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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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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测模型并对其进行评价(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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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分析结果显示#除高密度脂蛋白外#其余检测指标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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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管僵硬度增加和弹性下降是心血管早期受损

的表现)

#

*

(臂
F

踝脉搏波传导速度$

K1)(P-)3F)2W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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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V):+:+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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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D]<

%是脉搏波在两个既定

点间的传播速度#它作为临床上评价脉管僵硬度或

弹性的一个重要指标#在心血管疾病中具有重要的

应用价值(研究显示
K)D]<

的改变除能提示冠状

动脉病变)

!

*

'高血压靶器官受损)

%

*等外#其在糖尿病

心血管事件)

C

*

'急性脑卒中)

$

*等疾病中#也具有诊

断'预后及结局预测的作用(由此可见#关注

K)D]<

在疾病表征方面的应用具有积极作用(然

而目前对导致人群
K)D]<

异常的影响因素的研究

却相对较少#并且该方面研究存在样本量小和限于

心脑血管疾病范畴筛选的特点#筛选所得因素的作

用也存在一些差异(这对临床检出
K)D]<

异常后

有效排除可能导致
K)D]<

异常的干扰项不利(本

研究拟采用大样本#通过对检测资料的回顾性分析#

从本院既往体检人群的体检资料中#找寻影响体检

人群
K)D]<

的潜在因素#并拟构建一个
3/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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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

型#为临床提供参考(

A

!

资料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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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对象
!

纳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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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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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我

院体检中心进行健康体检的人群作为研究对象#所有

研究人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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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均由全自动动脉硬化检测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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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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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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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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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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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划归为异常组(排除年龄

低于
!"

岁及检测指标资料不全者#最终共获取
C#$I

例体检者资料#其中男性
!BII

例#女性
#%&"

例(

#=!

!

研究方法
!

采用临床大样本的回顾性研究#资

料分别由两名具有相关研究背景的临床工作人员独

立整理搜集#由第
%

名人员进行复核(用
R̂(+3

建

立信息数据表#纳入考察的体检指标包括!性别'年

龄'收缩压'舒张压'脉搏'空腹血糖'三酰甘油'胆固

醇'丙氨酸转氨酶'谷氨酰转肽酶'肌酐'高密度脂蛋

白'低密度脂蛋白'尿酸(最终数据表交专业的分析

人员进行统计分析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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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处理
!

数据采用
Aa65D5557)7-;7-(;

!#="

软件进行分析(计量资料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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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h(

表示(对数

据进行单因素考察时除性别采用
#

!检验外#其余资

料由于不服从正态分布故均采用
6)22F]P-72+

8

检

验&多因素分析采用二分类
3/

S

-;7-(

逐步回归法#其

中进入标准设置为
"="$

#排除标准设置为
"=#

#逐步

回归方法采用
Q/1V)1*V)3*

法&模型诊断采用

X@O

分析(检验水准$

%

%为
"="$

(

&

!

结
!

果

!=#

!

单因素分析结果
!

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除高

密度脂蛋白外#其余检测指标在
K)D]<

正常组与

异常组之间的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

$

"="$

%(

结果详见表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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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因素分析结果
!

N/

S

-;7-(

逐步回归分析结果

显示#性别'年龄'收缩压'舒张压'脉搏'空腹血糖'丙

氨酸转氨酶'尿酸均与
K)D]<

相关$

-

$

"="$

%(结果

表现为!女性的
D]<

值较高#年龄'收缩压'舒张

压'脉搏'空腹血糖'丙氨酸转氨酶'尿酸值的增加会

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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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的增高(详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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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因素模型评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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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的决定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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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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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合优度检验结果
-

'

"="$

#说

明模型拟合优度较好(根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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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得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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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对体检人群
K)D]<

的预测正确率高达

BI=&̀

#相对于未纳入考察因素而直接将原有病例

划为异常组得到的最大正确率
&C=%̀

高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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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采用
X@O

分析方法对模型价值进行评价#结果

$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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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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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具有较好

的分类准确性(结果提示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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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方法进

行影响因素分析的合理性#同时说明得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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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

型具有较好的实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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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 %C%=E%$ # "=""" #="I&

$

#="E&

#

#=#"B

%

收缩压
"="&# "=""$ #&I=!%C # "=""" #="&%

$

#="$%

#

#="B!

%

舒张压
"="%! "=""B !C=!#% # "=""" #="%%

$

#="!"

#

#="C&

%

脉搏
"="!% "=""C %!=$!B # "=""" #="!%

$

#="#$

#

#="%#

%

空腹血糖
"=#"$ "="!E #%=EI" # "=""" #=###

$

#="$#

#

#=#BC

%

丙氨酸转氨酶
"=""C "=""# #"=ECB # "=""# #=""C

$

#=""!

#

#=""B

%

尿酸
"=""# "=""" $=%#I # "="!# #=""#

$

#="""

#

#=""!

%

常数项
f#B=EEE "=&C$ B&I=%"B # "="""

表
I

!

模型预测结果与实际测量结果的比较

,

实际测量
预测情况

正常 异常

正常

异常

IIE

%&C

!

CE$

!%#!

I

!

讨
!

论

目前#心脑血管疾病已成为威胁人类健康的主

要疾病(动脉硬化在心脑血管疾病中起着重要的作

用#而高血压'糖尿病又增加了动脉硬化的危险性(

K)D]<

是一个简单而快捷地评估动脉硬化的有效

手段#采用现代化仪器进行测定#具有非侵入性的特 图
A

!

V3

*

".

模型预测能力的评价

+

#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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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

月#第
%&

卷

点(关于
K)D]<

作为心血管疾病的预测因素的研

究已有较多报道#而有关导致
K)D]<

异常的潜在

因素研究往往样本量不够大#结果也不一致(

本研究通过
3/

S

-;7-(

回归模型对
C#$I

例体检

人群
K)D]<

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显示性别'

年龄'收缩压'舒张压'脉搏'空腹血糖'丙氨酸转氨

酶'尿酸均可能会影响
K)D]<

(根据目前的研究#

年龄对
K)D]<

的影响比较明确#而性别对其影响

却尚无定论)

#

*

(本次大样本的体检人群研究结果显

示#女性更容易出现
K)D]<

异常的情况(既往研

究提示
K)D]<

在高血压疾病中具有应用价值)

&

*

#

而本次研究中收缩压'舒张压及脉搏的纳入#对此起

到了印证作用(同时本次研究的结果显示血糖'尿

酸'丙氨酸转氨酶的增加可能导致
K)D]<

异常#这

在既往的研究中可以找到相关证据)

BFI

*

(研究表明

高胆固醇风险与
K)D]<

存在相关性)

!

*

#另有研究

者将
K)D]<

作为高血压合并高胆固醇血症的预后

考察指标之一)

#"

*

#这也为本研究中单因素分析显示

血脂成分与
K)D]<

有关这一结果提供了间接参

考(因此#本研究筛选出的潜在危险因素是相对合

理的(

本研究根据
3/

S

-;7-(

的回归结果#初步得到了一

个较为理想的
3/

S

-7

模型(本模型具有较好的分类

准确性#间接证明了本次研究方法的正确性和合理

性(同时也有利于体检者做完其他检查后对
K)DF

]<

是否异常进行初步评估#可能有利于缩减体检

者医疗成本(本研究仅针对内部数据进行了模型评

价#更确切的结果有待于获取更多的外部或多中心

的数据进行分析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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