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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緣由與目的 

粥狀硬化一直是工業化先進國家的主要死亡因素之ㄧ。粥狀硬化

是一個多重路徑交互作用的結果，期間脂蛋白粒子的進入或存留於組

織，血管壁承受不同刺激造成的傷害，以及長期間的發炎及免疫反

應，都扮演重要的角色。脂血異常的特徵為在循環中增加非高密度脂

蛋白的脂蛋白粒子。在過往數年中，降低脂質的處置一直是臨床治療

的重點，特別是以降低 LDL−膽固醇為目標。但縱使 LDL 被有效控

制，心血管疾病仍持續發生。據此推論應該還有其他重要的危險因子

該被考量，其中 HDL 被認為是首要目標，HDL 為一種異質物

(heterogeneous compound)，其粒子組成份中的脂質、蛋白或酵素會有

質與量上的差異，因而形成多樣性分子，分別有不同的密度、流動性、

電價以及抗粥狀硬化特性。 

在本研究中，將針對這 241位血管粥狀硬化性病患早先登錄及收

集的齊全的檢體進行其 HDL組成份及其子類分佈做進一步的分析，

並收集各種的危險因子作為干擾因子，進一步剖析 HDL組成分子及



 3

其子類在血管硬化性疾病的產生及預防所扮演的角色。 

 

二、 初步結果 

在利用離子親和性管柱或等距毛細管電泳分析方法將 HDL 區分

子類，接著利用層析和免疫酵素分析鑑測，我們已清楚描繪出 HDL

子類的蛋白質，脂質(包括三酸甘油酯、膽固醇、酯化膽固醇、磷脂

質類)和各種原脂蛋白(包括 Apo CII、Apo CIII、Apo AI、ApoAII、ApoE)

的含量。除此之外，在 HDL的組成份上尚包括一些蛋白具有酵素活

性，它們對於 HDL所扮演的生理功能，例如：誘引細胞增殖、保護

內皮細胞、影響內皮細胞的分泌機制、抑制內皮沾黏及活化淋巴球、

調控血球凝固與分解、抑制血小板活化、充當抗氧化劑，亦扮演決定

性功能，據此，我們亦著手分析存在 HDL 粒子上重要蛋白成分

phospholipid transfer protein(PLTP)，以及在磷質類功能角色上的重要

成分 smyeline的活性及含量。為了進一步釐清可能的干擾因子，我們

除了選擇針對血管粥狀硬化性病人外，另一方面亦以套疊似病例對照

研究方法，儘量選擇背景資料相配合之對照組，以玆比較，因而能更

精準預測影響 HDL之於粥狀硬化形成過程的影響成分。目前本研究

已完成預計 241 位血管粥狀硬化性病患以及部分對照受試者的 PLTP

活性及 smyeline成分的分析，實驗進行順利，皆在預期進度中進展。 

 

三、 承續之研究工作 

待本研究完成預期的分析項目後，會進一步釐清有關 HDL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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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分中和粥狀硬化症形成的有關因子，無論正向或負向功能，接續則

是據此以作為進一步生物活性分析的依據，再憑以銜接說明臨床觀察

結果，然而，本研究以預期在生物活性分析實驗上可能遭遇之困難，

那即是 HDL存在人體的含量本已不多，特別是罹患粥狀硬化的病人

更少，若再加上區分子類，不僅減少的各區分的總量，又得考慮實驗

方法所造成的必然流失，要利用源自病人身上的 HDL子類來研究其

生物活性，必有其相當困難度。因此，如何釐清各組成份與粥狀硬化

的相關性，再使用技術來模擬組合人造的 HDL粒子，藉以研究其生

物活性，那將是本研究下一步著手進展之重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