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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检验·

急性心肌梗死（AMI）患者血清白细胞介素
-32（IL -32）与预后心血管事件风险的关系

郭文华
（乌苏市人民医院，新疆  乌苏  833000）

0　引言

近年来社会人口结构朝着老龄化发展，而急性心肌梗死

的发生率也开始逐年上升，随着医学治疗技术的不断提高，

急性心肌梗死的死亡率开始有所下降，但是，急性心肌梗死

发生并发症的概率仍较高，常见的并发症类型有：心律失常、

再梗等，临床预后效果极差。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是急性心肌

梗死的基础病变，众多资料显示，在急性心肌梗死的发病过

程中有众多细胞因子参与其中，其中以血清白细胞介素 -32
细胞因子较为显著；在急性心肌梗死的病理过程中血清白细

胞介素 -32 的具体作用机制并不是十分明确，并且，血清白

细胞介素 -32 是否对心血管事件风险有影响也无从考证。本

文分析急性心肌梗死（AMI）患者血清白细胞介素 -32（IL-32）

与预后心血管事件风险的关系。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选择急性心肌梗死患者（ST 段抬高或非 ST
段抬高），患者例数 200 例，选择时间：2015 年 1 月至 2017
年 1 月。200 例患者的年龄在 55-75 岁，平均（65.36±5.77）

岁；均出现了肌钙蛋白和肌酸激酶上升等情况，存在 Q 波、

ST-T 演变状况，所有患者出现不适症状后均在 48h 之内入院

进行治疗。

1.2　方法。收集患者的血液标本并进行临床检测：患者出现

心梗症状之后，待 48h 之内收集其血液标本，并将血液标本

放置在 -80℃的环境中进行保存，对血清白细胞介素 -32 的浓

度采用流式细胞仪进行临床检测分析 [1]。

1.3　观察项目。对急性心肌梗死患者血清白细胞介素 -32 在

1 年内的心血管事件发生率及死亡风险相关性进行分析。

1.4　数据处理。统计学处理版本是 SPSS 21.0 系统，观察项

目涉及计数资料，涉及对比项目卡方检验，用率形式进行形

式表达，P<0.05 则差异显著。

2　结果

血清白细胞介素 -32 显著影响心血管事件的危险因素，

急性心肌梗死患者血清白细胞介素 -32 的水平较低则会增加

心血管事件发生率。

血清白细胞介素 -32 在 6.26 ng.L-1 之下时，患者心血管

事 件 的 发 生 率 是 48.00%（96/200）； 血 清 白 细 胞 介 素 -32
在 6.26 ng.L-1 之上时，患者心血管事件的发生率是 10.00%
（20/200）；差异有显著意义，P < 0.05。

3　讨论

血清白细胞介素 -32 能够有效保护且调节冠状动脉病症，

低表达的血清白细胞介素 -32 水平则会导致心血管事件的发

生率急剧增加，因此，这显示出了血清白细胞介素 -32 有利

于对血管内部炎症起到调节作用 [2]；血清白细胞介素 -32 属

于促炎因子，能够对炎性介质的表达起到促进作用，并且，

血清白细胞介素 -32 与其他一些炎性病症之间存在极为密切

的关联性 [3]。血清白细胞介素 -32 还能够显示出急性心肌梗

死患者的临床预后情况，若血清白细胞介素 -32 较低水平则

代表急性心肌梗死患者的临床预后结局并不是十分理想，这

也表明，血清白细胞介素 -32 在动脉粥样硬化的血管炎症中

也起到了重大作用 [4]。

结合数据：血清白细胞介素 -32 显著影响心血管事件的

危险因素，急性心肌梗死患者血清白细胞介素 -32 的水平较

低则会增加心血管事件发生率；其中，血清白细胞介素 -32
在 6.26 ng.L-1 之下时，患者心血管事件的发生率是 48.00%
（96/200）；血清白细胞介素 -32 在 6.26 ng.L-1 之上时，患

者心血管事件的发生率是 10.00%（20/200）；差异有显著意

义，P < 0.05；由此可见，急性心肌梗死患者的血清白细胞介

素 -32 水平较低则较易引发心血管事件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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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   分析急性心肌梗死（AMI）患者血清白细胞介素 -32（IL -32）与预后心血管事件风险的关系。方
法   选择急性心肌梗死患者（ST 段抬高或非 ST 段抬高），患者例数 200 例，选择时间：2015 年 1 月至 2017 年 1 月，
对急性心肌梗死患者血清白细胞介素 -32 在 1 年内的心血管事件发生率及死亡风险相关性进行分析。结果   血清
白细胞介素 -32 显著影响心血管事件的危险因素，急性心肌梗死患者血清白细胞介素 -32 的水平较低则会增加心
血管事件发生率；其中，血清白细胞介素 -32 在 6.26ng.L-1 之下时，患者心血管事件的发生率是 48.00%（96/200）；
血清白细胞介素 -32 在 6.26ng.L-1 之上时，患者心血管事件的发生率是 10.00%（20/200）；差异有显著意义，
P < 0.05。结论   急性心肌梗死患者的血清白细胞介素 -32 水平较低则较易引发心血管事件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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