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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高纤维蛋白血症与冠心病（CHD）

冠心病危害许多人的健康，并且仍然是发达国家的主要

死因。冠心病的传统危险因素包括高血压，高脂血症和吸烟。

通过有效控制这些因素，死亡率可降低 50％ [1]。随着对冠心

病认识的不断深入，凝血因子已成为许多研究的焦点。纤维

蛋白原和凝血因子及血管性血友病因子的增加可预测心血管

事件 [2]。异常的纤溶—凝血系统是血栓形成的重要因素。FIB

参与血液凝固过程，是血栓形成的主要成分 [3]。

纤维蛋白原与冠心病的发生和发展密切相关。血浆纤维

蛋白原浓度的显着增加可以促进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的发展和

进展。纤维蛋白原参与血管内血栓的形成，其在血栓形成过

程中起重要作用。血浆纤维蛋白原水平升高会增加血液粘度，

诱导血小板活性，增加血小板聚集，减少血液流动和血液。

流变学的变化进一步降低了血管壁切断的速度，从而促进了

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和血栓的形成。纤维蛋白原及其降解产物

在冠心病的发生和发展中起重要作用，并且还与纤维斑块的

稳定性和急性冠状动脉事件的发生有关。研究表明，高纤维

蛋白原可能与冠状动脉病变的数量和冠状动脉病变的严重程

度有关，纤维蛋白原可用作冠状动脉心血管事件的独立预测

因子。在对 100 名冠心病患者进行的为期 3 个月的随访调查中，

高纤维蛋白原患者的心血管事件发生率显着高于低纤维蛋白

原患者。研究结果显示，冠心病患者的血浆纤维蛋白原水平

明显高于正常人的平均水平，并且通过比较冠心病患者的纤

维蛋白原水平与不同程度的冠状动脉疾病，结果发现，患者

血浆中纤维蛋白原含量较高，冠状动脉病变血浆纤维蛋白原

含量与冠状动脉病变严重程度的 Pearson 相关性分析显示血浆

纤维蛋白原含量与冠状动脉病变呈显着正相关。（r=0.559，

P<0.05）急性心肌梗死和不稳定型心绞痛患者纤维蛋白原水

平明显高于稳定型心绞痛患者。这种纤维蛋白原水平可能有

助于识别患有冠心病的高风险患者。纤维蛋白原对冠心病患

者纤维斑块的稳定性有一定的影响，这与冠状动脉的炎症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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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有关。它对预测心血管相关病变的程度具有指导意义。

2 高纤维蛋白血症与急性脑梗死

纤维蛋白原（Fg）斑块与各种炎性神经变性疾病如阿尔

茨海默病，多发性硬化，中风和创伤性脑损伤中的记忆丧失

有关。然而，纤维蛋白原在神经血管单元中的作用机制尚不

清楚。纤维蛋白原水平升高可能对急性缺血性卒中患者的生

存产生不利影响，血浆纤维蛋白原也可用作急性缺血性卒中

的预测因子。急性缺血性中风，在临床上也称为脑梗塞，是

临床神经系统的疾病，在中老年人群中是常见的。残疾率和

死亡率都很高。血浆纤维蛋白原具有凝血作用。中国研究表明，

人体血浆纤维蛋白原含量在血栓前会明显增加，这会直接增

加血浆粘度，最终导致血栓形成 [4]。由于急性缺血性中风给

患者，家属和社会带来了很多负担，因此它是检测和预防疾

病的最有效方法。纤维蛋白原是所有部位血管内血栓形成的

主要蛋白质成分。纤维蛋白原的形成和功能是生理性止血，

并且也是病理性血栓形成所必需的。纤维蛋白原水平预测动

脉和静脉血栓栓塞事件的复发。一旦血浆中的纤维蛋白水平

增加，它可能增加血液的粘度，促进血小板聚集，并对心血

管和脑血管系统产生不利影响。研究表明纤维蛋白原可能参

与心血管和脑血管疾病的形成。此外，研究结果还表明，在

急性脑梗死的诊断中，单独使用纤维蛋白原对急性脑梗死的

诊断最为敏感（92.0％），C 反应蛋白的敏感性最高（85.7％）。

蛋白质，C- 反应蛋白，纤维蛋白原和尿酸的诊断特异性可高

达 96.0％，可获得较高的应用价值。因此，认为纤维蛋白原

检测有助于了解急性脑梗死的进展情况，联合检测具有较大

的应用价值。

2.1 纤维蛋白原对急性缺血性脑卒中患者生存的影响

不同纤维蛋白原水平对急性缺血性脑卒中严重程度的影

响在对 78 例急性缺血性脑卒中患者的研究中，比较了不同纤

维蛋白原水平组间急性缺血性脑卒中严重程度。

急性缺血性卒中的严重程度在高纤维蛋白原血症组和正

常纤维蛋白原血症组中是不同的，在高纤维蛋白原血症组中

重度和中度的患者具有统计学意义。

2.2 血浆纤维蛋白原水平的不同对患者出院治疗结局

的影响

高纤维蛋白原血症组患者的治疗结局不良发生率高于血

纤维蛋白原正常组患者。

2.3 血浆纤维蛋白原水平对患者治愈率以及病死率

比较

血纤维蛋白原正常组患者出院后的恢复效果强于高纤维

蛋白原血症组，虽然两组治愈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

但前者的死亡率低于后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 [5]

血浆纤维蛋白是一种重要的凝血因子，其在人体内的含量在

血栓前会显着增加。 [6] 纤维蛋白原水平升高可能对急性缺血

性卒中患者的生存产生不利影响，血浆纤维蛋白原也可能是

急性缺血性卒中的预测因子。

3 高纤维蛋白原血症与非创伤性股骨头坏死

非创伤性股骨头坏死的发生与使用大量酒精和使用大剂

量的内固醇激素密切相关。使用大剂量激素引起的股骨头坏

死的发生率在非创伤性股骨头坏死中占第一位。临床中长期

服用内固醇激素的患者大多含有糖尿病、系统性红斑狼疮、

类风湿关节炎、器官移植等基础病，这些疾病可造成血管内

皮损伤，从而导致机体处于高凝状态，使得血浆中纤维蛋白

原含量增高。在动物实验中表明血塞通、脂必妥和阿仑膦酸

钠与类同醇激素同时使用可增加实验动物股骨头血流量，改

善血液流变学状况，预防或减缓股骨头坏死的发生。

4 小结

高纤维蛋白血症主要是纤维蛋白原升高，在检验里属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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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浆凝血酶原时间，目前大多数医院的急诊脑卒中中心急查

项目为血常规、电解质、肾功、凝血、PT、头胸 CT 来判断

脑卒中患者是否有溶栓指征。但是对于冠心病及股骨头坏死

病人则很少检测纤维蛋白原含量，以此来预防和治疗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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