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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分析颈动脉狭窄程度及狭窄部位与老年无症状性颈动脉狭窄患者认知功能的关系。方法　选取
２０１６年９月—２０１７年８月在上海市普陀区真如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门诊就诊及住院的老年无症状性颈动脉狭窄患者８０
例作为观察组，其中轻度狭窄者４８例，中度狭窄者２３例，重度狭窄者９例；左侧颈内动脉狭窄者２７例，右侧颈内动
脉狭窄者２６例，双侧颈内动脉狭窄者２７例。另选取同期体检健康者８０例作为对照组。采用简易精神状态检查量表
（ＭＭＳＥ）和蒙特利尔认知评估量表 （ＭｏＣＡ）评估两组受试者认知功能。比较两组受试者及不同颈动脉狭窄程度、狭
窄部位患者ＭＭＳＥ评分、ＭｏＣＡ评分。结果　观察组患者 ＭＭＳＥ评分、视空间与执行能力评分、注意力评分、延迟记
忆评分及ＭｏＣＡ总分低于对照组 （Ｐ＜００５）；两组受试者命名能力评分、语言能力评分、抽象能力评分及定向力评分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中度狭窄和重度狭窄患者ＭＭＳＥ评分、视空间与执行能力评分、延迟记忆评分
及ＭｏＣＡ总分低于轻度狭窄患者，中度狭窄患者命名能力评分、注意力评分、语言能力评分低于轻度狭窄患者 （Ｐ＜
００５）；不同颈动脉狭窄程度患者抽象能力评分和定向力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右侧颈内动脉狭
窄和双侧颈内动脉狭窄患者ＭＭＳＥ评分、语言能力评分及ＭｏＣＡ总分高于左侧颈内动脉狭窄患者，右侧颈内动脉狭窄
患者视空间与执行能力评分、定向力评分高于左侧颈内动脉狭窄患者 （Ｐ＜００５）；不同颈动脉狭窄部位患者命名能力
评分、注意力评分、抽象能力评分、延迟记忆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结论　老年无症状性颈动脉
狭窄患者存在认知功能损伤，且颈动脉狭窄程度及狭窄部位与患者认知功能损伤程度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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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颈动脉狭窄是缺血性脑卒中的主要发病原因之一，
具有明显的年龄特征，即随着年龄增长颈动脉狭窄发生

率升高及狭窄程度加重［１－２］。认知功能损伤是脑血管疾

病所致的非躯体功能损伤之一，因颈动脉狭窄患者认知

功能损伤轻微，故易被临床医生认为是正常老龄化表

现，进而延误最佳临床干预时机。本研究旨在分析颈动

脉狭窄程度及狭窄部位与老年无症状性颈动脉狭窄患者

认知功能的关系，现报道如下。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选取２０１６年９月—２０１７年８月在上海
市普陀区真如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门诊就诊及住院的老

年无症状性颈动脉狭窄患者８０例作为观察组，均符合
无症状性颈动脉狭窄的诊断标准，即既往６个月内无颈
动脉狭窄所致的短暂性脑缺血发作 （ＴＩＡ）、卒中或其
他相关神经症状，仅有头晕或轻度头痛等临床表现。其

中轻度狭窄者４８例，中度狭窄者２３例，重度狭窄者９
例；左侧颈内动脉狭窄者２７例，右侧颈内动脉狭窄者
２６例，双侧颈内动脉狭窄者２７例。另选取同期体检健
康者８０例作为对照组。纳入标准： （１）年龄≥６０岁；
（２）能配合完成检查。排除标准： （１）合并导致认知
障碍的其他疾病者，如脑肿瘤、帕金森病、脑创伤等；

（２）有脑卒中病史或近６个月内有短暂性脑缺血发作
者；（３）既往有甲状腺功能异常者；（４）合并严重全
身疾病者，如严重肝肾功能障碍、心功能Ⅳ级、呼吸衰
竭等； （５）痴呆者。两组受试者年龄、男性比例、高
血压发生率、糖尿病发生率、吸烟率、饮酒率及体质指

数 （ＢＭＩ）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见
表１），具有可比性。本研究经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审
核批准，所有患者及其家属签署知情同意书。

１２　观察指标
１２１　认知功能检测方法　采用简易精神状态检查量
表 （ｍｉｎｉ－ｍｅｎｔａｌｓｔａｔｅ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ＭＭＳＥ）［３］和蒙特利
尔认 知 评 估 量 表 （Ｍｏｎｔｒｅａｌ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ＭｏＣＡ）［４］评估两组受试者认知功能。ＭＭＳＥ包括定向
力、即时记忆力、延迟记忆力、注意力和计算力、语言

能力和视空间觉６个认知领域，总分０～３０分，评分越
低提示受试者认知功能损伤越重。ＭｏＣＡ包括视空间与
执行功能、命名能力、注意力、语言能力、抽象能力、

延迟回忆及定向力７个认知领域，如受教育年限＜１２年
则总分加１分，评分越低提示受试者认知功能损伤越
重。由经过规范培训的社区全科医师进行 ＭＭＳＥ、
ＭｏＣＡ评分，每次评分均在１０ｍｉｎ内完成。
１２２　颈动脉血管超声检查　采用西门子 ＡＣＵＳＯＮ
Ｘ３００彩色多普勒超声仪纵切扫描和横切扫描颈总动脉
及左右两侧颈内动脉，测量颈内动脉、颈外动脉、颈总

动脉是否存在狭窄及狭窄程度、狭窄部位。根据北美症

状性 颈 动 脉 内 膜 剥 脱 术 试 验 法 （Ｎｏｒｔｈ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ｙｍｐｔｏｍａｔｉｃＣａｒｏｔｉｄＥｎｄａｒｔｅｒｅｃｔｏｍｙＴｒｉａｌ，ＮＡＳＣＥＴ）［５］将
颈动脉狭窄程度分为轻度狭窄 （颈动脉狭窄率 ＜
５０％）、中度狭窄 （颈动脉狭窄率为５０％ ～６９％）及重
度狭窄 （颈动脉狭窄率为７０％～９９％）。
１３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１６０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
处理，计量资料以 （ｘ±ｓ）表示，多组间比较采用单因
素方差分析，两两比较采用ｑ检验，两组间比较采用成
组ｔ检验；计数资料分析采用χ２检验。以Ｐ＜００５为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两组受试者认知功能评分比较　观察组患者
ＭＭＳＥ评分、视空间与执行能力评分、注意力评分、延
迟记忆评分及ＭｏＣＡ总分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Ｐ＜００５）；两组受试者命名能力评分、语言能力
评分、抽象能力评分及定向力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 （Ｐ＞００５，见表２）。
２２　不同颈动脉狭窄程度患者认知功能评分比较　不
同颈动脉狭窄程度患者ＭＭＳＥ评分、视空间与执行能力
评分、命名能力评分、注意力评分、语言能力评分、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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迟记忆评分及ＭｏＣＡ总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
＜００５）；其中中度狭窄和重度狭窄患者 ＭＭＳＥ评分、
视空间与执行能力评分、延迟记忆评分及ＭｏＣＡ总分低
于轻度狭窄患者，中度狭窄患者命名能力评分、注意力

评分、语言能力评分低于轻度狭窄患者，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Ｐ＜００５）。不同颈动脉狭窄程度患者抽象能力
评分和定向力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
００５，见表３）。
２３　不同颈动脉狭窄部位患者认知功能评分比较　不
同颈动脉狭窄部位患者ＭＭＳＥ评分、视空间与执行能力
评分、语言能力评分、定向力评分及 ＭｏＣＡ总分比较，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其中右侧颈内动脉狭
窄和双侧颈内动脉狭窄患者ＭＭＳＥ评分、语言能力评分
及ＭｏＣＡ总分高于左侧颈内动脉狭窄患者，右侧颈内动
脉狭窄患者视空间与执行能力评分、定向力评分高于左

侧颈内动脉狭窄患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
不同颈动脉狭窄部位患者命名能力评分、注意力评分、

抽象能力评分、延迟记忆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见表４）。

３　讨论
颈动脉狭窄是危害公众健康的主要疾病之一，可增

加缺血性脑卒中发生风险。多项研究结果显示，颈动脉

狭窄与认知障碍密切相关，被认为是血管性认知障碍的

独立危险因素之一［６－９］。既往研究显示，老年颈动脉狭

窄患者认知功能损伤不易察觉，故容易错过疾病干预和

治疗最佳时间窗，认知功能损伤进一步进展可导致

痴呆［１０］。

颈动脉狭窄的主要发病原因为动脉粥样硬化、颈动

脉夹层、动脉肌纤维发育不良、动脉炎等，其中动脉粥

样硬化最为常见［１１］。动脉粥样硬化是一种免疫介导性

动脉血管壁慢性炎症，其是在多种因素作用下，单核细

胞迁移至内膜下转化为巨噬细胞，巨噬细胞在氧化型低

密度脂蛋白刺激下与清道夫受体结合后转化为泡沫细

胞，进而形成脂质斑块，最终导致动脉管壁增厚变硬、

失去弹性及管腔缩小［１２－１３］。动脉粥样硬化所致的颈动

脉狭窄通常位于颈总动脉末段、颈内动脉起始段、颈内

动脉虹吸部及颈内动脉末段。

表１　两组受试者一般资料比较

Ｔａｂｌｅ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

组别 例数
年龄

（ｘ±ｓ，岁）
男性
〔ｎ（％）〕

高血压
〔ｎ（％）〕

糖尿病
〔ｎ（％）〕

吸烟
〔ｎ（％）〕

饮酒
〔ｎ（％）〕

ＢＭＩ
（ｘ±ｓ，ｋｇ／ｍ２）

对照组 ８０ ６８３±３８ ４５（５６３） ３８（４７５） ２２（２７５） ３６（４５０） ３５（４３８） ２３３５±２７９
观察组 ８０ ６８５±４７ ４２（５２５） ４２（５２５） ２５（３１３） ４０（５００） ３６（４５０） ２４１７±３２７
χ２（ｔ）值 ０７９６ａ ０２２７ ０４００ ０２７１ ０４０１ ００２５ １７０６ａ

Ｐ值 ０７６８ ０６３４ ０５２７ ０６０３ ０５２７ ０８７４ ００９０

　　注：ＢＭＩ＝体质指数；ａ为ｔ值

表２　两组受试者认知功能评分比较 （ｘ±ｓ，分）

Ｔａｂｌｅ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ＭＭＳＥｓｃｏｒｅａｎｄＭｏＣＡｓｃｏｒ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

组别 例数 ＭＭＳＥ评分
ＭｏＣＡ评分

视空间与
执行能力

命名能力 注意力 语言能力 抽象能力 延迟记忆 定向力 总分

对照组 ８０ ２６２３±１９６ ３９４±０８９ ２６９±０４７ ４７１±０６８ ２５４±０５０ １６９±０４７ ４０１±０７９ ４４５±０９０ ２４０５±１９６
观察组 ８０ ２４９０±２１３ ３２１±０９９ ２６３±０５１ ４４３±０８５ ２４６±０５５ １６４±０４８ ３６０±０９９ ４３６±１００ ２２３３±３２２
ｔ值 ４１１０ ４９０５ ０７７４ ２３０１ ０９６３ ０７３８ ２８９５ ０５９８ ４０８１
Ｐ值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４４０ ００２３ ０３３７ ０４６２ ０００４ ０５５０ ＜０００１

　　注：ＭＭＳＥ＝简易精神状态检查量表，ＭｏＣＡ＝蒙特利尔认知评估量表

表３　不同颈动脉狭窄程度患者认知功能评分比较 （ｘ±ｓ，分）

Ｔａｂｌｅ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ＭＭＳＥｓｃｏｒｅａｎｄＭｏＣＡｓｃｏｒｅ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ｓｅｖｅｒｉｔｙｏｆｃａｒｏｔｉｄａｒｔｅｒｙｓｔｅｎｏｓｉｓ

颈动脉
狭窄程度

例数 ＭＭＳＥ评分
ＭｏＣＡ评分

视空间与
执行能力

命名能力 注意力 语言能力 抽象能力 延迟记忆 定向力 总分

轻度狭窄 ４８ ２５７１±１７７ ３６７±０９３ ２７５±０４４ ４７７±０６９ ２６３±０４９ １６５±０４８ ３９４±０８９ ４５８±０９４ ２３９８±２７２
中度狭窄 ２３ ２４０４±１４６ａ ２６１±０６６ａ ２４３±０５９ａ ４１３±０６９ａ ２１７±０４９ａ １６１±０５０ ３２６±０９６ａ ４０９±１０４ ２０３０±２３２ａ

重度狭窄 ９ ２２７８±３０７ａ ２３３±０５０ａ ２４４±０５３ ４３３±０８７ ２３３±０７１ １６７±０５０ ２６７±０７１ａ ３８９±０９３ １８６７±１００ａ

Ｆ值 １２７１ １８７３ ３９１ １８３１ ６４９ ００７ １０００ ３７９ ２８１０
Ｐ值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２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９３ ＜００１ ００５ ＜００１

　　注：与轻度狭窄患者相比，ａＰ＜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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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不同颈动脉狭窄部位患者认知功能评分比较 （ｘ±ｓ，分）

Ｔａｂｌｅ４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ＭＭＳＥｓｃｏｒｅａｎｄＭｏＣＡｓｃｏｒｅ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ｃａｒｏｔｉｄａｒｔｅｒｙｓｔｅｎｏｓｉｓ

颈动脉
狭窄程度

例数 ＭＭＳＥ评分
ＭｏＣＡ评分

视空间与
执行能力

命名能力 注意力 语言能力 抽象能力 延迟记忆 定向力 总分

左侧颈内动脉狭窄 ２７ ２３１１±１６５ ２８１±０７９ ２５６±０５１ ４１５±０８２ ２１９±０５６ １６３±０４９ ３３３±０９６ ４０４±０９４ ２０７３±２３３
右侧颈内动脉狭窄 ２６ ２６２３±１３４ａ ３５４±１１４ａ ２７７±０４３ ４５８±０９５ ２５４±０５１ａ １５４±０５１ ３６５±１０６ ４７３±０７８ａ ２３３５±３７９ａ

双侧颈内动脉狭窄 ２７ ２５４１±２００ａ ３３０±０９１ ２５６±０５８ ４５６±０７５ ２６７±０４８ａ １７４±０４５ ３８１±０９２ ４３３±１１４ ２２９６±２８５ａ

Ｆ值 ２４４５ ４０４ １４８ ２２２ ６２０ １１４ １６８ ３６９ ５７８
Ｐ值 ＜００１ ００２ ０２３ ０１１ ＜００１ ０３３ ０１９ ００３ ＜００１

　　注：与左侧颈内动脉狭窄相比，ａＰ＜００５

　　目前，ＭＭＳＥ和ＭｏＣＡ是临床上评估认知功能的常
用量表，ＭＭＳＥ主要用于评估整体认知功能；ＭｏＣＡ主
要用于筛查轻度认知障碍，其灵敏度为９２４％［１４］。本

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患者ＭＭＳＥ评分、视空间与执行
能力评分、注意力评分、延迟记忆评分及ＭｏＣＡ总分低
于对照组，提示无症状性颈动脉狭窄患者存在认知功能

损伤，分析其机制可能如下： （１）长期脑血流低灌注
状态导致脑组织代谢功能紊乱、神经递质改变、神经元

功能丧失、脑白质损伤等病理生理学改变［１５］； （２）颈
动脉粥样硬化斑块脱落形成微栓子，阻塞脑部微血管后

导致微小腔隙性梗死灶，进而引起认知功能损伤［１６］；

（３）颈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可使颈动脉压力、化学感受
器功能紊乱，导致脑组织及神经功能损伤［１７］。

ＣＨＥＮＧ等［１８］研究结果显示，颈动脉重度狭窄患者

存在脑白质损伤，而脑白质损伤与认知障碍有关。胡玲

美等［１９］研究结果显示，颈动脉重度狭窄或闭塞患者认

知障碍发生率较高，分析其原因可能与颈动脉重度狭窄

引起的脑血流低灌注有关。ＪＯＨＮＳＴＯＮ等［２０］研究结果

显示，左侧颈动脉狭窄与认知功能改变有关，而右侧颈

动脉狭窄与认知功能改变无关。本研究结果显示，中度

狭窄和重度狭窄患者ＭＭＳＥ评分、视空间与执行能力评
分、延迟记忆评分及ＭｏＣＡ总分低于轻度狭窄患者，中
度狭窄患者命名能力评分、注意力评分、语言能力评分

低于轻度狭窄患者；右侧颈内动脉狭窄和双侧颈内动脉

狭窄患者ＭＭＳＥ评分、语言能力评分及ＭｏＣＡ总分高于
左侧颈内动脉狭窄患者，右侧颈内动脉狭窄患者视空间

与执行能力评分、定向力评分高于左侧颈内动脉狭窄患

者，提示颈动脉狭窄程度及狭窄部位与老年无症状性颈

动脉狭窄患者认知功能损伤有关。

综上所述，老年无症状性颈动脉狭窄患者存在认知

功能损伤，且颈动脉狭窄程度及狭窄部位与患者认知功

能损伤程度有关。

作者贡献：刘闻莺进行试验设计与实施、撰写论

文、成文并对文章负责；韩瑾、邢媛、张宇进行试验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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