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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獉獉

: 探讨精神活性物质所致精神障碍患者心肌损伤的相关因素。方法
獉獉

: 研究组治疗前的各项心肌酶谱分

别与健康对照组、研究组治疗 4 周末进行对照研究，并与一般情况进行相关性分析研究。结果
獉獉

: 研究组治疗前的

AST、CK、CK － MB、LDH 均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 0. 05) 。治疗 4 周末后，研究组的 AST、CK、CK
－ MB、LDH、HBDH 等心肌酶谱均较治疗前显著下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P ＜ 0. 01 ) ; 而且研究组治疗后的 AST、
CK、CK － MB、LDH 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均 P ＞ 0. 05) 。相关分析发现，AST 与年龄、首次住院年龄、
毒品使用年限呈正相关 ( r1 = 0. 292，r2 = 0. 265，r3 = 0. 285，P ＜ 0. 05 ) ; CK － MB 与毒品使用年限呈正相关 ( r =
0. 276，P ＜ 0. 05) 。结论

獉獉
: 精神活性物质所致精神障碍患者的心肌损伤明显，与年龄、文化程度、住院次数、滥用毒

品时间及滥用毒品种类有显著相关。
关键词 精神活性物质; 精神障碍; 心肌损伤

doi: 10． 13936 / j． cnki． cjdd1992． 2018． 01． 005
中图分类号 Ｒ749

Analysis of myocardial injury in patients with mental disorders
due to use of psychoactive substa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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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ed factors of myocardial injury in patients with mental

disorders due to use of psychoactive substances．

Methods: The myocardial enzymes of the study group

before treatment were compared with the healthy control group and the study group after four weeks of
treatment，and analyzing the correlation with general situation．


Ｒesults: The AST，CK，CK － MB and

LDH in the study group before treatment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 P ＜ 0． 05) ． After four weeks of treatment，the myocardial enzymes
of AST，CK，CK － MB LDH and HBDH in the study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compared with
that before treatment，and the difference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 P ＜ 0． 01) ． Moreover，there was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AST，CK，CK － MB and LDH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 all P ＞ 0． 05 ) ． Correlat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AST was positively related to age ， first
hospitalization age and drug use years( r1 = 0． 292，r2 = 0． 265，r3 = 0． 285，P ＜ 0． 05) ，and CK － MB was
positively related to drug use years ( r = 0． 276，P ＜ 0． 05) ．


Conclusion: The myocardial injury in patients

with mental disorders due to use of psychoactive substances is obvious，which is significantly related to
age，education level，hospitalization times，time of drug abuse and types of drug abuse．

Keywords psychoactive substances; mental disorders; myocardial injury

2016 年中国毒品形势报告指出，当前全球毒品

问题持续泛滥。中国面临的国际国内毒品形势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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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峻、复杂。滥用合成毒品规模持续扩大，毒品社会

危害依然严重，毒品问题仍呈快速蔓延的趋势［1］。
频用滥用精神活性物质容易出现依赖性，导致一系

列的社会问题，严重时会引起精神障碍，甚至出现肇

事肇祸等事件。有研究表明，短期大剂量或长期应

用精神 活 性 物 质 均 可 对 心 肌 造 成 明 显 的 毒 性 损

伤［2 － 6］。为此，我们对我院 64 例精神活性物质所致

精神患者的心肌酶活性变化进行对照研究，并探讨

分析影响精神活性物质所致精神障碍患者心肌损伤

的相关因素，报告如下。

1 对象和方法

1. 1 对象

研究组为 2016 年 1 月至 2016 年 12 月在佛山

市第三人民医院住院被诊断为精神活性物质所致精

神障碍的患者。入组标准: !诊断符合中国精神障

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 3 版( CCMD － 3 ) 中精神活性

物质所致精神障碍［7］的诊断标准。"年龄、性别、受
教育程度等均不限。排除标准: !既往有其他精神

障碍及严重躯体障碍患者; "单纯酒精所致精神障

碍患者。共 64 例，其中男 57 例，女 7 例; 年龄 16 －
49 a，平均( 32. 48 ± 8. 33) a; 受教育年限: 1 － 17 a，平

均( 8. 66 ± 2. 78 ) a; 婚姻情况: 已婚 22 例，未婚 33
例，离婚 9 例; 职业: 无业 36 例，其他 19 例，工农 5
例，个体 4 例; 住院次数: 首次住院 31 例，再次住院

16 例，多次住院 17 例; 首次住院年龄: 15 － 49 a，平

均( 30. 52 ± 7. 31 ) a; 初次使用毒品年龄: 14 － 47 a，

平均( 22. 63 ± 6. 57) a; 使用毒品品种: 冰毒 45 例，氯

胺酮 31 例，海洛因 19 例，摇头丸 14 例，止咳水 3
例，麻古 2 例，大麻 2 例; 合并使用情况: 单一使用:

24 例，合并 2 种: 28 例，合并 2 种以上: 12 例。
健康对照组: 选择性别、年龄、受教育年限基本

相同的无精神活性物质滥用史的当地居民 55 人，经

知情面谈后表示愿意参加本研究。男 50 例，女 5
例。年龄 18 － 46 a，平均( 30. 84 ± 7. 02 ) a。受教育

年限: 2 － 16 a，平均( 8. 40 ± 2. 70) a。两组经 χ2检验

在性别、年龄、文化程度构成方面的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
1. 2 方法

1. 2. 1 标本采集 研究组分别于入院第二天( 治疗

前) 及治疗 4 周末( 治疗后) 晨起空腹采集静脉血 5
ml，并于 1 h 内分离血清。离心速度: 3000 转 /分。
对照组采集某日晨起空腹静脉血 5 ml，并于 1 h 内

分离血清。离心速度: 3000 转 /分。
1. 2. 2 测定方法及试剂 采用西门子 2400 全自动

生化分析仪检测心肌酶谱相关指标，试剂由浙江宁

波瑞源公司提供。具体检测指标包括天门冬氨酸氨

基转移酶 ( aspartate aminotransferase，AST) 、肌酸激

酶( creatine kinase，CK) 、肌酸激酶同工酶 ( creatine
kinase isoenzyme，CK － MB ) 、乳 酸 脱 氢 酶 ( lactate
dehydrogenase， LDH ) 、 羟 丁 酸 脱 氢 酶

( hydroxybutyrate dehydrogenase，HBDH) 。
1. 2. 3 统计学处理 所有数据采用 SPSS19. 0 统计

学软件进行处理，计量资料比较采用两独立样本 t
检验。研究组心肌酶谱各项指标与一般情况进行

Spearman 相关分析。

2 结果

2. 1 研究组治疗前与对照组心肌酶谱相关指标比较

与对照组进行比较，研究组治疗前的 AST、CK、
CK － MB、LDH 较 高，差 异 有 统 计 学 意 义 ( P ＜
0. 05) ; 两 组 的 HBDH 差 异 无 统 计 学 意 义 ( P ＞
0. 05) 。见表 1。
2. 2 研究组治疗前与治疗后心肌酶谱相关指标比较

研究组治疗第 4 周末 的 AST、CK、CK － MB、
LDH、HBDH 等心肌酶谱均较治疗前显著下降，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均 P ＜ 0. 01) 。见表 2。
2. 3 研究组治疗后与对照组心肌酶谱相关指标比较

与对照组进行比较，研究组治疗第 4 周末的

HBDH 较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 0. 01) ; 两组之

间的 AST、CK、CK － MB、LDH 差异不大，无统计学

意义( 均 P ＞ 0. 05) 。见表 3。

表 1 研究组治疗前与对照组心肌酶谱检查结果的比较(珔x ± s)
组别 例数 AST CK CK － MB LDH HBDH

治疗前 64 42. 45 ± 34. 46 293. 87 ± 286. 61 17. 99 ± 12. 56 202. 59 ± 99. 96 159. 25 ± 77. 90

对照组 55 27. 54 ± 12. 37 112. 57 ± 47. 62 11. 47 ± 6. 25 163. 23 ± 54. 76 140. 36 ± 30. 83

t 值 3. 044 4. 634 3. 490 2. 603 1. 687

P 值 0. 003 0. 000 0. 001 0. 010 0. 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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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研究组治疗前与治疗后心肌酶谱检查结果的比较(珔x ± s)

组别 例数 AST CK CK － MB LDH HBDH

治疗前 64 42. 45 ± 34. 46 293. 87 ± 286. 61 17. 99 ± 12. 56 202. 59 ± 99. 96 159. 25 ± 77. 90

治疗后 64 27. 01 ± 11. 83 111. 79 ± 49. 56 11. 30 ± 4. 00 151. 35 ± 38. 73 124. 47 ± 29. 67

t 值 3. 390 5. 008 4. 060 3. 824 3. 338

P 值 0. 001 0. 000 0. 000 0. 000 0. 001

表 3 研究组治疗后与对照组心肌酶谱检查结果的比较(珔x ± s)

组别 例数 AST CK CK － MB LDH HBDH

治疗后 64 27. 01 ± 11. 83 111. 79 ± 49. 56 11. 30 ± 4. 00 151. 35 ± 38. 73 124. 47 ± 29. 67

对照组 55 27. 54 ± 12. 37 112. 57 ± 47. 62 11. 47 ± 6. 25 163. 23 ± 54. 76 140. 36 ± 30. 83

t 值 0. 236 0. 087 0. 186 1. 380 2. 861

P 值 0. 814 0. 931 0. 853 0. 170 0. 005

2. 4 精神活性物质所致精神障碍患者心肌损伤的相

关因素分析

将研究组患者治疗前的心肌酶谱与一般情况进

行 Spearman 相关分析，结果显示，AST 与年龄、首次

住院年龄、毒品使用年限呈正相关( r1 = 0. 292，r2 =
0. 265，r3 = 0. 285，P ＜ 0. 05) ; CK － MB 与毒品使用

年限呈正相关( r = 0. 276，P ＜ 0. 05) ，与初次使用年

龄呈负相关 ( r = － 0. 253，P ＜ 0. 05 ) ; LDH、HBDH
与一般情况均无明显相关性( P ＞ 0. 05) 。见表 4。

表 4 精神活性物质所致精神障碍患者心肌损伤的

相关因素分析( r 值，n =64)

AST CK CK － MB LDH HBDH

年龄 0. 292* 0. 203 0. 129 0. 023 0. 104

受教育年限 － 0. 254* － 0. 267* － 0. 090 － 0. 065 － 0. 035

毒品使用种类 0. 032 0. 128 0. 083 0. 155 0. 175

初次使用年龄 0. 030 － 0. 133 － 0. 253* － 0. 212 － 0. 083

住院次数 0. 170 0. 152 0. 115 － 0. 010 － 0. 039

首次住院年龄 0. 265* 0. 199 0. 130 0. 082 0. 174

毒品使用年限 0. 285* 0. 222 0. 276* 0. 147 0. 128

注: * P ＜ 0. 05

3 讨论

2016 年全国吸毒人员总量仍在缓慢增长，以海

洛因为主的阿片类传统毒品滥用人数增势放缓，以

冰毒、氯胺酮为主的新型毒品滥用人数增速加快，甚

至呈现出传统毒品、新型毒品叠加滥用特点，毒品滥

用结构发生根本变化［1］。无论是使用传统毒品还

是新型毒品，都可能会引起血压升高、心率加快等，

继而出现胸痛、心律失常、冠状动脉痉挛和循环衰竭

等，严重时导致死亡［8］。
评价心肌损伤的生物化 学 指 标 主 要 有 AST、

CK、CK － MB、LDH、HBDH。AST 主要分布在心肌，

80%存在于线粒体中，是一种线粒体酶; 在急性心肌

损伤 6 － 8 小时后明显升高，与心肌坏死的范围及程

度有关。CK 主要存在于胞质和线粒体中，以骨骼

肌、心肌含量最多，是心脏重要的能量调节酶; 为早

期诊断心肌损伤的灵敏指标之一。CK － MB 是 CK
的同工酶，主要存在于心肌组织中，MB2 是 CK － MB
在心肌细胞中的主要存在形式; 对心肌损伤具有高

度的特异性。LDH 是一种糖酵解酶，以心肌、骨骼

肌的含量最丰富; 心肌损伤时，LDH 较 CK、CK － MB
增高 晚［9］。HBDH 在 心 肌 组 织 含 量 最 多，检 测

HBDH 等于间接检测 LDH1、LDH2的活性; 心肌损伤

时 HBDH 多升高［10 － 11］。
精神活性物质所致精神障碍患者的心肌酶谱

中，治疗前的 AST、CK、CK － MB、LDH 高于健康对

照组; 治疗第 4 周末，各项心肌酶谱均较治疗前明显

下降，且基本降到健康对照组的水平。有研究发现

甲基苯丙胺对心肌也有直接的毒性作用，除通过作

用于相应的特异性受体外，还直接作用于心肌细胞，

影响心肌的自律性、心肌细胞的动作电位等［12］。由

此可见，使用毒品对心肌造成明显的毒性损伤［2］，

而这种心肌损伤可能具有可逆性。
相关分析显示，AST 与年龄、首次住院年龄、毒

品使用年限呈正相关 ( P ＜ 0. 05 ) ; CK － MB 与毒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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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年限呈正相关( P ＜ 0. 05 ) 。另外还发现，初次

使用年 龄 与 首 次 住 院 年 龄 ( r = 0. 437 ) 呈 正 相 关

( P ＜ 0. 01) 。住院次数与年龄 ( r = 0. 321 ) 、住院天

数( r = 0. 406) 呈正相关( 均 P ＜ 0. 01) 。提示精神活

性物质所致精神障碍患者中，越早滥用精神活性物

质者越容易导致住院; 随着年龄的增长，滥用毒品时

更容易引起 AST 升高，这可能是早期心肌损伤的表

现; 而随着吸毒年限的延长，精神活性物质对 AST
活性的影响越大，而且心肌损伤的特异性指标 CK －
MB 也随着明显升高，提示毒品对心肌的毒性损伤

更严重，且更确切。
本研究中还发现，毒品使用年限与住院次数

( r = 0. 320，P ＜ 0. 01 ) 、住 院 天 数 ( r = 0. 263，P ＜
0. 05) 、毒品使用种类( r = 0. 328，P ＜ 0. 01) 、首次住

院年龄( r = 0. 598，P ＜ 0. 01) 等呈正相关，与受教育

年限( r = － 0. 253，P ＜ 0. 05 ) 呈负相关。说明低学

历、心理不成熟、控制能力差的青少年滥用者［13］，更

容易长期滥用精神活性物质。而成瘾物质滥用者倾

向于合并使用多种成瘾物质。这与 2000 年我国流

行调查结果一致［14］。随着吸毒年限的延长，滥用者

对精神活性物质的耐受性不断增加，单一品种的毒

品使用已经无法满足滥用者，而多种精神活性物质

混合使用可产生相加的“协同”效应，即 l + l ＞ 2［15］，

这可能正是滥用者所追求的，而这也更容易产生过

量中毒，导致心肌损伤的增加，甚至出现循环衰竭，

最终导致死亡。
综上所述，精神活性物质所致精神障碍患者中，

低学历、年龄大、住院次数多、住院时间长者，更容易

出现心肌损伤; 吸毒年限越长、毒品使用种类越多，

对心肌的毒性损伤越严重。当然，由于本研究样本

量偏少，未有纳入心肌蛋白、心电图、心脏彩超等其

他评估心肌损伤的检测，有待大样本及更全面深入

的研究进一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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