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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门螺杆菌感染与冠心病发病的相关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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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讨幽门螺杆菌感染（Ｈｐ）与冠心病发病的相关性，为研究冠心病的发病机制提供理论依据。方法

选取医院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２０１２年１２月收治的冠心病患者７５例为冠心病组，并选择同期进行体检的健康者７５名

作为对照为非冠心病组，应用酶联免疫吸附法（ＥＬＩＳＡ）检测血清中 Ｈｐ抗体和冠心病组中内皮素－１和高敏Ｃ－反

应蛋白（ｈｓ－ＣＲＰ）的指标，对冠心病组中 Ｈｐ感染与非 Ｈｐ感染患者之间的差异进行比较；采用ＳＰＳＳ　１３．０软件进

行数据分析。结果　在冠心病组中 Ｈｐ抗体阳性率为６１．３３％，显著高于非冠心病组的２９．３３％，两组比较，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在冠心病组患者中 Ｈｐ感 染 血 浆 内 皮 素 及ｈｓ－ＣＲＰ水 平 分 别 为（６１．０９±３５．８１）ｐｇ／ｍｌ
和（１０．３５±２．９１）ｍｇ／Ｌ，显著高于非 Ｈｐ感染患者的（４０．２１±１６．７３）ｐｇ／ｍｌ和（７．２１±２．１５）ｍｇ／Ｌ，两组相比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　Ｈｐ感 染 与 冠 心 病 发 病 呈 显 著 相 关 性，Ｈｐ感 染 血 浆 内 皮 素 和ｈｓ－ＣＲＰ水 平 显

著升高，可能是其导致冠心病的发病机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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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 着 人 口 的 老 龄 化，冠 心 病（Ｃｏｒｏｎａｒｙ　Ｈｅａｒｔ
Ｄｉｓｅａｓｅ，ＣＨＤ）发 病 呈 现 逐 年 上 升 的 趋 势，已 成 为

威胁人类健康的主要疾病之一，且研究证实，导致冠

心病的危险因素众多，如年龄、性别、吸烟以及高血

压、糖尿病和 高 血 脂 等［１］。但１９７６年Ｓｔｅｒｎｂｙ［２］报

道一组５万例的尸检报告中，４０～５０岁消化性溃疡

患者冠心病发生率是无溃疡者的５倍。还有不少研

究者从临床和流行病学调查显示，幽门螺杆菌（Ｈｐ）
感染与冠心病有着显著关系［３］。本组研究为进一步

探讨 Ｈｐ与冠心病发病的相 关 性，选 择 冠 心 病 和 非

冠心病患者分别测定其血 清 中 Ｈｐ抗 体 的 情 况，并

·６２５３· 中华医院感染学杂志２０１４年第２４卷第１４期　Ｃｈｉｎ　Ｊ　Ｎｏｓｏｃｏｍｉｏｌ　Ｖｏｌ．２４Ｎｏ．１４　２０１４

Administrator
高亮

Administrator
高亮

Administrator
高亮



对冠心病患者血浆中内毒素和高敏Ｃ－反应蛋白（ｈｓ－
ＣＲＰ）进行检测，取得显著的效果，现将结果总结报

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 取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２０１２年１２
月医院收治的冠心病患者７５例，患者均符合冠心病

的诊断标准，并排除患有消化系统疾病患者。其中

男４０例，女３５例；年 龄４６～８１岁，平 均（５６．３
±６．７）岁；平均病程为（５．１±１．９）年。并选择同期

在医院进行日常体检的受试者７５名作为对照，其中

男３８例，女３７例；年龄４５～８０岁，平均（５４．８±６．２）
岁；两组患者一般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资料具有可比

性。

１．２　检查方法　患 者 于 早 晨 空 腹 抽 取 肘 静 脉 血９
ｍｌ备 用。分 别 采 用 放 射 免 疫 法 测 定 血 浆 中 内 皮

素－１和ｈｓ－ＣＲＰ的 水 平 以 及 采 用ＥＬＩＳＡ方 法 测 定

Ｈｐ的抗体。所有操作按照各自试剂盒的说明以及

本实 验 室ＳＯＰ执 行，并 由 专 人 负 责。血 清 ＨｐＩｇＧ
≥５０Ｕ／Ｌ即为阳性［４］。

１．３　统计分析　采 用ＳＰＳＳ１３．０软 件 进 行 数 据 的

处理与分析，计量资料采用均值±标准差（珚ｘ±ｓ）表

示，计数 资 料 采 用χ
２ 检 验，组 间 进 行ｔ检 验，Ｐ＜

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两组患者 Ｈｐ感染率比较　对所有患者进行

血清 Ｈｐ的抗体进行检测发 现，冠 心 病 组 与 非 冠 心

病组 相 比，差 异 有 统 计 学 意 义（χ
２＝１８．０３７，Ｐ＜

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冠心病组与非冠心病组患者 Ｈｐ感染率（％）

Ｔａｂｌｅ　１　Ｔｈｅ　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　ｒａｔｅｓ　ｏｆ　Ｈ．ｐｙｌｏｒｉ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ｒｏｎａｒｙ　ｈｅａｒｔ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ｇｒｏｕｐ　ａｎｄ　ｔｈｅ　ｎｏｎ－ｃｏｒｏｎａｒｙ

ｈｅａｒｔ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ｇｒｏｕｐ（％）　　　　　　　

组　别 调查例数 感染例数 感染率

冠心病组 ７５　 ４６　 ６１．３３
非冠心病组 ７５　 ２２　 ２９．３３

２．２　Ｈｐ感染与非感染患者相关指标的比较　对

冠心病组患者进行血浆内皮素－１和ｈｓ－ＣＲＰ进行检

测，结果发 现，Ｈｐ感 染 者 其 血 浆 内 皮 素 及ｈｓ－ＣＲＰ
水平显著高于非 Ｈｐ感染患者，两组相比，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２。

３　讨　论

　　随着中国人口的老龄化，冠心病逐渐成为临床

表２　冠心病组中 Ｈｐ感染与非感染患者相关指标的比较

Ｔａｂｌｅ　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Ｈ．ｐｙｌｏｒｉ　ｉｎｆｅｃｔ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Ｈ．ｐｙｌｏｒｉ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ｒｏｎａｒｙ　ｈｅａｒｔ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ｇｒｏｕｐ

Ｈｐ　 内皮素－１（ｐｇ／ｍｌ） ｈｓ－ＣＲＰ（ｍｇ／Ｌ）

感染 ６１．０９±３５．８１　 １０．３５±２．９１
非感染 ４０．２１±１６．７３　 ７．２１±２．１５
ｔ值 １１．３２７　 ５．０８９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所关注的疾病之一，冠心病发病的危险因素较多，如
患者的 年 龄、性 别、吸 烟、患 者 自 身 的 糖 尿 病、高 血

压、高血脂以及家族性因素外，目前流行病学研究显

示，Ｈｐ感染与 动 脉 粥 样 硬 化 和 冠 心 病 有 着 密 切 的

关系［５－６］。

Ｈｐ是一种革兰阴性菌，定植于胃内，已确认是

消化性溃疡、慢性胃炎、胃癌的重要致病因子，也被

认为是世界上最为普遍的细菌之一［７］。何海英［８］用

酶联免疫法分别检测７４例冠心病和５４例非心血管

疾病患者的血清 Ｈｐ特异性ＩｇＧ抗体，研究结果显

示，冠心病 Ｈｐ特异性ＩｇＧ抗体呈阳性达６３．５％，
显著高于对照组的４２．９％，这说明 Ｈｐ的感染与冠

心病有着密切的关系。
本组研究对冠心病患者进行血清中 Ｈｐ抗体的

检测，并与正 常 的 健 康 体 检 者 作 为 对 照 组，结 果 发

现，冠心病组患者 Ｈｐ阳性率为６１．３３％，而非冠心

病组仅为２９．３３％，两 组 相 比，差 异 有 统 计 学 意 义

（Ｐ＜０．０５）。
且已有研究证实，冠状动脉病变部位的炎性反

应可能先于心血管事件的发生，炎症可能是动脉粥

样硬化的一个重要决定因子［９］。本组研究对冠心病

患者的血浆 内 皮 素－１和ｈｓ－ＣＲＰ进 行 检 测，结 果 发

现 Ｈｐ感染者其血浆内皮素及ｈｓ－ＣＲＰ水平分别为

（６１．０９±３５．８１）ｐｇ／ｍｌ和（１０．３５±２．９１）ｍｇ／Ｌ，显

著高于非 Ｈｐ感染患者的（４０．２１±１６．７３）ｐｇ／ｍｌ和

（７．２１±２．１５）ｍｇ／Ｌ，两组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说明 Ｈｐ感染通过促进体内炎性反应

参与了冠心病的发生、发展，这也符合前期的研究结

果，内皮功能的障碍是导致某些原发性疾病如高血

压、动脉粥样硬化的结果［１０］。
通过本组研究，证 实 了 Ｈｐ感 染 与 冠 心 病 有 着

密切的关系，从 对 血 浆 中 内 皮 素－１和ｈｓ－ＣＲＰ检 测

显示，Ｈｐ感染 患 者 的 指 标 显 著 高 于 非 Ｈｐ感 染 患

者，这可 能 与 冠 心 病 发 病 后 导 致 炎 症 因 子 的 释 放

相关。
（下转第３５３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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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患者以 及 合 并 糖 尿 病 和 呼 吸 系 统 疾 病 的 患 者 较

多，这与其全身或局部抵抗力下降有着密切关系，特

别是糖尿病患者，较高的血糖水平是微生物生长和

繁殖的良好培养基。因此对于进行消化内镜检查的

患者，合并疾病应进行积极的治疗，改善患者的免疫

力。此外内镜清洗达不到要求也是造成病原菌在患

者之间进行传播的重要危险因素［５］。有的医院受限

于资金和设备有限，而未配备高压水枪、专用的清洗

刷、计时器等物品，因此在对设备进行清洗过程中简

化了清洗过程。本研究中，发现不使用高压水枪、清

洗刷以及 不 进 行 浸 泡 均 是 造 成 感 染 的 独 立 危 险 因

素。而有些医 院，每 天 要 进 行 消 化 内 镜 检 查 的 患 者

数量很多，但是内镜设备数量有不足，为了减少患者

的等候时间，不 得 不 缩 短 清 洗 时 间、减 少 清 洗 环 节，
从而导致血渍沉积于不易清洗的部位，埋下了感染

的隐患［６］。用于 清 洗 内 镜 的 酶 洗 液 中 含 有 淀 粉 酶、
蛋白酶以及脂肪酶等成分，对于消化内镜上所所沾

染的消化液、血渍以及多种病原菌及其形成的生物

膜均有分解作用，因此可以保证消化镜的清洁效果。
重复使用的酶洗液，洗液中也会含有大量的病原微

生物，为后面的清洁造成影响，要求在对内镜进行清

洗时尽量按照比例配置合适浓度的酶洗液，对于可

以拆卸的零 件 应 进 行 拆 卸 清 洗［７］，使 用 高 压 水 枪 对

管腔进行冲洗，在吸干管腔内水分后使用戊二醛进

行充 分 浸 泡 及 严 格 消 毒，消 毒 之 后 的 物 品 应 在２ｈ
内投入使用，如果＞２ｈ则要进行再次消毒。

以往认为，控制清洗质量，可以有效提高清洗的

效果，但实际情况时质量控制大多通过肉眼进行，而

这种检查方法并无法观察到管道的内部和缝隙，因

此细小碎屑、生物组织分泌物以及小的血块、生物膜

并不能被发现。
针对上述高危因素，采取针对性的预防措施，行

消化内镜检查而发生医源性感染者明显减少，总之，
医院消化内镜医源性感染与多种因素均密切相关，
针对这些危险因素给予相应干预、改进工作，可以达

到降低感染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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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上所述，Ｈｐ感染与冠心病呈显著相关性，Ｈｐ
感染者血浆 内 皮 素 和ｈｓ－ＣＲＰ水 平 显 著 升 高，可 能

为冠心病发病的独立危险因索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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