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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 Ｈ 型高血压患者血清硫化氢 （Ｈ２Ｓ） 与血压和同型半胱氨酸（ｈｏｍｏｃｙｓｔｅｉｎｅ，
Ｈｃｙ）的关系。 方法 选择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２０１４ 年 ６ 月我院住院的 ８０ 例 Ｈ 型高血压患者作为高血压组，

另选择同期体检的 ８０ 例健康者作为对照组。 检测血压、血清 Ｈ２Ｓ 和 Ｈｃｙ 浓度，并对所有数据进行统计

学分析。 结果 高血压组患者收缩压、舒张压和血清 Ｈｃｙ 浓度均显著高于对照组，而血清 Ｈ２Ｓ 浓度显著
低于对照组，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均＜ ０．０５）。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高血压组患者血清 Ｈ２Ｓ 与收缩
压、舒张压和血清 Ｈｃｙ 浓度均呈负相关（ｒ＝ －０．９８７、ｒ＝ －０．９８１、ｒ＝ －０．９９１，Ｐ 均＜ ０．０５）。结论 Ｈ 型高血压
患者中，血清 Ｈ２Ｓ 浓度降低，Ｈｃｙ 浓度升高，且血清 Ｈ２Ｓ 含量与 Ｈ 型高血压患者的血压和 Ｈｃｙ 均呈显著
负相关。 因此，监测 Ｈ２Ｓ 浓度有助于临床判断 Ｈ 型高血压患者病情严重程度和评估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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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血压是指以体循环动脉血压增高为主要特
征，可伴有心、脑、肾等器官的功能或器质性损害的
临床综合征。高血压是最常见的慢性病，也是心脑血
管系统疾病最主要的危险因素。 高血压是可以预防
和控制的疾病，降低高血压患者的血压水平，可以明
显减少脑卒中及心脏病事件的发生 [１]。高血压分为原
发性和继发性， 其中原发性高血压是一种以血压升
高为主要临床表现，而病因尚未明确的独立疾病。目
前认为， 原发性高血压的危险因素为遗传、 生活习

惯、精神和环境因素等。 在高血压发病过程中，高同
型半胱氨酸（ｈｏｍｏｃｙｓｔｅｉｎｅ， Ｈｃｙ）血症作为一种新的
危险因素也被纳入其中， 因其与原发性高血压的发
生、发展有密切联系，我国学者将伴有血清 Ｈｃｙ 升
高的原发性高血压称为“Ｈ 型高血压”，建议同时控
制高血压和高 Ｈｃｙ 血症[２]。 １９９６ 年 Ａｂｅ 等首次通过
实验证明人体内源性硫化氢（Ｈ２Ｓ）可能是一种神经
活性物质，是继一氧化氮（ＮＯ）和一氧化碳（ＣＯ）之
后发现的第三种气体信号分子。 目前，研究 [３]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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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高血压组与对照组各观察指标检测结果比较（ｘ±ｓ）

组别 例数 收缩压（ｍｍＨｇ） 舒张压（ｍｍＨｇ） Ｈ２Ｓ（μｍｏｌ ／ Ｌ） Ｈｃｙ（μｍｏｌ ／ Ｌ）

高血压组 ８０ １５８．７±７．７ １０２．９±６．８ ３７．２±３．８ ２４．２±８．５

对照组 ８０ １１７．３±６．８  ７２．９±５．９ ５０．５±４．６  ８．２±２．６

ｔ值 － －３９．５０３ －１９．４６８ ２２．３０５ －９．３４３

Ｐ值 －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Ｈ２Ｓ 在心血管、神经、消化、呼吸、内分泌、血液、泌尿
以及免疫系统中都有广泛的生物学效应， 参与多器
官、组织功能和代谢调节，提高体内 Ｈ２Ｓ 水平可缓解
原发性高血压患者的血压升高程度。 因此，Ｈ２Ｓ 可作
为治疗原发性高血压的一个新靶点 [４]。 近期的研究[５]

证实，原发性高血压患者体内呈内源性的高 Ｈｃｙ 与
低 Ｈ２Ｓ 的水平，Ｈｃｙ 和 Ｈ２Ｓ 在体内可相互调节，通过
提高体内 Ｈ２Ｓ 水平可降低 Ｈｃｙ 水平，从而缓解原发
性高血压的血压升高程度。 鉴于此，本文对 ８０ 例 Ｈ
型高血压患者的血压、Ｈｃｙ 水平及 Ｈ２Ｓ 水平进行分
析，探讨三者之间的关系。 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择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在我院门诊就诊及进行健康体检人员中确诊的 ８０
例 Ｈ 型高血压患者为高血压组，其中男性 ４４ 例，女
性 ３６例，年龄 ３３～７３ 岁，平均年龄（４２．９±８．６）岁。 高
血压诊断标准符合《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 ２０１０》[１]中
的诊断标准， 即收缩压≥ １４０ ｍｍＨｇ 和 （或） 舒张
压≥ ９０ ｍｍＨｇ。 同时伴有高 Ｈｃｙ 血症， 即血清 Ｈｃｙ
浓度≥ １０ μｍｏｌ ／ Ｌ。 排除标准：继发性高血压、糖尿
病、冠心病、高脂血症者。纳入标准：初次就诊尚未服
用降压药者，已服药者停药 ３ ｄ 再进行检测。 另选择
同期我院健康体检者 ８０ 例为对照组， 其中男性 ４４
例，女性 ３６ 例，年龄 ３０～７０ 岁，平均年龄（４１．１±７．３）
岁，近一个月内均未服用影响 Ｈｃｙ 代谢的药物。 两
组受试者性别、年龄经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
均＞ 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标本采集 所有受试者均空腹 １２ ｈ 以上，采
用含分离胶的真空采血管采集肘静脉血 ５ ｍｌ， 以离
心半径 ８ ｃｍ，３０００ ｒ ／ ｍｉｎ 离心 １０ ｍｉｎ，分离血清保存
待测。
１．２．２ 仪器与试剂 Ｈ２Ｓ 检测采用雷磁 ＰＸＳＪ－２２６
型离子针 ， 购自上海雷磁仪器厂 ；Ｈｃｙ 检测采用
Ｏｌｙｍｐｕｓ ＡＵ４００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日本 ＯＬＹＭＰＵＳ
光学株式会社），检测试剂盒为北京利德曼生物有限
公司产品。

１．２．３ 检测指标
１．２．３．１ 血压的测量 采用听诊法测量血压， 所有
受试者均在测量前至少休息 １０ ｍｉｎ， 采用台式水银
柱血压计由专业人员测量坐位右侧肱动脉血压，记
录收缩压和舒张压。
１．２．３．２ 血清 Ｈ２Ｓ 测定 采用离子电极测定法和标
准加入法，雷磁 ＰＸＳＪ－２２６ 型离子针进行检测，指示
电极为硫电极，参比电极为 Ｋ２ＳＯ４饱和液。先检查零
点，再进行电极标定（调整斜率，使用硫化物系列标
准液），最后测定血清标本，根据仪器提示进行操作，
记录血清 Ｈ２Ｓ 浓度值。
１．２．３．３ 血清 Ｈｃｙ 测定 采用循环酶法检测血清
Ｈｃｙ 浓度， 仪器为 Ｏｌｙｍｐｕｓ ＡＵ４００ 全自动生化分析
仪。 实验严格按照试剂盒说明书进行操作。
１．３ 统计学处理 采用 ＳＰＳＳ １８．０ 统计软件对数据
进行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以 ｘ±ｓ 表示，组间比较采
用独立样本 ｔ 检验；Ｈ２Ｓ 与 Ｈｃｙ 及血压的相关性分
析采用 Ｐｅａｒｓｏｎ 线性相关分析， 采用回归分析方法
计算直线回归方程的截距、斜率和相关系数 ｒ 值。以
Ｐ＜ ０．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高血压组与对照组各观察指标检测结果比较
高血压组患者的收缩压、舒张压和 Ｈｃｙ 浓度均显著
高于对照组，Ｈ２Ｓ 浓度则显著低于对照组，经比较差
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均＜ ０．０５），见表 １。
２．２ 高血压组患者血压、Ｈｃｙ 浓度与 Ｈ２Ｓ 浓度的相
关性分析 ８０ 例 Ｈ 型高血压患者的血清 Ｈ２Ｓ 浓度
与收缩压、舒张压、血清 Ｈｃｙ 浓度均呈明显负相关
（Ｐ 均＜ ０．０５），见表 ２。
３ 讨论

原发性高血压是常见的心血管系统疾病之一，
不仅致残、 致死率高， 而且严重消耗医疗和社会资
源，给家庭和社会造成沉重负担，已日益成为世界性
的健康问题。 原发性高血压是心脑血管疾病和肾功
能衰竭的重要原因，其发病与遗传、膳食结构及肥胖
有关，但其发病机制目前尚无定论。同时高血压又是
一种发病率高、致残率高的疾病，可导致血管内皮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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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宁玲，范芳芳，赵连友 ．高同型半胱氨酸—高血压综合干预的新

重点 .中国医学前沿杂志（电子版），２０１１，３：１８．

郝万鹏，冯艳红，成建芬，等 ．硫化氢矿泉浴治疗高血压及高同型

半胱氨酸血症的研究 .中国疗养医学，２０１３，２２：２６－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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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表 ２ Ｈ 型高血压患者 Ｈ２Ｓ 与血压（收缩压、舒张压）

及 Ｈｃｙ 相关性分析

 注：ａ为回归截距，ｂ为回归斜率，ｒ为回归相关系数，ｔ为 ａ与 ０的 ｔ

检验值

自变量 ａ ｂ ｒ ｔ值 Ｐ值

收缩压 １７８．４ －０．８９５ －０．９８７ ３．５２２ ０．０１６

舒张压 １１７．６ －０．７９１ －０．９８１ ４．３８２ ０．００８

Ｈｃｙ  ５３．６ －０．６９３ －０．９９１ ３．０３７ ０．０１２

能受损，出现功能失调，结果表现为血管内皮依赖性
舒张受阻，血小板聚集增加，平滑肌细胞增生，血栓
形成及血管狭窄，并进一步加剧血压升高。因此高血
压治疗的重点之一即为改善血管内皮功能， 从而显
著改善患者的生存质量，有效降低疾病负担。

人体血清中 Ｈｃｙ 浓度＞ １０ μｍｏｌ ／ Ｌ 时称为高
Ｈｃｙ 血症，高血压伴血清 Ｈｃｙ 升高被定义为 Ｈ 型高
血压。 我国高血压患者存在较高的 Ｈｃｙ 浓度，有近
７５％的成人原发性高血压患者为 Ｈ型高血压。 针对
我国 Ｈ 型高血压发病率不断升高的现实，及早发现
并开展具有针对性的预防和治疗措施， 对有效控制
我国脑卒中及其他心脑血管疾病的“井喷”态势具有
长远意义[６]。Ｈ型高血压可显著增加高血压患者心脑
血管事件风险，高 Ｈｃｙ 是脑率中一级预防中潜在的
可以改变的危险因素，在降压的同时降低 Ｈｃｙ 的水
平，进而减少心脑血管事件的风险，真正解决 Ｈ 型
高血压的防治问题， 进而有效控制我国脑卒中及其
他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率。

Ｈｃｙ 是一种含硫氨基酸， 在体内由甲硫氨酸脱
甲基代谢后生成。Ｈｃｙ在原发性高血压的发生、发展
中起重要作用，血清中高浓度的 Ｈｃｙ 可显著增加原
发性高血压的发病率。 其致病机制包括对血管内皮
细胞的毒性作用、 对血管内皮细胞依赖性舒张功能
的损害和对血管平滑肌增殖的刺激作用 ［７］。 高 Ｈｃｙ
是动脉硬化的独立危险因子， 在心脑血管疾病及外
周血管硬化等疾病的发病机制中起重要作用。研究[８]

发现高血压和高 Ｈｃｙ 有协同增加心血管疾病风险
的作用。 Ｈｃｙ 损伤血管内细胞改变凝血因子功能，
Ｈｃｙ 活化可促使血小板聚集，增加血栓形成。 因此，
同时降低高血压患者血压及 Ｈｃｙ水平非常重要。 对
高血压患者血清 Ｈｃｙ 浓度进行检测，有助于早期发
现高危人群，早期预测或延缓血管并发症的出现。

Ｈ２Ｓ 过去一直被认为是毒性气体， 其生理作用
于 １９８９ 年被首次发现。 Ｈ２Ｓ是人体内源性气体信号
分子，其在心血管系统中具有舒张血管、保护血管内

皮、抗氧化应激等作用。内源性气体分子 Ｈ２Ｓ 与内皮
功能紊乱间有着重要联系， 并在高血压的发病过程
中起着重要作用。 Ｈ２Ｓ 在体内以两种形式存在，一种
为 Ｈ２Ｓ 气体，另一种为硫氰化钠（ＮａＨＳ）。ＮａＨＳ 在体
内可分解为钠离子及硫氢根离子， 后者与体内的氢
离子结合产生 Ｈ２Ｓ。 Ｈ２Ｓ 与 ＮａＨＳ 在体内形成动态平
衡，１ ／ ３ 以气体形式存在， 另 ２ ／ ３ 以 ＮａＨＳ 形式存
在。 Ｈ２Ｓ 具有舒张血管平滑肌、 对心肌产生负性肌
力、 抑制平滑肌细胞增殖和诱导血管平滑肌细胞凋
亡的生理学作用[３]。内源性 Ｈ２Ｓ 参与调节平滑肌的舒
张功能，故可降低血压。外源性给予 Ｈ２Ｓ 可使血压下
降，故 Ｈ２Ｓ 是治疗 Ｈ 型高血压的一个新靶点，是维
持维护基础血压的一个重要因素。

本文对 ８０ 例 Ｈ 型高血压患者的研究结果显
示，原发性患者的收缩压、舒张压、Ｈｃｙ 浓度均显著
高于对照组，而 Ｈ２Ｓ 浓度显著低于对照组，且差异均
有统计学意义（Ｐ 均＜ ０．０５），说明 Ｈ 型高血压患者存
在 Ｈｃｙ 浓度升高和 Ｈ２Ｓ 浓度减低的情况。对 ８０ 例 Ｈ
型高血压患者的 Ｈ２Ｓ 浓度与血压和 Ｈｃｙ 浓度的相关
性分析结果显示，高血压患者血清 Ｈ２Ｓ 与收缩压、舒
张压及 Ｈｃｙ 均呈负相关。 说明内源性 Ｈ２Ｓ 参与了高
血压的形成与发展，且 Ｈ２Ｓ 浓度越低，高血压病情越
严重。 另外，血清 Ｈ２Ｓ 浓度与 Ｈｃｙ 浓度呈负相关关
系（Ｐ＜ ０．０５），而 Ｈｃｙ 升高可加重高血压患者病情。
这与齐洁等 ［４］报道的在血压控制不良的高血压患者
中，随着血压水平的增加，血清 Ｈｃｙ 浓度升高而 Ｈ２Ｓ
浓度降低的结果相一致。

综上所述，在我国 Ｈ 型高血压为原发性高血压
中较常见也较为严重的类型，Ｈ２Ｓ 可协助调解血压
和血清 Ｈｃｙ 浓度。 因此，对 Ｈ 型高血压患者进行血
压控制和降低 Ｈｃｙ 治疗的同时，应注意监测和升高
Ｈ２Ｓ 浓度， 将有助于控制 Ｈ 型高血压患者病情和评
估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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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 息

 ２０１６年全国细胞分子生物学技术学习班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坐落于北京大学医学部大院内，北医

三院中心实验室与北京大学基础医学院、北京大学药学院仅

一栏之隔。 北医三院中心实验室成立于 １９８３ 年，是北医三院

重要的实验技术平台和人才培训基地，实验研究涵盖了分子

生物学、细胞生物学、病理学、代谢组学、生物信息学、生物标

本库和基因检测等 ７ 个方面。 实验室以特色实验技术服务项

目为切入点，与临床科室之间相互联系、渗透结合，共同创建

多学科、开放式的服务平台，为医院的临床和教学发展提供

了多功能、全方位的服务和强有力的技术支撑。

科研技能与素质培训是培养科研人员科研实践能力和

创新精神的重要基础。 根据不同层次科研人才的技术培训、

科研教学以及学科建设要求，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中心实验室

承担了我院的研究生课程、研究生规范化科研培训、学术讲

座、院内和国家级继续教育等多种课程，积累了丰富的教学

和科研实践经验。 培训班课程由从事多年细胞与分子生物学

研究的具有分子生物学专业和相关专业高级职称的研究人

员主讲，实验操作由从事多年细胞与分子生物学实验的主管

技师或博士经历的老师协助指导，因此，本培训班不仅针对

医学研究领域的学生和工作人员，也适合综合性大学从事生

物学研究的研究生和教师参加。

期望通过本次培训，帮助高等院校、研究所和医院硕士、

博士研究生以及相关研究人员学习分子和细胞生物学理论

和实验技能，使学员提高对分子生物学技术为核心的生物和

医学研究方法、科研思维以及加深对新技术进展的了解和认

识，从而提高专业技术和解决专业实际问题的能力，提高创

新意识和业务水平。

本次国家级继续教育培训班 『编号 ２０１５－０２－０２－００１

（国）』 拟定于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２５ 日至 ７ 月 ２９ 日在北京大学医

学部北医三院中心实验室举办。 本期培训班为国家继续教育

学分制，课程结束后将授予国家继续教育 Ｉ 类学分 １０ 分并颁

发证书。

１ 拟定授课内容

①分子转化医学进展（理论授课）。

②分子克隆技术的应用与实验操作 （包括 ＤＮＡ 酶切和

电泳；ＤＮＡ 片断分离纯化； 目的基因 ＤＮＡ 片段和质粒的连

接；质粒 ＤＮＡ 的转化；质粒提取与鉴定；双元基因表达载体

的构建策略———在同一个载体上构建两个基因表达盒等。 以

实验操作为主，理论与经验传授为辅。 理论讲授部分涵盖基

因的生物信息学内容）。

③ＰＣＲ 及其衍生技术 （包括 ＲＮＡ 提取、 逆转录、ＲＴ－

ＰＣＲ ／ＭＳ－ＰＣＲ（表观遗传学研究方法之一） ／ ＰＣＲ 条件的优化

与引物设计，以实验操作为主，理论讲授为辅）。

④实时荧光定量 ＰＣＲ （Ｒｅａｌ－ｔｉｍｅ ＰＣＲ 的原理和实验操

作）。

⑤免疫组化技术：讲授组织切片染色和免疫检测，实验

操作为主。

⑥Ｗｅｓｔｅｒｎ ｂｌｏｔ：讲授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ｂｌｏｔ 原理与实验操作，以实

验操作为主（理论讲授部分涵盖蛋白质磷酸化检测方法和注

意事项）。

⑦蛋白质相互作用研究技术：蛋白质相互作用理论和技

术纲要；ＧＳＴ－ｐｕｌｌｄｏｗｎ 实验操作。

⑧流式细胞技术（讲授 ＳＰ 细胞检测、分选和实验操作）。

⑨ＲＮＡ 研究技术：ＲＮＡ 干扰 （ＲＮＡｉ）、ｍｉｃｒｏＲＮＡ 研究技

术 （ＲＮＡ 干扰与 ｍｉｃｒｏＲＮＡ 研究技术原理、设计方案、技术

操作）、非编码 ＲＮＡ 研究进展 １０、荧光素酶报告基因定量分

析系统的原理及其在基因表达调控、 细胞凋亡和 ｍｉｃｒｏＲＮＡ

研究中的应用。

２ 会议时间及地点

报到时间地点：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２４ 日下午在北京大学医学

部赢家酒店。

学习时间：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２５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２９ 日（为期

５ 天，２９ 日下午仍有课程和重要总结， 请学员订当天晚上的

火车票或第二天的返程机票）。

学习地点： 北京市海淀区花园北路 ４９ 号北京大学第三

医院（北医三院）科研楼中心实验室。

３ 联系方式

联系人：杨燕琳

电 话：０１０－８２２６６３５０，８２２６５５０３，８２２６５７６０

邮 编：１００１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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