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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作为动脉粥样硬化的独立危险因素已受到广泛重视，其主要通过损伤血管内皮、
影响脂质代谢、促进血栓形成等途径引起动脉粥样硬化。大量研究证实，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患者更易出现颈动脉内

中膜增厚、狭窄及斑块形成，加速动脉粥样硬化进程。本文就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与颈动脉粥样硬化关系的研究进展

进行综述。

　　 【关键词】　高同种半胱氨酸血症；动脉粥样硬化；危险因素；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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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型半胱氨酸 （ｈｏｍｏｃｙｓｔｅｉｎｅ，Ｈｃｙ）是一种含巯基氨基
酸，主要来源于饮食摄取的蛋氨酸，是蛋氨酸和半胱氨酸代谢

过程中的中间产物之一，其本身并不参加蛋白质的合成。我国

高血压防治指南将空腹血浆Ｈｃｙ水平 ＞１０μｍｏｌ／Ｌ定义为高同
型半胱氨酸血症［１］。近年研究表明，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与

动脉粥样硬化、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和发展密切相关，是动脉

粥样硬化的独立危险因素，可增加心脑血管疾病尤其是脑卒中

的发生率和病死率。近年来我国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发病率不

断增高，因此，及早发现血浆 Ｈｃｙ水平升高并采取积极有效
的防治措施对有效地控制心脑血管疾病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本

文就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与动脉粥样硬化关系的研究进展进行

综述，分析其在颈动脉粥样硬化发生、发展中的作用。

１　血浆Ｈｃｙ水平与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
Ｈｃｙ是一种血管损伤反应性氨基酸，１９３２年首次由

Ｖｉｇｎｅａｕｄ发现。血浆Ｈｃｙ水平受到酶、辅助因子、甲酰四氢叶
酸利用度等因素调节。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是一种病理状态，

饮食缺乏维生素Ｂ、遗传缺陷、对Ｈｃｙ代谢起主要作用的酶如
胱硫醚－β－合成酶 （ＣＢＳ）活性减低等均可引起高同型半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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