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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摘

　
要

】　
目的

　
系统评价血清微小

ＲＮＡ-１３３（ｍｉｃｒｏＲＮＡ-１３３，ｍｉＲ-１３３）
水平与冠状动脉病变程度的相关性

。

方法

　
计算机检索中国知网

、
万方医学网数据库

、
维普数据库

、
中国生物医学数据库及

ＣｏｃｈｒａｎｅＬｉｂｒａｒｙ、ＰｕｂＭｅｄ、
Ｅｍｂａｓｅ、ＧＥＯ

数据库

，
搜集血清

ｍｉＲ-１３３
水平与冠状动脉病变程度相关性的研究

，
检索时间限制为从建库至

２０２２
年

８

月

，
根据纳入标准筛选文献

，
采用纽卡斯尔

－
渥太华量表

（ＮＯＳ）
评价纳入研究的文献

，
提取文献主要数据

，
采用

ＲｅｖＭａｎ５．４．１
软件进行

Ｍｅｔａ
分析

，
使用

ＳＴＡＴＡ１５．１
软件进行

Ｅｇｇｅｒ＇ｓ
检验评价纳入文献的发表偏倚

。
结果

　
最终纳

入

１１
篇文献

，
参与项目的受试者共

１６０５
例

，
文献质量较高

。Ｍｅｔａ
分析结果显示

，
合并效应量

ＳｕｍｍａｒｙＦｉｓｈｅｒ＇ｓＺ＝
０．６０，９５％ＣＩ０．４１～０．７９，Ｐ＜０．００１，

换算得出

Ｓｕｍｍａｒｙｒ＝０．５３７。
样本量小的研究得到的相关系数要低于样本量大

的研究

（ｎ≤１００组Ｓｕｍｍａｒｙｒ＝０．３００；１００＜ｎ＜２００组Ｓｕｍｍａｒｙｒ＝０．６１１；ｎ≥２００组Ｓｕｍｍａｒｙｒ＝０．６４７），使用不同评

价工具对冠脉病变程度进行评估对相关系数影响不大

（Ｇｅｎｓｉｎｉ
评分组

Ｓｕｍｍａｒｙｒ＝０．５８５；ＳＹＮＴＡＸ
评分组

Ｓｕｍｍａｒｙ
ｒ＝０．４３８）；

研究

ｍｉＲ-１３３
与研究

ｍｉＲ-１３３ａ
的文献相关系数差别不大

（ｍｉＲ-１３３
组

Ｓｕｍｍａｒｙｒ＝０．４１４；ｍｉＲ-１３３ａ
组

Ｓｕｍｍａｒｙｒ＝０．５５１）。Ｅｇｇｅｒ＇ｓ
检验结果

Ｐ＝０．２４６，
纳入文献不存在发表偏倚

。
结论

　
血清

ｍｉｃｒｏＲＮＡ-１３３
水平与冠状

动脉病变程度呈中等强度正相关

，
血清

ｍｉＲ-１３３
水平越高

，
冠状动脉病变程度越重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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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To systematically evaluat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serum microRNA

-
133 and the degree of

horizontal coronary artery disease.

Ｍｅｔｈｏｄｓ　
Computer searches were conducted on CNKI, Wanfang Medical Network,

Vip, China Biomedical Database, Cochrane Library, pubMed, Embase, and GEO databases to collect research on the correla

-

tion between serum microRNA

-
133 level and coronary artery disease degree. The retrieval time is limited to August 2022.

According to the inclusion criteria, the literature included in the study was screened, and the Newcastle Ottawa Scale (NOS)

was used to evaluate the literature included in the study, and the main data of the literature was extracted. RevMan 5.4.1

software was used for Meta analysis, and STATA 15.1 software was used for Egger's test to evaluate the publication bias

of included literature.

Ｒｅｓｕｌｔｓ　
Finally, 11 articles were included, and 1605 subjects participated in the project, with high lit

-

erature quality. Meta analysis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combined effect amount Summary Fisher's Z =0.60, 95%CI 0.41

－
0.79,

P <0.00001, and the converted summary r =0.537.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obtained from the study with small sample size

is lower than that of the study with large sample size (n≤100 group Summary r = 0.300; 100

＜
n

＜
200 group Summary r =

□ 0.611; n≥200 group Summary r =0.647). Using different evaluation tools to evaluate the degree of coronary artery disease

□ has little influence on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Gensini scoring group Summary r =0.585; SYNTAX scoring group Summary

r =0.438).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literatur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of miR

-
133 and miR

-
133a (Su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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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y r =0.414 in miR

-
133 group; Summary r =0.551 in miR

-
133a group). Egger's test result P =0.246, there was no publication

bias in the included literature.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The level of serum microRNA

-
133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severity of

coronary artery disease in moderate intensity. The higher the level of serum microRNA

-
133, the more severe the severity of

coronary artery disease.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Coronary artery disease; MicrorRNA

-
133;Meta

-
analysis; Systematic evaluation;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目前心血管疾病死亡占我国居民总死亡原因的首

位

［１］，
近年心血管急重症的发病率和病死率呈显著上

升趋势且日益年轻化

，
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引起功能

、
结

构出现异常是导致心血管急重症发病的主要因素之

一

［２］，
早期对患者进行病情判断并及时治疗

，
可明显

改善患者预后

，
因此

，
尽早评估冠状动脉病变程度

、
及

时诊断治疗是改善预后的关键

，
但现有的筛查手段敏

感度和特异度已备受质疑

［３-５］。
随着基因组学的迅速

发展

，
微小核糖核酸

（ｍｉｃｒｏＲＮＡ）
吸引了学者们的目

光

。
人类的

ｍｉｃｒｏＲＮＡ
几乎参与所有病理和生物过

程

，
在人体细胞的生长发育

、
增殖分化

、
维持体内平衡

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６-７］，
且

ｍｉｃｒｏＲＮＡ
具有稳定的

组织和细胞特异性

，
这为冠状动脉病变的早期预测提

供了新的思路

。
在心血管疾病的研究中

，
血清

ｍｉｃｒｏ
ＲＮＡ-１３３（ｍｉＲ-１３３）

是研究者们着重关注的对象

，
血清

ｍｉＲ-１３３
具有调节抑制心肌肥大

、
抑制心肌纤维化

、
抗

心肌凋亡

、
调控血管内皮细胞等作用

［８-９］，
且与心血管

疾病进展过程存在一定的相关性

［１０］，
但不同研究对于

两者相关性强弱的结果差异较大

，
且缺乏相关的系统

回顾和总结

，
因此本研究对目前所能收集到的所有关

于血清

ｍｉＲ-１３３
水平与冠状动脉病变程度相关性的临

床研究文献进行系统评价和

Ｍｅｔａ
分析

，
以求为临床提

供高级别的循证医学证据

，
报道如下

。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文献检索策略

　
使用计算机检索中国知网

、
万方

医学网数据库

、
维普数据库

、
中国生物医学数据库及

ＰｕｂＭｅｄ、Ｅｍｂａｓｅ、ＣｏｃｈｒａｎｅＬｉｂｒａｒｙ、ＥＧＯ
数据库

。
检索

研究文献时间限制为数据库建库到

２０２２
年

８
月

，
以

“ｍｉｃｒｏＲＮＡ-１３３”“ｍｉＲＮＡ-１３３”“ｍｉＲ-１３３”“
冠状动脉

”

“
冠脉

”
为中文检索词

。
以

“ｍｉＲ-１３３”“ｍｉＲＮＡ-１３３”
“ｍｉｃｒｏＲＮＡ-１３３”“ＣｏｒｏｎａｒｙＶｅｓｓｅｌｓ”“ＣｏｒｏｎａｒｙＡｒｔｅｒ-
ｉｅｓ”“ＣｏｒｏｎａｒｙＶｅｉｎｓ”

等为英文检索词

。
其中

ＰｕｂＭｅｄ
数据库的检索策略为

（（＂ｍｉｒ-１３３＂［Ｔｉｔｌｅ／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Ｒ（＂ｍｉＲＮＡ-１３３＂［Ｔｉｔｌｅ／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ＯＲ（＂ｍｉｃｒｏＲ-
ＮＡ-１３３＂［Ｔｉｔｌｅ／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ＡＮＤ（＂ＣｏｒｏｎａｒｙＶｅｓｓｅｌｓ＂
［Ｍｅｓｈ］）。
１．２　

纳入与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

：（１）
研究的类型为

观察性研究

；（２）
研究对象明确为冠心病诊断

（
性别

、

年龄

、
国籍等均不限

）；（３）
必要数据未缺失

。
排除标

准

：（１）
重复发表文章

；（２）
文献类型为综述

、Ｍｅｔａ
分

析

、
学位论文

；（３）
研究设计与本研究不符

。

１．３　
资料提取与文献质量评价

　
利用

Ｅｘｃｅｌ２００７
提

取文献主要数据

，
由

２
名研究者独立进行提取

，
内容包

括

：
研究作者

、
发表年份

、
地区

、ＲＮＡ
编码

、
主要研究对

象

、
样本例数

、
年龄

、
评价冠状动脉狭窄程度工具

、
相关

系数

。
如遇到意见分歧

，
则通过讨论或由第

３
名研究

者分析后决定

。
纳入的研究采用纽卡斯尔

－
渥太华量

表

（ＮＯＳ
量表

）
进行质量评价

［１１］，
评价量表涉及干预

对象的选择

、
可比性和结果测量三方面

，
满分为

９
分

。

１．４　
统计学方法

　
运用

ＲｅｖＭａｎ５．４．１
软件进行

Ｍｅｔａ
分析

，χ２检验进行异质性检验

，
当异质性检验结果提

示

Ｐ＞０．１，Ｉ２＜５０％
时

，
选择固定效应模型进行

Ｍｅｔａ
分析

；
当异质性检验结果提示

Ｐ＜０．１，Ｉ２≥５０％时

，
选

择随机效应模型进行

Ｍｅｔａ
分析

。
最后运用

ＳＴＡＴＡ
１５．１

软件进行

Ｅｇｇｅｒ＇ｓ
检验进一步判断纳入文献是否

存在发表偏倚

，
若

Ｅｇｇｅｒ＇ｓ
检验提示

Ｐ＞０．０５，
则说明

原始文献不存在发表偏移

。
为保证本研究结果的准确

性

，
将纳入文献中不同相关系数均换算为

Ｓｕｍｍａｒｙｒ
值来综合评价血清

ｍｉＲ-１３３
与冠状动脉病变程度之间

的相关关系及相关程度

［１２］。Ｓｕｍｍａｒｙｒ
绝对值的取值

范围在

０～０．２
表示相关性极弱

，０．２～０．４
表示相关

性弱

，０．４～０．６
表示中等程度相关

，０．６～０．８
表示强

相关

，０．８～１．０
表示极强相关

。

２　
结

　
果

２．１　
纳入文献基本特征及质量评分

　
共检索出

５２６
篇文献

，
根据文献纳入与排除标准阅读文献后

，
本研究

最终纳入

１１
篇文献

，
其中包括中文文献

９
篇

，
英文文

献

２
篇

，
合计共有

１６０５
例受试者

。
纳入文献的基本

特征及

ＮＯＳ
量表评价得分见表

１。
２．２　Ｍｅｔａ

分析结果

２．２．１　
血清

ｍｉＲ-１３３
与冠状动脉病变程度的相关性

：

纳入的

１１
项研究采用随机效应模型

Ｍｅｔａ
分析

，
结果

显示

，ＳｕｍｍａｒｙＦｉｓｈｅｒ＇ｓＺ＝０．６０（９５％ＣＩ０．４１～
０．７９）。

逐一剔除各研究后

ＳｕｍｍａｒｙＦｉｓｈｅｒ’ｓＺ
值未见

明显改变

，
提示

Ｍｅｔａ
分析结果比较稳健

。
将

Ｓｕｍｍａｒｙ
Ｆｉｓｈｅｒ＇ｓＺ

值运用公式换算为

Ｓｕｍｍａｒｙｒ
值

，
计算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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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ｕｍｍａｒｙｒ＝０．５３７，
说明血清

ｍｉＲ-１３３
与冠状动脉病

变程度呈中等强度正相关

，
见表

２。
２．２．２　

不同亚组分析对相关系数的影响

：
亚组分析结

果显示

，
当研究的样本量小于

１００
时

，
相关系数要低于

样本量大于

１００
例数的研究

；
使用不同评价工具对冠

脉病变程度进行评估对

Ｍｅｔａ
分析结果和相关系数影

响不大

；
编码

ｍｉＲ-１３３ａ
与编码

ｍｉＲ-１３３
的相关系数差

别不大

。
见表

２。
２．３　

发表偏倚检验

　
使用

ＳＴＡＴＡ１５．１
软件进行

Ｅｇｇｅｒ＇ｓ
检验评价纳入文献的发表偏倚并绘制漏斗图

，

见图

１。
检验结果提示

Ｐ＝０．２４６，
各项研究在漏斗图

中的分布大致对称

，
可以认为所纳入分析的文献存在

发表偏倚可能性不大

。

３　
讨

　
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

，
血清

ｍｉＲ-１３３
与冠状动脉病变

程度的相关系数为

０．５３７，
说明血清

ｍｉＲ-１３３
与冠状

动脉病变程度呈中等强度正相关

，
血清

ｍｉＲ-１３３
表达水

平越高

，
冠状动脉病变程度越重

。
这可能是由于

ｍｉＲ-

表

１　
纳入文献的基本特征及质量评分

Ｔａｂ．１　Ｂａｓｉｃ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ａｎｄＱｕａｌｉｔｙＳｃｏｒｅｓｏｆＩｎｃｌｕｄｅｄ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作者 年份 研究对象 总例数 样本例数 年龄

ｍｉｃｒｏＲＮＡ
编码

评价冠状动脉

病变程度工具

相关系数

ＮＯＳ
评分

管笑丹

［１３］ ２０１７ ＣＨＤ
患者

４８ ＡＣＳ
组

：３２ ５７．１４±２１．９５ ｍｉＲ-１３３
冠状动脉

３Ｄ-ＣＴ
成像

０．５４７ ７
ＳＡＰ

组

：１６ ５８．０４±２１．３６
何亚磊

［１４］ ２０２１ ＡＣＳ
患者

１０６ ＵＡＰ
组

：５１ ５２．０２±４．８９ ｍｉＲ-１３３ａ Ｇｅｎｓｉｎｉ
评分

０．６４７ ７
ＡＭＩ

组

：５５ ５２．３２±５．９８
李治君

［１５］ ２０２１ ＣＡＤ
患者

１２４ １２４ ５５．４３±１２．１７ ｍｉＲ-１３３ｂ Ｇｅｎｓｉｎｉ
评分

０．７３８ ８
唐冬娟

［１６］ ２０２０
胸痛患者

７６ ＡＭＩ
组

：６３ ６４．２２±１０．７１ ｍｉＲ-１３３ａ Ｇｅｎｓｉｎｉ
评分

０．２６３ ７
ＵＡＰ

组

：１３ ６３．５４±１０．９１
张敏

［１７］ ２０２１ ＡＭＩ
患者

３２１ ３２１ ５７．９４±７．６５
微小

ＲＮＡ-１３３ａ Ｇｅｎｓｉｎｉ
评分

０．７７２ ７
张小坤

［１８］ ２０２０ ＣＡＤ
患者

２００ ＡＭＩ
组

：１２０ ５７．５２±１０．２４ ｍｉＲ-１３３ａ Ｇｅｎｓｉｎｉ
评分

０．７２９ ７
ＳＡＰ

组

：８０ ５８．９９±９．５３
薛睿

［１９］ ２０２１ ＣＡＤ
患者

１８０ ＳＡＰ
组

：６０ ６３±１１
微小

ＲＮＡ-１３３ａ ＳＹＮＴＡＸ
评分

０．６３７ ７
ＡＣＳ

组

：１２０ ６４±１０
王猛

［２０］ ２０２０ ＣＡＤ
患者

１５０ １５０ ５７．２４±１１．５５ ｍｉＲ-１３３ Ｇｅｎｓｉｎｉ
评分

０．３５６ ７
宁明安

［２１］ ２０１６ ＣＡＤ
患者

２９０ ２９０ ５８．２±１０．９ ｍｉＲＮＡ-１３３ａ Ｇｅｎｓｉｎｉ
评分

０．３４３ ７
Ｌｉｕ［２２］ ２０１５ ＣＡＤ

患者

３０ ３０ ５９．６±６．２ ｍｉＲ-１３３ａ-３ｐ
冠状动脉钙化积分

０．２０７ ８
Ｐｏｌｙａｋｏｖａ［２３］ ２０２０ ＣＡＤ

患者

８０ １
组

：４０ ６５．４±２．１ ｍｉＲＮＡ-１３３ａ ＳＹＮＴＡＸ
评分

０．１６３ ６
２
组

：４０ ５８．２±１．３

　　
注

：ＣＨＤ．
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

；ＣＡＤ．
慢性冠状动脉病

；ＡＣＳ．
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

；ＳＡＰ．
稳定型心绞痛

；ＵＡＰ．
不稳定型心绞痛

；ＡＭＩ．
急性

心肌梗死

表

２　Ｍｅｔａ
分析结果汇总表

Ｔａｂ．２　Ｓｕｍｍａｒｙｏｆ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Ｒｅｓｕｌｔｓ

　
项

　
目 纳入研究数

异质性检验结果

Ｐ
值 Ｉ２

值

效应模型

Ｍｅｔａ
分析结果

Ｚ（９５％ＣＩ） Ｐ
值

Ｓｕｍｍａｒｙｒ
值

总体

９ ＜０．００１ ９３％
随机效应模型

０．６０（０．４１～０．７９） ＜０．００１ ０．５３７
样本量

（ｎ）
　ｎ≤１００ ４ ０．１１ ５０％

随机效应模型

０．３１（０．１２～０．５０） ０．００１ ０．３００
　１００＜ｎ＜２００ ４ ０．０００ ８７％

随机效应模型

０．７１（０．４８～０．９４） ＜０．００１ ０．６１１
　ｎ≥２００ ３ ＜０．００１ ９７％

随机效应模型

０．７７（０．３４～１．２０） ０．０００ ０．６４７
评价工具

　Ｇｅｎｓｉｎｉ
评分

７ ＜０．００１ ９５％
随机效应模型

０．６７（０．４３～０．９２） ＜０．００１ ０．５８５
　ＳＹＮＴＡＸ

评分

２ ＜０．００１ ９４％
随机效应模型

０．４７（－０．１０～１．０４） ０．１１ ０．４３８
　

冠状动脉

３Ｄ-ＣＴ
成像

１ － － － － － －
　

冠状动脉钙化积分

１ － － － － － －
ｍｉｃｒｏＲＮＡ

编码

　ｍｉＲ-１３３ ２ ０．１９ ４３％
固定效应模型

０．４４（０．３０～０．５８） ＜０．００１ ０．４１４
　ｍｉＲ-１３３ａ ７ ＜０．００１ ９５％

随机效应模型

０．６２（０．３７～０．８７） ＜０．００１ ０．５５１
　ｍｉＲ-１３３ａ-３ｐ １ － － － － － －
　ｍｉＲ-１３３ｂ １ － － － － － －

·４０３１·
疑难病杂志

２０２２
年

１２
月第

２１
卷第

１２
期

　ＣｈｉｎＪＤｉｆｆｉｃａｎｄＣｏｍｐｌＣａｓ，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２０２２，Ｖｏｌ．２１，Ｎｏ．１２



图

１　
血清

ｍｉｃｒｏＲＮＡ-１３３
与冠状动脉病变程度相关性研究的

漏斗图

Ｆｉｇ．１　Ｆｕｎｎｅｌ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ｔｈｅ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ｓｅｒｕｍｍｉＲＮＡ-
１３３ａｎｄｔｈｅｓｅｖｅｒｉｔｙｏｆｃｏｒｏｎａｒｙａｒｔｅｒｙｄｉｓｅａｓｅ

１３３
在血清内表达水平上升

，
有利于炎性因子释放进

入血液

，
机体产生炎性反应

，
诱发了血栓性静脉炎

，
进

一步促进了血栓形成

［２４-２５］。
提示血清

ｍｉＲ-１３３
有可能

适合作为临床用于辅助判断

ＡＣＳ
患者冠状动脉病变

严重性的一项生化指标

，
可利于预防和早期干预冠状

动脉病变

［２６］。
本研究进行亚组分析后发现

，
当研究的

样本量小于

１００
例时

，
相关系数要低于样本量大于

１００
例的研究

，
可能是样本例数不足带来的差异

。
使

用不同评价工具对冠状动脉病变程度进行评估对相关

系数有一定的影响

，
本研究纳入的文献中用来评价冠

状动脉病变程度的评价工具有

Ｇｅｎｓｉｎｉ
评分

、ＳＹＮＴＡＸ
评分

、
冠状动脉

３Ｄ-ＣＴ
成像及冠状动脉钙化积分

４
种

。Ｇｅｎｓｉｎｉ
评分反映的是斑块的负荷情况

，ＳＹＮＴＡＸ
评分则综合考虑了冠状动脉的优势分型

、
病变所在的

部位

、
冠状动脉狭窄的程度及病变特征

，
反映的是斑块

的类型及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的复杂程度

，
冠状动

脉

３Ｄ-ＣＴ
成像可直观地判断冠状动脉是否有管腔发

育异常

、
钙化及管腔堵塞的情况

，
冠状动脉钙化积分是

应用

ＣＴ
对冠状动脉整体的钙化程度进行量化评估

。

４
种评价冠状动脉病变程度的工具均可对冠状动脉粥

样硬化程度进行评价

，
临床中可根据不同的需要选择

不同的评价方式

。
本研究还发现使用

Ｇｅｎｓｉｎｉ
评分的

研究得到的相关系数要明显大于使用

ＳＹＮＴＡＸ
评分

研究

，
其余

２
种评价工具纳入文献的数量较少

，
故研究

结果可能受到了一定的影响

，
这提示在以后的研究中

要注意完善研究设计

，
谨慎选择评价工具

。ｍｉＲ-１３３ａ、
ｍｉＲ-１３３ａ-３ｐ、ｍｉＲ-１３３ｂ

都属于

ｍｉＲ-１３３
的亚型

，
本研

究显示

，ｍｉＲ-１３３ａ
水平与冠状动脉病变程度相关性较

其他更强

，
故相较于其他亚型

，ｍｉＲ-１３３ａ
可能更适合

用于对冠状动脉病变程度的预测

。

　　
本研究的局限性

：（１）
本研究纳入的文献均采用

了

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系数进行分析

，
方法学单一

；（２）
纳入

文献量较少

，
结果可能存在一定偏差

；（３）
虽然进行了

广泛的检索

，
仍不能排除潜在发表偏倚

。

　　
综上所述

，
血清

ｍｉＲ-１３３
与冠状动脉病变程度呈

中等程度正相关

，
血清

ｍｉＲ-１３３
表达水平越高

，
冠状动

脉病变程度越重

。
血清

ｍｉＲ-１３３
水平有可能作为临床

辅助判断冠心病患者冠状动脉病变严重性的一项生化

指标

，
作为预防和早期治疗冠心病的生物标志物之一

。

但由于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是一种由多种基因

、
多种因

素共同参与的疾病

，
因此

ｍｉＲ
在临床预测冠心病方面

的应用仍需不断地研究与探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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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　
张松林

，
范粉灵

，
魏峰

，
等

．
急性心肌梗死患者循环血浆中

ｍｉ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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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３ａ、ｍｉＲ-１３３ｂ
表达的研究

［Ｊ］．
中国循证心血管医学杂志

，

２０１９，１１（９）：１０５８-１０６１．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４-４０５５．２０１９．

０９．０７．

［１１］　
曾宪涛

，
刘慧

，
陈曦

，
等

．Ｍｅｔａ
分析系列之四

：
观察性研究的质量

评价工具

［Ｊ］．
中国循证心血管医学杂志

，２０１２，４（４）：２９７-２９９．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１６７４-４０５５．２０１２．０４．００４．

［１２］　
曾丽

，
王佳琳

，
左敏

，
等

．
中国老年人睡眠质量与社会支持相关性

的

Ｍｅｔａ
分析

［Ｊ］．
中国循证医学杂志

，２０２１，２１（４）：４０１-４０６．

ＤＯＩ：１０．７５０７／１６７２-２５３１．２０２０１０１５０．

［１３］　
管笑丹

．
外周血

ｍｉＲ-２０８
及

ｍｉＲ-１３３
的表达及与急性冠状动脉

综合征的相关性

［Ｊ］．
中国综合临床

，２０１７，３３（２）：１１６-１１９．

ＤＯＩ：１０．３７６０／ｃｍａ．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８-６３１５．２０１７．０２．００６．

［１４］　
何亚磊

，
魏引

，
蔡叶锐

，
等

．
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患者血浆

ｍｉＲ-

１３３ａ，ｍｉＲ-２０８ｂ
表达水平及其与心肌损伤和冠状动脉病变程度

的相关性

［Ｊ］．
疑难病杂志

，２０２１，２０（４）：３２９-３３３．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

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１-６４５０．２０２１．０４．００２．

［１５］　
李治君

，
吴松

，
李成

．ｍｉＲ-１３３ｂ，ｍｉＲ-３３
对冠状动脉疾病的早期预

测价值分析

［Ｊ］．
中国分子心脏病学杂志

，２０２１，２１（６）：４３１６-

４３２０．ＤＯＩ：１０．１６５６３／ｊ．ｃｎｋｉ．１６７１-６２７２．２０２１．１２．０１０．

［１６］　
唐冬娟

，
薛晓梅

，
何斌

．ｍｉＲ-１３３ａ
对急性心肌梗死的早期诊断及

预后评估价值

［Ｊ］．
上海交通大学学报

：
医学版

，２０２０，４０（３）：

３３９-３４５．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４-８１１５．２０２０．０３．０１０．

［１７］　
张敏

，
李阳春

，
雷蓉

，
等

．
急性心肌梗死患者血清微小

ＲＮＡ-１３３ａ

的表达及临床意义

［Ｊ］．
中国循证心血管医学杂志

，２０２１，１３

（７）：７９５-７９８．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４-４０５５．２０２１．０７．０７．

［１８］　
张小坤

，
王玉霞

，
刘亚宁

，
等

．
老年急性心肌梗死患者血清微小核

糖核酸

-１３３ａ，
微小核糖核酸

-２０８ａ
表达水平与冠状动脉病变程

度相关性研究

［Ｊ］．
创伤与急危重病医学

，２０２０，８（６）：３９７-４０２．

ＤＯＩ：１０．１６０４８／ｉ．ｉｓｓｎ．２０９５-５５６１．２０２０．０６．０２．

［１９］　
薛睿

，
乔雪婷

，
任明

，
等

．
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患者血清微小

ＲＮＡ-１３３ａ
和微小

ＲＮＡ-２０８ａ
的表达及与冠状动脉病变程度的关

系

［Ｊ］．
中国医药

，２０２１，１６（２）：１６６-１７０．ＤＯＩ：１０．３７６０／ｊ．ｉｓｓｎ．

１６７３-４７７７．２０２１．０２．００２．

［２０］　
王猛

，
胡芳

，
曾莉容

，
等

．
血浆

ｍｉＲ-１３３，ｍｉＲ-２０８
及

ｍｉＲ-４９９
表达

与冠状动脉狭窄程度的关系

［Ｊ］．
中华全科医学

，２０２０，１８（２）：

２５２-２５４，３２１．ＤＯＩ：１０．１６７６６／ｊ．ｃｎｋｉ．ｉｓｓｎ．１６７４-４１５２．００００００．

［２１］　
宁明安

，
刘立鹏

，
陈书影

，
等

．
外周循环血微小

ＲＮＡ
表达水平与

冠心病发病风险的关联分析

［Ｊ］．
中国心血管杂志

，２０１６，２１

（２）：１０８-１１３．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７-５４１０．２０１６．０２．００８．

［２２］　ＬｉｕＷ，ＬｉｎｇＳ，ＳｕｎＷ，ｅｔａｌ．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ｎｇｍｉｃｒｏＲＮＡｓ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ｅｄｗｉｔｈ

ｔｈｅｌｅｖｅｌｏｆｃｏｒｏｎａｒｙａｒｔｅｒｙｃａｌｃ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ｉｎｓｙｍｐｔｏｍａｔｉｃ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Ｊ］．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Ｒｅｐｏｒｔｓ，２０１５，５：１６０９９．ＤＯＩ：１０．１０３８／ｓｒｅｐ１６０９９．

［２３］　ＰｏｌｙａｋｏｖａＥＡ，ＺａｒａｉｓｋｉｉＭ，ＭｉｋｈａｙｌｏｖＥＮ，ｅｔａｌ．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ｙｏ-

ｃａｒｄｉａｌａｎｄｓｅｒｕｍｍｉＲＮＡ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ｐａｔｔｅｒｎｓｗｉｔｈｔｈｅｐｒｅｓｅｎｃｅａｎｄ

ｅｘｔｅｎｔｏｆｃｏｒｏｎａｒｙａｒｔｅｒｙｄｉｓｅａｓｅ：Ａ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ａｌｓｔｕｄｙ［Ｊ］．Ｉｎｔｅ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ａｒｄｉｏｌｏｇｙ，２０２０，３２２：９-１５．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ｊ．ｉｊ-

ｃａｒｄ．２０２０．０８．０４３．

［２４］　
田丹

，
王梓

，
夏利民

，
等

．
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后

ｍｉＲ-１，ｍｉＲ-１３３ａ，

ｍｉＲ-２０８ａ，ｍｉＲ-４９９
与炎性因子和高血压病史的相关性

［Ｊ］．
临床

心血管病杂志

，２０１９，３５（４）：３６４-３６９．ＤＯＩ：１０．１３２０１／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１-

１４３９．２０１９．０４．０１７．

［２５］　
孙艳玲

，
李联社

，
武向阳

．
冠心病合并高血压患者

，
冠心病患者中

医证型分布及与冠状动脉病变程度关联性分析

［Ｊ］．
中国中医急

症

，２０２０，２９（１）：６８-７２．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４-７４５Ｘ．２０２０．

０１．０１８．

［２６］　ＢｌａｎｋｅｎｂｅｒｇＳ，ＺｅｌｌｅｒＴ．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ｎｇｍｉｃｒｏＲＮＡｓｓｔｒｏｎｇｌｙｐｒｅｄｉｃｔｃａｒ-

ｄｉ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ｄｅａｔｈ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ｃｏｒｏｎａｒｙａｒｔｅｒｙｄｉｓｅａｓ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ｆｒｏｍ

ｔｈｅｌａｒｇｅＡｔｈｅｒｏＧｅｎｅｓｔｕｄｙ［Ｊ］．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ＨｅａｒｔＪｏｕｒｎａｌｔｈｅ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ｔｈｅ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ＳｏｃｉｅｔｙｏｆＣａｒｄｉ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７，３８（７）：５１６-５２３．ＤＯＩ：

１０．１０９３／ｅｕｒｈｅａｒｔｊ／ｅｈｗ２５０．

（
收稿日期

：２０２２－０９－０３）

作者

·
编者

·
读者

“
诊疗指南

、
专家共识解读

”
专栏征稿

近年来

，
各类疾病的诊断治疗趋于规范化

、
标准化

，
相应的诊疗指南

、
专家共识也层出不穷

，
对该类临床诊疗指南及专家共识进

行深度权威解读

，
可为国内同行提供相关参考证据

，
有助于临床医师更好地学习

、
理解并应用于临床实践

，
有利于规范临床诊疗活

动

，
提高医疗服务水平

。《
疑难病杂志

》２０２２
年组织策划了

“
中国专家共识

”“
指南解读

”
等栏目

，
邀请相关专家组织了一系列专栏文

章

，
收到良好的效果

，
文章获得较高的下载率和引用率

。２０２３
年我刊继续面向广大专家学者进行征稿

，
对最新修订的诊疗指南

、
专

家共识进行解读

，
其内容包括

：
指南形成背景

、
指南重点内容解读

、
指南主要亮点等

，
字数

４０００～６０００
字

。
稿件一经专家审定

，
即

可在

《
疑难病杂志

》
当期发表

，
稿酬从优

，
欢迎踊跃赐稿

。

投稿邮箱

：ｙｎｂｚｚ＠１６３．ｃｏｍ，
联系电话

：０３１１-８５９０１７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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