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讨　　论

自1963年 Berg 发现 Lp(a)以来 ,人们

对 Lp(a)的认识逐渐深入 ,尤其是 10 近年

来 ,越来越多的研究资料表明 ,血清 Lp(a)水

平升高是动脉粥样硬化 、冠心病和缺血性脑

血管病的独立危险因素 。Kolt ringer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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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

为 ,在所有动脉粥样硬化性疾病的危险因素

中 , Lp(a)升高是上述病变形成和发展的最

有价值的指标。

人群血清 Lp(a)的浓度波动范围较大 ,

本组资料在 38 ～ 2 213mg/L 之间 ,呈明显的

偏态分布 。一般认为 Lp(a)无性别及年龄的

差异 ,这主要取决于其遗传稳定性
〔6〕
;Rhoads

等人的研究指出 , Lp(a)水平与血压 、吸烟 、

TC 、TG 、HDL-C 、LDL-C等均无明显相关性。

本研究显示 ,对照组与缺血性脑卒中组的 Lp

(a)均呈低水平的偏态分布 ,高 Lp(a)血症的

检出率 , 病例组为3 2 .3 8 %, 对照组为

17.14%,病例组为对照组的 1.89 倍(χ2 =

6.54 ,0.01<P<0.025),差异有显著性 。如

以受检者 Lp(a)浓度高于 300mg/L 作为高

Lp(a)血症的标准 ,则 Lp(a)浓度在病例组均

远高于对照组 ,与文献报道一致。

本文经多元 logistic回归分析 ,发现高血

清Lp(a)水平是脑卒中发生的重要危险因

素 ,且 Lp(a)水平与脑卒中的发生有剂量效

应关系 ,提示 Lp(a)为脑卒中的独立危险因

素。由于 Lp(a)水平与其他血脂成分之间无

显著相关性 ,且 Lp(a)不受饮食及降脂药物

的影响 ,具有一定的遗传稳定性 ,到目前为止

尚缺乏有效的药物能对其进行治疗干预 ,因

此 ,临床上更应该注意对 Lp(a)水平检测 ,把

它视为缺血性脑卒中重要的预测指标 ,对高

Lp(a)的个体和人群 ,应针对动脉粥样硬化

性疾病产生的其他环节 ,给予有效的防治 ,以

最大限度地减少和延缓缺血性脑卒中的发

生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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禄丰县儿童麻疹疫苗使用效果监测报告

王子桂　董剑芬　金华忠

　　为了解麻疹疫苗使用效果 , 1992 年在全县范围

内对 7 个乡镇 11 个办事处 12 岁以下已接种过麻疹

疫苗一针及一针以上者 , 采取静脉血 2ml 进行麻疹

抗体监测 ,共采样 521 人份。所用疫苗为成都生物

制品研究所生产的减毒活疫苗 , 冷链逐级运转到现

作者单位:云南省禄丰县卫生防疫站　651200

场 , 有效期内使用。检验方法用反向间接血凝法 , ≥

1∶2 滴度为阳性。结果 521 人份中抗体阳性 504 人 ,

阳性率为 96.74 % , 其抗体效价分布在 1∶2 ～

1∶1 024 ,大部分在 1∶16 ～ 1∶128 , 几何平均滴度为

22.92 , 效价在 1∶16 以上者有 468 人 , 占监测人数的

92.86%。说明我县 12 岁以下儿童麻疹疫苗使用效

果较好 , 已达到预防接种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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