可采取措施预防动脉硬化造成脑卒中等
疾病的风险ꎬ值得临床重视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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