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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金森病患者血清 ｓＩＣＡＭ－

１ 与 ａ －Ｓ
ｙ
ｎｕｃｌｅ ｉｎ

水平与认知功能损害的关联性研究

胡运新 孙永奇 李璇 符镇发 徐炎 成丽娜

【 摘要 】 目 的 探讨帕金森病 （ ＰＤ ）患者血清况人 １＾
－

１ 与 ａ
－

Ｓ
ｙ

ｒｍｃ ｌｅ ｉｎ水平与认知功能损害的关联性 。

方法 选取广东三九脑科医院 ２０ １ ８ 年 １ 月 至 ２０２０ 年 １ ２ 月 收治的 １ ６９ 例 ＰＤ 患者 ， 并根据 Ｈｏｅｈｎ－Ｙａｈｒ分级

分为 ２ 组 ， 其中 １
￣２ 级患者纳入轻症组 （ ９３ 例 ） ，

３
￣

５ 级患者纳入重症组 （ ７６ 例 ） ， 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

测定血清 中 ｓ ＩＣＡＭ－ １ 、 ｏｔ 

－

Ｓ
ｙ
ｎｕｃｌｅ ｉｎ 水平 ，

比较轻症组和重症组患者血清 ｓ ＩＣＡＭ－

１ 与 ｏ ｔ 

－

Ｓ
ｙ
ｎｕｃ ｌｅ ｉｎ 水平 ，

分析不同认知功能障碍的 ＰＤ患者血清 ｓＩＣＡＭ－

１ 与 ａ 

－

Ｓ
ｙ
ｎｕｃ ｌｅ ｉｎ ７ｊＣ平差异性 ， 分析血清 ｓ ＩＣＡＭ－

１ 、 ａ 

－

ｓ
ｙ
ｎｕｃ ｌｅ ｉｎ

水平与 ＰＤ 患者认知功能的相关性 ， 分析 ＰＤ 患者认知障碍的危险因素 。 结果 重症组患者血清 ｓ ＩＣＡＭ－

１

与 ａ 

－

Ｓ
ｙ
ｎｕｃｌｅ ｉｎ ７ｊＣ平明显高于轻症组 （ ／

＾

〈Ｏ ．ＯＳ ） 。 重症组中重度认知功能障碍组血清 ｓ ＩＣＡＭ－

１ 与 ａ 

－

Ｓ
ｙ
ｎｕｃ ｌｅ ｉｎ

水平均高于轻中度认知功能障碍组和认知功能正常组 （ Ｐ＜〇 ．〇５ ） ， 轻中度认知功能障碍组血清 ｓ ＩＣＡＭ－

１ 与

ｏｔ

－

Ｓ
ｙ
ｎｕｃ ｌｅ ｉｎ 水平均高于认知功能正常组 （ Ｐ＜０ ．０５ ） 。 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性分析 ，

ｓ ＩＣＡＭ－

１ 、 ａ
－

Ｓ
ｙ
ｎｕｃ ｌｅ ｉｎ ７ｊＣ平与

ＭｏＣＡ 评分呈负相关 （ ｚ
＾Ｏ ． ５４７ 、 ０ ． ５２９

，Ｐ＜０ ．０５ ） 。 ｌｏｇ—ｃ 分析结果显示 ，
血清 ｓ ＩＣＡＭ－

１ 、 ａ
－

Ｓ
ｙ
ｎｕｃ ｌｅ ｉｎ 均

是 ＰＤ 患者认知障碍的的危险因素 〇＜０ ． ０５ ） 。 结论 血清 ｓ ＩＣＡＭ－

１ 、 ａ
－

Ｓ
ｙ
ｎｕｃｌｅ ｉｎ 水平与 ＰＤ 病患者的认

知功能密切相关 ， 可为临床评估患者的认知功能障碍提供一定的参考依据 。

【 关键词 】 帕金森病 ； 认知功能 ； 可溶性细胞间黏附分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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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ｄ ｉｓｅａｓｅ
，ＰＤ ） 又称震颠

麻痹 ， 是临床中一种常见的神经系统变性疾病
［

１
］

。 可

溶性细胞间黏附分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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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 是黏附分子中的免疫球蛋 白

超家族中 的成员 ， 可有效反应机体炎性反应
［
２

］

。 研

究显示 ，
ｓ ＩＣＡＭ－ １ 可通过和血管 内皮细胞上的相关

受体特异性结合 ， 而增加炎性细胞和 内皮细胞间的

黏附作用 ， 促进炎性反应
［
３

］

， 而炎症反应与 ＰＤ 患者

的非运动症状间存在密切关系
［

４
］

。 ａ
－ 突触核蛋 白

（ ａ －Ｓ
ｙ
ｎｕｃｌｅ ｉｎ ） 是一种高度保守的小分子突触前蛋

白 ， 研究表明 ，
ａ 

－Ｓ
ｙ
ｎｕｃ ｌｅ ｉｎ 在认知障碍性疾病中发

挥重要作用
［
５４

］

。 因此 ， 本研究拟探讨 ＰＤ 患者血清

ｓ ＩＣＡＭ－

１ 与 ａ
－

Ｓｙ
ｎｕｃ ｌｅｉｎ 水平与认知功能损害的关

联性 ，
以期为 ＰＤ 的临床治疗及疗效评估提供一定的

参考依据 。

资料与方法

１ ？ 临床资料

选取广东三九脑科医院 ２０ １ ８ 年 １ 月 至 ２０２０ 年

１ ２ 月 收治 的 １ ６９ 例 ＰＤ 患 者 ， 根据 Ｈｏｅｈｎ－Ｙａｌｉｒ 分

级分为 ２ 组 ， 其中 １
￣２ 级患者纳入轻症组 （ ９３ 例 ） ，

３￣５ 级患者纳人重症组 （
７６ 例 ） 。

纳入标准 ： ①所有患者存在随意运动的速度减

缓、 肌肉僵直、 静止性震颤 、 姿势不稳等情况中至

少三项 ， 符合 ＰＤ 的临床诊断标准 ； ②无意识障碍和

表达障碍 ； ③无其他创伤性疾病所致智力 障碍 ； ④

肝肾功能无异常 ； ⑤所有患者与家属知晓 、 签署知

情同意书 ， 并经医院伦理委员会讨论通过 。

排除标准 ： ①伴有严重肝肾功能障碍者 ； ②合

并恶性肿瘤疾病者 ； ③合并精神障碍、 谵妄 、 失语

等其他影响认知功能者 ； ④因药物或脑创伤等所致

的继发性 ＰＤ 患者 。

２ ． 检测方法

采集两组患者空腹外周静脉血 ４￣５ｍｌ
，
经离心处

理后 ， 分离上层血清 ，

－

８０Ｔ保存待测 。 采用酶联免

疫吸附法测定血清 中 ｓＩＣＡＭ－

１ 、 ａ
－Ｓ

ｙ
ｎｕｃｌｅ ｉｎ 水平 ，

血清 ｓ ＩＣＡＭ－

１ 酶联免疫吸附法试剂盒购 自上海研谨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
血清 ａ

－

Ｓ
ｙｎｕｃ ｌｅ ｉｎ 酶联免疫吸

附法试剂盒购 自南京博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 实验

步骤严格遵循试剂盒说明书进行操作 。

３ ■ 观察指标

① 比 较 ＰＤ 轻 症 组 和 重 症 组 的 一 般 资 料 ；

② 比 较 轻 症 组 和 重 症 组 患 者 血 清 ｓ ＩＣＡＭ－

１ 与

ａ
－Ｓ

ｙ
ｎｕｃ ｌｅ ｉｎ 水平 ； ③分析不 同认知 功 能 障碍 的

ＰＤ 患 者 血 清 ｓ ＩＣＡＭ－

１ 与 ａ

－Ｓ
ｙ
ｎｕｃ ｌｅ ｉｎ 水 平 差 异

性 ； ④ 分 析 血 清 ｓ ＩＣＡＭ－

１ 、 ａ
－Ｓ

ｙ
ｎｕｃ ｌｅ ｉｎ 水 平 与

ＰＤ 患者蒙特利尔认知评估量表 （
Ｍｏｎ ｔｒｅａｌｃｏ

ｇ
ｎ ｉ ｔ ｉｖｅ

ａｓ ｓ ｅ ｓ ｓｍｅｎｔ
，ＭｏＣＡ ） 评分的相关性 ； ⑤分析 ＰＤ 患

者认知障碍的危险因素 。

４ ■ 统计学方法

采 用 ＳＰＳＳ２０ ．０ 进 行 统计分析 ， 计量 资 料 以

（ 元 ± ｓ ） 表示 ， 采用 ｔ 检验或单 因 素方差分析 ， 计

数 资 料 采 用 ｘ

２

检 验 ，
凡 ＾ 相 关 性 分 析 血 清

ｓ ＩＣＡＭ－

１ 、 ａ

－

Ｓｙ
ｎｕｃ ｌｅｉｎ 水平与 ＰＤ 患者认知功能的

相关性 ， 分析 ＰＤ 患者认知障碍的危险因素 ，

以 尸＜０ ．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结 果

１ ．ＰＤ 轻症组和重症组的一般资料比较 （ 表 １
）

表 １ 两组一般资料比较

项 目 重症组Ｕ＝９３ ） 轻症组Ｕ＝７６ ） ｔｉｉ Ｐ

性别 （ ／Ｉ
，
％ ） ０ ．０２７ ０ ．７ ８８

男 ５２ （ ５５ ．９ １％ ） ４３ （ ５６ ．５８％ ）

女 ４ １ （ ４４ ．０９％ ） ３３ （ ４３ ．４２％ ）

年龄 （ 岁 ，
无 土 Ｓ ） ６３ ．２７ ± １ １ ．６３ ６２ ． ５３ ±  １ ０ ．２９ １ ． １ ６４ ０ ．２５９

病程 （ 年 ，
Ｓ ± ｓ ） ８ ．０７ ± １ ．７７ ７ ．９２ ± １ ． ９６ ０ ．６７３ ０ ．４９５

文化程度 Ｕ％ ） ０ ． ８２７ ０ ． ６ １ ２

小学及以下 ２４ （ ２５ ． ８ １％ ） １ ９ （ ２５ ．００％  ）

初中 ２ １ （ ２２ ． ５ ８％ ） １ ８ （ ２３ ．６８％ ）

高中 ／ 中专 ３７ （ ３９ ．７８％ ） ３３ （ ４３ ．４２％ ）

大专及以上

合并症 Ｕ ，
％ ）

１ １ （ １ １ ． ８３％ ） ６ （ ７ ． ８９％ ）

０ ．０３９ ０ ． ８４７

糖尿病 １ ９ （ ２０ ．４３％ ） １４ （ １ ８ ．４２％  ）

高血压 ２ １ （ ２２ ． ５ ８％ ） １ ５ （ １ ９ ．７４％  ）

注 ： 轻症组和重症组患者的性别 、 年龄 、 病程、 文化程度 、 合并症

等一般资料相 比 ，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Ｐ＞〇 ．〇５ ）

２ ． 轻症组和重症组血清 ｓＩＣＡＭ－

１ 与 ａ 

－

Ｓｙ
ｎｕｃ ｌｅ ｉｎ

水平比较 （ 表 ２ ）

WPS_1625126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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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论

ｓＩＣＡＭ－

１ 是一种新型 的 细胞黏 附 因 子 ， 属 于

免疫球蛋 白超家族 ， 其参与慢性炎症过程 ， 可有效

反应机体炎性反应 ＇ 研究发现 ，
正常情况下脑内

ｓ ＩＣＡＭ－ １ 水平很低 ， 当脑部发生病变时 ｓＩＣＡＭ－

１７ｊＣ

平可明显上调 ， 造成大量中性粒细胞聚集于受损部位

并释放大量炎性递质 ， 加重神经元及胶质细胞损害
［

８
］

。

近年来 ， 有学者发现 ＰＤ 患者外周血内的炎症因子水

平可随着疾病的严重程度变化而发生变化 ［
９ Ｗ

Ｉ

， 同时

也有学者发现 ， 部分抗炎治疗可能缓解 ＰＤ 患者脑部

神经元的炎症症状
［
１ １

］

。

ａ
－

Ｓ
ｙ
ｎｕｃｌｅ ｉｎ 是一种 由 １４０ 个氨基酸残基组成

的蛋 白质 ， 研究显本 ， 髙水平的 ａ
－Ｓ

ｙ
ｎｕｃｌｅ ｉｎ 是引

起多 巴胺能神经元死亡的关键分子 ， 其神经毒性主

要是 由 ｃｔ 

－Ｓ
ｙｎｕｃｌｅ ｉｎ 发生结构变异后产生可溶性低

聚物进而引起细胞器损害
［

１ ２
＿

１ ３
］

。 现在的研究认为 ，

ａ 

－

Ｓ
ｙ
ｎｕｃ ｌｅ ｉｎ 在神经兀中的潜在功能包括调控多巴胺

合成 、 维护突触池及突触泡稳定等 ， 与 ＰＤ 有密切关

联
［
１ ４－ １ ５

］

。

在本研究中 ， 首先分析了ＰＤ 患者血清 ｓ ＩＣＡＭ－

１

与 ａ
－Ｓ

ｙ
ｎｕｃｌｅ ｉｎ 水平与病情严重程度 的关联性 ， 结

果显系 ， 重症组患者血清 ｓ ＩＣＡＭ－

１ 与 ａ
－

Ｓｙ
ｎｕｃｌｅ ｉｎ

水平明显高于轻症组 ，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Ｐ＜〇 ．〇５ ） ，

然后进一步分析 了 重症 ＰＤ 患者血清 ｓＩＣＡＭ－

１ 与

ａ
－Ｓ

ｙ
ｎｕｃ ｌｅ ｉｎ 水平与认知功能的关联性 ， 结果显 ７ＴＣ

，

重度认知功能障碍组血清 ｓ ＩＣＡＭ－

１ 与 ａ
－

Ｓｙ
ｎｕｃｌｅｉｎ

水平均髙 于轻 中 度认知 功能 障碍组和认知功能

正 常组 （ Ｐ＜０ ．０５ ） ， 轻 中 度认 知 功 能 障碍组血清

ｓ ＩＣＡＭ－ １ 与 ａ
－

Ｓ
ｙ
ｎｕｃ ｌｅ ｉｎ 水平均髙于认知功能正常

组 （ Ｐ＜０ ．０５
） ， 提示不 同认知 功 能 的 ＰＤ 患 者血清

ｓ ＩＣＡＭ－ １ 与 ａ
－Ｓ

ｙ
ｎｕｃ ｌｅ ｉｎ 水平存在 明显差异 ， 这与

郭立军等
叫
研究结果相符合 。

本 研 究 进 一 步 分 析 了 血 清 ｓＩＣＡＭ－

１ 、

ａ 

－

Ｓｙ
ｎｕｃ ｌｅｉｎ 水平与 ＰＤ 患者认知功能的相关性 ， 结

果 显ＴＫ
，ｓＩＣＡＭ－

１ 、 ａ

－

Ｓ
ｙｎｕｃ

ｌｅ ｉｎ水 平 与ＭｏＣＡ评

分呈负 相关 （
Ｐ＜〇 ．〇５ ） ， 同 时又分析 了ＰＤ 患者认

知 障碍 的危 险 因 素 ， 进一步确认血清 ｓＩＣＡＭ－

１ 、

ａ 

－

Ｓｙｎｕｃ ｌｅｉｎ 均是 ＰＤ 患者认知障碍 的 的危险 因素

（
尸＜０ ．０５

） ， 这些结果表明血清 ｓ ＩＣＡＭ－

１ 、 ａ

－

Ｓ
ｙ
ｎｕｃ ｌｅｉｎ

水平与 ＰＤ 患者的认知功能密切相关 ， 临床治疗过程

中监测血清 ｓ ＩＣＡＭ－

１ 、 ａ 

－

Ｓｙｎｕｃ ｌｅｉｎ７ｊＣ平有助于判断

ＰＤ 患者的认知功能障碍程度 。

综上所述 ，
血清 ｓ ＩＣＡＭ－

１ 、 ａ －

Ｓｙｎｕｃ
ｌｅ ｉｎ７ｊＣ平与

表 ２ 轻症组和重症组血清 ｓ ＩＣＡＭ－

１ 与 ａ 

－

Ｓ
ｙ
ｎｕｃ ｌｅ ｉｎ 水平比

较 （ 无 ± ＾ ）

分组 ｎ ｓＩＣＡＭ－ １（ 
ｕ
ｇ 

？

Ｌ
＿

１

） ａ 

—

Ｓ
ｙ
ｎｕｃｌｅｉｎ（ 

ｎ
ｇ

？

ｍＬ
＿

１

）

重症组 ９３ ３ ． １２ ± ０ ．８６ ２０ ．２５ ± ３ ．５３

轻症组 ７６ １ ．３７ ± ０ ．３４ １２ ．６３ ± ２ ．８９

ｔ １ ６ ．６９８ １ ５ ． １２５

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注 ： 重症组患者血清 Ｓ ＩＣＡＭ－

１ 与 ｃｅ
－

Ｓ
ｙ
ｎｕｃ ｌｅ ｉｎ

７ｊＣ平明显高于轻症组 ，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Ｐ＜〇 ．〇５ ）

３ ． 不同认知功能障碍的重症临床表现的 ＰＤ 患者

血清 ｓ ＩＣＡＭ－

１ 与 ａ 

－Ｓ
ｙ
ｎｕｃ ｌｅ ｉｎ 水平比较 （ 表 ３

）

表 ３ 不同认知功能障碍的 ＰＤ 患者血清 ｓ ＩＣＡＭ－

１ 与

ａ 

－

Ｓ
ｙ
ｎｕｃ ｌｅ ｉｎ

水平比较 （ Ｓ 士 ｓ  ）

分组 ｎ

ｓＩＣＡＭ－ １

（ ｔｉ
ｇ

－

Ｌ
＇

１

）

ａ 

－

Ｓ
ｙ
ｎｕｃｌｅｉｎ

（ ｎ
ｇ

？

ｍＬ

－

１

）

重度认知功能障碍组 ３３ ３ ．７７ ± ０ ．９７ ２４ １７ ± ４ ．０２

轻中度认知功能障碍组 ４４ ２ ．９ ８ ± ０ ．９２
ａ

２０ ．３２ ± ３ ，５６
ａ

认知功能正常组 １ ６ ２ ． １ ６ ± ０ ．５３
ａｂ

１ １ ．９７ ± １ ．４９
６

Ｆ ２７ ．４９２ ３ １ ．６４７

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注 ： 将重症临床表现的 ９３ 例 ＰＤ 患者根据 ＭｏＣＡ 评分分为 ３ 组 ， 其

中 ＭｏＣＡ 评分 矣 １ ５ 分者纳人重度认知功能障碍组 （ ３ ３ 例 ） ，
１ ５ 分

＜Ｍ〇ＣＡ 评分 ＜２６ 分者纳人轻中度认知功能障碍组 （ ４４ 例 ） ，
ＭｏＣＡ

评分＆２６ 分者纳人认知功能正常组 （ １ ６ 例 ） ， 重度认知功能障碍组

血清 ｓ ＩＣＡＭ－

１ 与 ａ －Ｓ
ｙ
ｎｕｃ ｌｅ ｉｎ 水平均高于轻 中度认知功能障碍组和

认知功能正常组 （ Ｐ＜〇 ．〇５ ） ， 轻 中度认知功能障碍组血清 ｓ ＩＣＡＭ－

１

与 ａ
－

Ｓ
ｙ
ｎｕｃ ｌｅ ｉｎ 水平均高于认知功能正常组 （ ＺＭ Ｊ ．０５ ） 。 与认知功能

正常组相 比 ，

＊

Ｐ＜〇 ．〇５
； 与轻中度认知功能障碍组相比 ，

Ｖ＜０ ．０５

４ ． 血清ｓ ＩＣＡＭ
－

１ ａ 

－

ｓ
ｙ
ｎｕｃｌｅｉｎ水平与ＰＤ患者

认知功能的相关性 （ 图 ）

ＭｏＣＡ评分 Ｍ ｏＣＡ评分

注 ： 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性分析 ，
ｓ ＩＣＡＭ－ １ 、 ａ －

Ｓ
ｙ
ｎｕｃｌｅｉｎ

水平与 ＭｏＣＡ ｉ
５

？^

呈正相关 （ ｒ＝０ ．８５０ 、 ０ ． ８４７
，ＰＣ０ ．０５ ） 。

图 血清 ｓＩＣＡＭ－ １ 、 ａ －

Ｓｙ
ｎｕｃｌｅｉｎ ７ｊＣ平与 ＰＤ 患者 ＭｏＣＡｉ平分的相关

性

５ ．ＰＤ 患者认知障碍的危险因素分析 （ 表 ４ ）

表 ４ＰＤ 患者认知障碍的危险因素分析

因素 Ｐ Ｓ．Ｅ， Ｗａｌｄ Ｐ ＯＲ ９５％ Ｃｌ

ｓＩＣＡＭ－

１ １ ．２ １ ５ ２ ． １７７ １ ． １ ４ １ ０ ．００２ １ ．０５２ ０ ．９６３
－

１ ．９５２

ａ 

－

Ｓ
ｙ
ｎｕｃｌｅｉｎ １ ．０２６ ３ ．０ １ ５ １ ．２ １３ ０ ． ００７ １ ．５８６ １ ．２ １ ８

－

２ ． １６ １

注 ： 血清 ｓＩＣＡＭ－

１ 、 ａ
－

Ｓ
ｙ
ｎｕｃｌｅｉｎ 均是 ＰＤ 患者认知障碍的的危险 因

素〇＜０ ．０５ ）

｛
－

ｌ

ｕ
／

６
ｕ
）

ｕ

ｌ
ｕ

ｎ

ｕ

＞ ？

ｃｏ

ｏ

ｎ
／

６

ｎ

）

ｖ

ｓ
ｖ
ｏ
ｌ

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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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Ｄ 患者的认知功能密切相关 ， 可为临床评估患者的

认知功能障碍提供一定的参考依据 。 在 ＰＤ 的临床治

疗中 ， 可将血清 ｓＩＣＡＭ－

１ 、 ａ

－

Ｓｙ
ｎｕｃ ｌｅｉｎ 作为患者认

知功能障碍评估的潜在检测指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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