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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清总胆 固醇与脑中风关系的 分析

蔡全才 薛广波

脑中风与冠心病具有一些共同的危险因 素
,

虽

然血清总胆 固醇 与冠心病的关系已经明确
,

但与脑中风的关系仍不十分清楚
。

作者采用

分析方法对  与脑中风关系进行了研究
。

一
、

资料和方法 计算机检索

一 年 月 光盘数据库以及 中文  一

年 月
、

 一 年 光盘数据库
。

检索策略 主题词 欣  与主 题

词
。

的交集
。

纳 入标 准 论文形式发表

队列研究设计 研究对象为非脑中风
、

非冠心病

人群
。

对纳入 论文 进行逐篇复习
,

摘录有关资料
。

结果有 篇文献共含有 个队列研究满足纳入标准

被收进本文的 分析中
。

分析方法 以相对危险

度 值 作为每个研究结果的研究效应测量指标
。

齐性检验公式为 一 夕
,

值近似服从

。 一 的扩分布
。

检验结果若 尸
,

说明各研究

结果间具有一致性
,

可以进行合并分析
。

加权合并

方法
, 。

当 镇K 一 l 时
,

采用 固定效应

模型进行计算
。

当 Q > K 一 1 时
,

采用随机效应模型

进行计算
。

二
、

结果
:
暴露于高 T SC 发生 脑中风(包括全部

作者单位
:
第二军医大学卫 生勤务学系 流行病学教 研

室 上海 200433

类型 )的合并 R R 值为 2
.
1053 ,

9 5 % C l 为 1
.
06 73 一

1
.
1 4 4 6

。

暴露于高 T SC 发生缺血性脑 中风 的合并

R R 值为 1
.
1979

,

9 5 % C l 为 1
.
0643 一 1

.
3 48 1 。 出血

性 脑中风组各研究结果之间存在严重的不一致
,

故

未能进行 RR 值合并
。

三
、

讨论
:
文献报道

,

在 T SC 与脑中风关系的队

列研究中
,

研究终点为脑 中风发病的研究结果较研

究终点为脑中风 死亡的意 义更大
。

所 以
,

在本研究

的文献纳入标准中规定研究 对象 为非 脑中风
、

非冠

心病人群
。

纳入标准规定以论文形式发表的队列研

究能保证较准确地从文章的表中或正文中抽取数

据
。

笔者对 7 个队列研究 R R 值进行合并的结果表

明
,

T S C 与脑中风(包括全部类型)或缺血性脑中风

之间无联系或者仅有微弱的正相关
,

说明 T SC 不是

一个独立的危险因素
,

这与美国和欧洲的研究报告

相一致
。

单一 研究 往往由于 样本含量不足以及 地

区
、

人种差异等因素对结果可靠性会造成一 定的影

响
,

而 M et a分析可以减少这 一影响
。

作者由于没有

查找未出版的文献
,

可能有遗漏阴性出版物的偏倚
。

同时
,

由于缺血性脑 中风可能早期死于 冠心病或隐

性脑梗塞
,

也可造成 T SC 与缺血性脑中风之 间仅有

弱相关或无相关
。

因此
,

目前对 T SC 与脑中风关系

的认识仍然是初步的
,

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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