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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症反应在卒中后认知功能障碍患者中的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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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卒中后认知功能障碍（ｐｏｓｔｓｔｒｏｋｅ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ｉｍｐａｉｒｍｅｎｔ，ＰＳＣＩ）是急性缺血性脑血管事件后常见的并
发症之一，它不仅严重影响着卒中幸存者的生活质量，而且也增加了患者的死亡率。炎症反应（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 ｒｅ
ｓｐｏｎｓｅ）已经被证实参与急性缺血性卒中的发生和发展，它会损伤机体的神经细胞，使得机体的炎症反应更加活跃，
释放出更多的炎症因子，破坏了神经环路的完整性，从而导致患者的认知功能障碍。既往的国内外研究探讨了炎

症生物标志物与认知功能之间的关系，但关于两者关系的研究仍然较少，因此本文主要通过观察炎症生物标志物

的水平变化来探讨炎症反应在 ＰＳＣＩ患者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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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卒中后认知功能障碍（ｐｏｓｔｓｔｒｏｋｅ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ｉｍ
ｐａｉｒｍｅｎｔ，ＰＳＣＩ）是急性缺血性脑卒中患者常见的并
发症之一，它是指在卒中事件之后出现并且持续到

６ 个月时仍存在的以认知损害为特征的临床综合
征，其诊断常常需要在卒中后 ３ ～ ６ 个月进行认知量
表的评估来确定。现阶段，国内外有研究显示其发

病机制可能与炎症反应有一定的关系［１］。近些年

来，人们更关注的是通过炎症生物标志物来观察患

者的认知功能，而且国内外关于炎症反应和 ＰＳＣＩ之
间关系进行的研究结果显示某些炎症因子可能会加

重认知功能障碍，但也有一些炎症因子可以改善认

知功能［２］。因此，本文就关于炎症生物标志物与认

知功能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讨论。

１　 卒中后认知功能障碍
脑卒中后认知功能障碍强调的是卒中和认知功

能之间的关系，是急性缺血性脑血管病的并发症之

一，通常表现为记忆力、注意力、执行功能、定向力和

语言功能障碍。它延长了住院时间，降低了生活质

量，并且给患者家属和社会带来了更大的负担。脑

卒中后认知功能不是恒定的，而是动态的，卒中幸存

者可能会在卒中后立即经历认知功能和神经精神症

状的急剧下降［３］，其中一些患者可能在 ３ ～ ６ 个月后
恢复到基线状态，但是一小部分患者则无法恢

复［４］。现阶段我国的脑血管疾病的负担很重，６０ 岁
以上的老年人患 ＰＳＣＩ的风险为 １． ５％，是第二大致
残的常见病因，在这其中脑血管的危险因素和脑血

管病导致的认知障碍人数达 ２０． ８％ ［５］。相关研究

证实，大约有 １ ／ ３ 的脑卒中患者会出现卒中后认知
功能障碍［６］。Ｂａｂａ等的研究数据显示，与正常受试
者相比，脑卒中幸存者在卒中后的前 ３ 个月中认知
障碍的患病率很高［７］。此外，Ｊｏｋｉｎｅｎ 等［８］对 ４０９ 例
受试者进行了 ３ 个月的研究，结果显示至少大约有
８３％的受试者在脑梗死之后会出现一个及以上的领
域的认知障碍，即视空间能力、执行功能及延迟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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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是 ＰＳＣＩ 患者最常受累的领域，这一结果与
Ｌｕｇｔｍｅｉｊｅｒ［９］和刘娜［１０］一致。既往研究结果表明，

缺血性脑卒中使患者认知功能障碍的风险增加 ５ ～
８ 倍，反过来卒中后认知功能障碍也使得脑卒中的
发病率升高，然后脑卒中再次加快认知功能的下降，

这样的模式让我们可以通过观察患者的认知功能障

碍程度来判断脑卒中患者的功能预后。

２　 炎症反应与卒中后认知功能障碍的关系
炎症反应是机体重要的防御反应，其目的就是

消除导致细胞损伤的原因。ＴＡＢＡＳＣＯ 研究的发现
提出一种可能性，即许多脑血管缺血事件的个体都

有长期和持久的促炎背景。根据一项国外的研究结

果提示在发生脑卒中后 １ 个月，脑卒中后认知障碍
的患病风险达到高峰，其中可能与该患者在本次出

现脑卒中事件之前就存在的未被诊断的认知障碍相

关。因此，卒中后存在的长期且持久的促炎背景可

能加重了患者的认知功能。此外，关于 ＰＳＣＩ的发病
机制，目前提出的有炎症反应、氧化应激和细胞凋亡

等学说。其中神经炎症是脑卒中后认知功能障碍发

病机制的一个显著特征。最早的炎症反应发生在发

病后 ４ ～ ６ ｈ 左右，起初是白细胞的浸润，随后大概
７２ ｈ后为单核细胞的浸润，接着在 １ ～ ２ 周之后，巨
噬细胞浸润变得突出。神经炎症是由中枢神经系统

的先天免疫驻留细胞———神经胶质细胞介导的级联

免疫反应，可由缺血和缺氧等损伤过程触发［１１］。在

缺氧条件下，大多数临床和实验数据表明神经炎症

具有双重影响，一方面，神经炎症可以维持微环境的

稳定；另一方面，也会由于炎症反应的过度激活而损

害脑细胞和神经元［１２，１３］。在此过程中，免疫细胞被

激活，炎症介质和炎症途径被调节。当炎症反应途

径被激活时，小胶质细胞、促炎细胞因子和炎症相关

代谢物相继被激活，促进炎症的持续发生，最终造成

组织的持续性损伤［１４，１５］。这种炎症反应可分为 ４
个时期［１６ ～ １８］：（１）在急性期，小胶质细胞或巨噬细
胞清除坏死和碎片细胞；（２）亚急性期发生氧化应
激，促进细胞因子、黏附分子等炎症介质的产生，持

续诱导炎症反应；（３）在慢性期，炎症介质和活性氧
导致线粒体和 ＤＮＡ 损伤，引发细胞坏死和凋亡，持
续数天；（４）在恢复期，随着炎症反应水平的降低，
各种营养因子会被释放出来，补充凋亡引起的细胞

损伤。这种炎症级联反应会导致细胞凋亡、血脑屏

障损伤和脑水肿，引起一系列的病理级联反应，直接

或间接导致细胞凋亡等病理改变［１９］。在 ＰＳＣＩ 患者
中，脑血管的病理改变会导致缺血缺氧，进而导致过

度的神经炎症。过度的神经炎症是慢性脑灌注不足

发生发展的主要启动和促进因素，持续的慢性脑低

灌注会导致脑内持续的缺血和缺氧环境，从而会诱

发神经炎症、氧化应激等一系列病理反应，最终导致

认知功能障碍［２０］。左丽君等也表明，过度的炎症反

应可能会使缺血损伤加重，从而导致卒中更加容易

发展成为 ＰＳＣＩ［２１］。此外，对于脑卒中患者，我们已
经发现其血浆和脑脊液中的炎症生物标志物水平发

生了明显的改变，这再次验证神经炎症参与了 ＰＳＣＩ
的发生与发展。目前，研究表明，炎症标志物水平的

增加与脑卒中后认知功能障碍发病率的增加相关，

其水平可作为长期认知损害的一个附加标准［２２］。

Ｃｕｉ等的研究结果也再次证实了高炎症水平会增加
缺血性脑卒中患者认知损害的风险［２３］。因此，过度

的神经炎症可能是卒中后认知功能障碍的重要原

因。

近些年来，国内外的研究表明神经炎症与小胶

质细胞之间关系密切。当患者出现脑梗死之后，机

体随之迅速引起炎症反应，比如小胶质细胞的激活、

招募血液来源的巨噬细胞和其他粒细胞［２４］。有人

认为小胶质细胞的激活似乎具有神经保护作用，促

进神经再生和修复，但是随着免疫细胞的聚集，使得

炎症因子的表达增加，从而导致神经元死亡和脑水

肿［２５］。脑卒中具有迁移、分化、分泌和吞噬作用，激

活了大量的小胶质细胞，活化的小胶质细胞会受到

缺血缺氧的刺激，分泌大量的炎症因子。随着炎症

因子的释放，炎症反应被激活，从而加重脑组织的损

伤，由于神经元的受损以及神经传导通路的破坏，认

知功能及神经功能都会受到影响。众所周知，小胶

质细胞有两个亚型，即 Ｍ１ 和 Ｍ２ 型。其中 Ｍ１ 型可
以释放细胞毒性因子，如炎症细胞因子白细胞介素
６（ｉｎｔｅｒｌｅｕｋｉｎ６，ＩＬ６），导致神经损害的发生；Ｍ２ 型
分泌抗炎因子，清除细胞碎片，促进血管生成以及损

伤周围神经的修复，起到保护作用。在出现缺血性

脑卒中后，小胶质细胞早期表现出保护性的 Ｍ２ 表
型，然后在后期逐渐过渡到与神经损伤相关的更经

典激活的 Ｍ１ 表型，这种转变表明，小胶质细胞在脑
卒中后不同阶段对损伤的反应可呈现动态变化。既

往的研究已经证实小胶质细胞通过某些信号通路的

转导，影响突触可塑性，参与患者的学习功能和认知

功能。例如，最近相关研究表明，ＡＭＰ 激活蛋白激
酶（ＡＭＰａｃｔｉｖａｔｅｄ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ｋｉｎａｓｅ，ＡＭＰＫ）和核因子
κＢ信号通路（ｎｕｃｌｅａｒ ｆａｃｔｏｒ ｋａｐｐａ Ｂ，ＮＦκＢ）在小胶
质细胞从促炎表型向抗炎表型的转变中起着至关重

要的作用［２６］。ＡＭＰＫ是一个丝氨酸 ／苏氨酸蛋白激
酶家族，调节细胞增殖和存活，参与了缺血引起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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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炎症［２７］。ＡＭＰＫ 通路被称为体内的中枢调节因
子［２８］，通过关闭能量消耗途径和磷酸化抗氧化转录

因子来刺激能力产生，从而维持代谢和细胞能量稳

态［２９］。Ｒｕｉ Ｄｏｎｇ等认为抑制 Ｍ１ 型和促进 Ｍ２ 型小
胶质细胞对神经损伤具有保护作用［３０］。ＡＭＰＫ 的
激活可以促进 Ｍ２ 型的转化，减少促炎因子的释放，
发挥其抗炎作用，这是因为 ＡＭＰＫ 是炎症和代谢途
径的重要调控分子，可以对其下游的信号通路产生

影响。ＮＦκＢ是一种经典的炎症反应信号通路，它
在调节中枢神经系统炎症和免疫方面有着重要的作

用。ＮＦκＢ几乎在所有的细胞中都可以表达，它在
小胶质细胞 Ｍ１ 型的激活中起着关键作用，是小胶
质细胞释放炎症细胞因子的活化剂。因此，抑制

ＮＦκＢ的激活可以促进 Ｍ１ 向 Ｍ２ 的转化。一般情
况下，ＮＦκＢ和 ＮＦκＢ抑制蛋白（ＩκＢ）结合停滞在
细胞质中，并且处于失活的状态。当 ＩκＢ 降解或磷
酸化后，其与 ＮＦκＢ 解离，ＮＦκＢ 转移到细胞核当
中，并启动下游的炎症因子参与基因转录，从而调节

炎症反应。ＮＦκＢ ／ Ｒｅｌ家族有 ５ 个成员：ｐ６５（ＲｅｌＡ ／
ＮＦκＢ３）、ｐ５０（ＮＦκｂ１）、ｐ５２（ＮＦκＢ２）、Ｒｅｌ（ｃＲｅｌ）
及 ＲｅｌＢ，其中和小胶质细胞活化密切相关的是 ｐ６５。
Ｚｈａｎｇ以及他的团队［３１］研究发现，脑缺血后孤核受

体 ＮＲ４Ａ１（ｎｕｃｌｅａｒ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 ｓｕｂｆａｍｉｌｙ ４，ｇｒｏｕｐ Ａ１）
在小胶质细胞中的表达明显增加，而 ＮＲ４Ａ１ 会直接
诱导 ＮＦκＢ ｐ６５ 的激活，促使小胶质细胞激活为 Ｍ１
型，导致炎症反应介导的神经损伤加重，然而在敲除

ＮＲ４Ａ１ 之后可以抑制 ＮＦκＢ ｐ６５ 的激活，诱导小胶
质细胞转化为 Ｍ２ 型，从而减轻了炎症反应介导的
神经损伤。此外，ＡＭＰＫ 激活后会降低 ＮＦκＢ ｐ６５
核转位的能力，从而发挥其神经保护作用。综上所

述，ＡＭＰＫ和 ＮＦκＢ通路的激活促进了小胶质细胞
Ｍ２ 极化，减少了脑卒中后的炎症反应，起到了防止
进一步炎症反应的作用。

目前越来越多的研究已经证实脂联素和 ＩＬ６
的水平变化可以作为 ＰＳＣＩ 患者认知功能的预测因
子，下面我们阐述了这两种炎症因子与卒中后认知

功能障碍之间的关系：ＩＬ６ 是一种最常见的促炎性
细胞因子，在中枢神经系统中，主要由两种细胞合成

和分泌：即星形胶质细胞和小胶质细胞，其本质是蛋

白质，分子量为 ２６ ｋＤ，由 １８４ 个氨基酸组成，是机
体中重要的炎症介质，具有很多生物学活性，参与机

体细胞免疫及炎症反应等过程。在正常大脑中，ＩＬ
６ 水平很低，但是在损伤、感染、脑卒中和炎症中会
出现表达上调，例如患者发生脑卒中时，小胶质细胞

在中枢神经系统中活化，然后释放大量的 ＩＬ６，损伤

神经通路，从而导致早期的神经功能损伤和认知障

碍［３２］。Ｎａｒａｓｉｍｈａｌｕ等的研究结果证实与脑卒中后
认知功能正常者相比，认知障碍患者的 ＩＬ６ 水平较
高，并证实其可以作为卒中后认知功能障碍患者的

预测因子［３３］。王凌雪等［３４］研究表明，认知功能障

碍较重的受试者伴有更高的 ＩＬ６ 水平，并证实其水
平与 ＭＯＣＡ 评分呈负相关，即 ＭＯＣＡ 的评分随着
ＩＬ６ 的水平升高而降低。此外，在国外的一项研究
中，作者纳入了 ９２ 例急性缺血性脑卒中患者，并检
测了其血清 ＩＬ６ 的水平，结果显示与 ＰＳＣＩ 患者相
比，卒中后非认知障碍患者血清中 ＩＬ６ 水平显著降
低［３５］。综上所述，ＩＬ６ 主要是通过损伤神经细胞、
破坏神经环路，从而导致患者认知功能障碍。因此，

我们可以通过其水平的高低来提前预测患者的认知

功能。

３　 细胞因子与卒中后认知功能障碍的关系
脂联素（ａｄｉｐｏｎｅｃｔｉｎ，ＡＰＮ）是由脂肪组织释放

的一种细胞因子，由 ２４４ 个氨基酸组成，在代谢调节
和炎症控制中具有重要作用，一开始人们对于 ＡＰＮ
的认识仅仅局限在其具有代谢的作用，但经过长时

间的研究发现，在人体的中枢神经系统当中存在着

ＡＰＮ的受体，即 ＡＰＮ 受体 １ 和 ＡＰＮ 受体 ２，受体 １
的主要作用是增加了胰岛素的敏感性，而受体 ２ 的
作用是可以抑制炎症反应和氧化应激来保护神经细

胞，所以它被人们认为是用于保护脑血管疾病的因

素［３６］。脂联素及其受体在大脑中大量表达，可能对

认知功能有重要的影响。研究发现，较高的脂联素

浓度与以下几点有关：即较低的血管性痴呆症的风

险、改善脑血管功能障碍和认知减退以及减轻神经

炎症的程度。此外，Ｌｉ 等回顾性分析了 ８０ 例缺血
性脑卒中患者脂联素水平与认知障碍发生的潜在关

系，研究结果表明缺血性脑卒中患者血清脂联素水

平对卒中后认知功能障碍有预测价值，并且可用于

指导治疗计划［３７］。李谦等［３８］纳入了 １４１ 例急性脑
卒中患者，并对其血清脂联素与认知功能之间的关

系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 ＰＳＣＩ 组的 ＡＰＮ 浓度与
ＰＳＮＣＩ组相比明显降低，他们同时证实了 ＡＰＮ 和认
知功能之间是呈正相关的，即 ＡＰＮ 的浓度升高，
ＭＯＣＡ的评分也越高，从而 ＰＳＣＩ的患病风险就会显
著降低。Ｇｉｌｂｅｒｔ［３９］和他的团队研究了关于 ６５ 岁以
上的老年人血清 ＡＰＮ的水平和认知障碍的关系，结
果表明 ＡＰＮ对于认知功能方面主要起到保护性的
作用。这一结果与 Ｃｅｚａｒｅｔｔｏ［４０］的研究结果一致。

Ｃ反应蛋白（Ｃｒｅａｃｔｉｏｎ ｐｒｏｔｅｉｎ，ＣＲＰ）是炎症反
应的一个敏感指标，在脑卒中急性期，机体内合成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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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ＣＲＰ，诱导内皮细胞的黏附分子的表达，导致血
管炎症的发生，从而使得脑组织损伤更加严重［４１］。

ＣＲＰ是一种血浆蛋白质，主要由人体的肝脏合成，
一直被认为是非特异性炎症反应生物标志物。一项

涉及 ５ ２６７ 例参与者的 １０ 年随访研究报告称，ＣＲＰ
水平与长期认知能力下降有关［４２］。有一些研究证

实 ＣＲＰ的高水平与痴呆风险和脑血管病风险增加
有关［４３］。在 Ｋｉｍ等发表的一篇文章中，结果显示与
非 ＰＳＣＩ组患者比较，ＣＲＰ 在 ＰＳＣＩ 组的水平明显升
高［４４］，这与我们未使用药物治疗时的结果是一致

的，我们的实验在此基础上予以依达拉奉右莰醇对

症处理后 ＣＲＰ水平较前明显降低，患者的认知功能
也有所改善。关韧［４５］认为与无认知功能障碍的患

者相比，ＰＳＣＩ 患者血清中 ＣＲＰ 的浓度是显著升高
的，并且笔者证实脑卒中后患者的 ＣＲＰ浓度与简易
精神状态评估量表（ＭＭＳＥ）的评分呈显著负相关，
这提示 ＣＲＰ 可以反应出 ＰＳＣＩ 患者受损的严重程
度。这其中的机制可能有几种可能：（１）ＣＲＰ 可以
激活机体的补体系统、降低一氧化氮的产生以及促

使平滑肌细胞的增生，导致内皮细胞的功能失调，改

变了大脑中的血管，从而破坏了大脑额叶的皮质下

环路的完整性，引起了认知障碍；（２）当大脑出现局
部的缺血时会引起大脑的病理改变，使机体释放

ＩＬ，从而进一步产生 ＣＲＰ；（３）ＣＲＰ 具有促炎性反应
的特征，会引起神经元的毒性作用，导致认知功能受

损程度的加重；（４）ＣＲＰ会抑制新生血管的形成，从
而阻碍了认知功能的恢复。一般情况下，机体出现

急性缺血性脑卒中后，ＣＲＰ 的水平会迅速升高，并
且其高低与病情的严重程度呈正相关，高水平的

ＣＲＰ对于神经功能的恶化以及不良的临床结局有
预测价值。孟林等［４６］的研究也证实随着 ＣＲＰ 浓度
的升高，认知功能障碍的风险也随之增加，认为其是

反应 ＰＳＣＩ 的敏感指标。Ａｌｅｘａｎｄｒｏｖａ 和 Ｄａｎｏｖｓｋａ
等［４７］的研究结果也表明 ＰＳＣＩ 患者中 ＣＲＰ 的水平
明显高于认知正常的患者，并且笔者还认为高水平

的 ＣＲＰ表达使认知能力下降的概率增加了 １８． ９％。
Ｉｒｉｍｉｅ 等表明［４８］根据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ＲＯＣ）
分析结果显示，ＣＲＰ 曲线下面积（ＡＵＣ）为 ７４． ８％，
预测认知预后不良的敏感性为 ７５． ６％，特异性为
８３． ３％。

因此，对于发生急性缺血性脑卒中的患者，我们

可以通过观察患者血清脂联素和 ＣＲＰ 的水平来提
前预测其认知功能。

４　 结论与展望
综上所述，ＰＳＣＩ 的早期筛查和识别，对患者早

期的干预有很大的意义。许多研究表明神经炎症反

应会加重脑卒中后患者的认知功能障碍，也有人通

过血清生物标志物来预测患者的认知功能，但关于

两者之间关系的研究仍然较少，因此，未来仍需要大

量的临床研究来探讨炎症反应与脑卒中后认知功能

障碍的关系。

　 　 利益冲突声明：所有作者均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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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

［参考文献］

［１］Ｃｈｅｎｇ ＹＷ，Ｃｈｉｕ ＭＪ，Ｃｈｅｎ ＹＦ，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ｒｉｓｋ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ｉｎ ｎｅｕｒｏｄｅ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ｖｅ ｄｉｓｏｒｄｅｒｓ：ｆｒｏｍ ｍｉｌｄ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ｉｍ
ｐａｉｒｍｅｎｔ ｔｏ Ａｌｚｈｅｉｍｅｒ＇ｓ ｄｉｓｅａｓｅ［Ｊ］． Ａｌｚｈｅｉｍｅｒ＇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 Ｔｈｅｒａ
ｐｙ，２０２０，１２（１）：９１．

［２］张　 红，解忠祥，车峰远． 炎症因素在血管性痴呆中的作用［Ｊ］．
中国老年学杂志，２０２２，４２（５）：１２３０１２３４．

［３］Ｌｅｅ ＫＰ，Ｃｈａｎｇ ＡＹＷ，Ｓｕｎｇ Ｐ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ｂｌｏｏｄ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ｂｌｏｏｄ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ｖａｒ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ｄ ｐｏｓｔｓｔｒｏｋｅ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ｉｍｐａｉｒｍｅｎｔ［Ｊ］．
Ｂｉｏ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ｓ，２０２１，９（７）：７７３．

［４］Ｏｈ Ｈ，Ｐａｒｋ Ｊ，Ｓｅｏ Ｗ． Ａ ２ｙｅａｒ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ｆｏｌｌｏｗｕｐ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ｅｍｐｏ
ｒ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ｐｏｓｔｓｔｒｏｋｅ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ｉｍｐａｉｒｍｅｎｔ［Ｊ］． Ｉｎｔ
Ｊ Ｎｕｒｓ Ｐｒａｃｔ，２０１８，２４（２）：ｅ１２６１８．

［５］王　 俊． 中国卒中后认知障碍防治研究专家共识［Ｊ］． 中国卒中
杂志，２０２０，１５（２）：１５８１６６．

［６］Ｍｉｊａｊｌｏｖｉ ＭＤ． Ｐｏｓｔｓｔｒｏｋｅ ｄｅｍｅｎｔｉａａ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ｒｅｖｉｅｗ［Ｊ］．
ＢＭＣ Ｍｅｄ，２０１７，１５（１）：１１．

［７］Ｂａｂａ ＳＳ，Ｙａｒｕｂｅ ＩＵ． Ｒａｉｓｅｄ ｈｉｇｈ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Ｃｒｅａｃｔｉｖｅ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ａｎｄ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ｉｍｐａｉｒｍｅｎｔ ａｍｏｎｇ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ｓｔｒｏｋｅ ｓｕｒｖｉｖｏｒｓ ｗｉｔｈ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ｔｈｒｅｅ ｍｏｎｔｈｓ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ｓｔｒｏｋｅ［Ｊ］． Ｊ Ｃｌｉｎ Ｎｅｕｒｏｓｃｉ，２０２１，８８：１９１
１９６．

［８］Ｊｏｋｉｎｅｎ Ｈ，Ｍｅｌｋａｓ Ｓ，Ｙｌｉｋｏｓｋｉ Ｒ，ｅｔ ａｌ． Ｐｏｓｔｓｔｒｏｋｅ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ｉｍｐａｉｒ
ｍｅｎｔ ｉｓ ｃｏｍｍｏｎ ｅｖｅｎ ａｆｔｅｒ ｓｕｃｃｅｓｓｆｕｌ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Ｊ］． Ｅｕｒ Ｊ
Ｎｅｕｒｏｌ，２０１５，２２（９）：１２８８９４．

［９］Ｌｕｇｔｍｅｉｊｅｒ Ｓ，Ｌａｍｍｅｒｓ ＮＡ，Ｈａａｎ ＥＨＦ，ｅｔ ａｌ． Ｐｏｓｔｓｔｒｏｋｅ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ｍｅｍｏｒｙ 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 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Ｊ］．
Ｎｅｕｒｏｐｓｙｃｈｏｌ Ｒｅｖ，２０２１，３１：２０２２１９．

［１０］刘　 娜，孟　 品，耿　 闪，等． 脑卒中后认知障碍患者蒙特利尔
认知评估量表变化特征及其与 ＴＯＡＳＴ亚型的关系［Ｊ］． 中华老
年心脑血管病杂志，２０１６，１８（４）：３４５３４８．

［１１］Ｓｈａ Ｓ，Ｔａｎ Ｊ，Ｍｉａｏ Ｙ，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ａｕｔｏｐｈａｇｙ ｉｎ ｈｙｐｏｘｉａｉｎ
ｄｕｃｅｄ ｎｅｕｒｏ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ｉｏｎ［Ｊ］． ＤＮＡ Ｃｅｌｌ Ｂｉｏｌ，２０２１，４０（６）：７３３
７３９．

［１２］Ｄｈａｐｏｌａ Ｒ，Ｈｏｔａ ＳＳ，Ｓａｒｍａ Ｐ，ｅｔ ａｌ． Ｒｅｃｅｎｔ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
ｐａｔｈｗａｙ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ｒａｐｅｕｔｉｃ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ｔａｒｇｅｔｉｎｇ ｎｅｕｒｏ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Ａｌｚｈｅｉｍｅｒ＇ｓ ｄｉｓｅａｓｅ［Ｊ］． Ｉｎｆｌａｍｍｏ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ｌｏｇｙ，２０２１，２９（６）：
１６６９１６８１．

［１３］Ｕｄｄｉｎ ＭＳ，Ｋａｂｉｒ ＭＴ，Ｍａｍｕｎ ＡＡ，ｅｔ ａｌ． 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ｐｐｒｏａ
ｃｈｅｓ ｔｏ ｍｉｔｉｇａｔｅ ｎｅｕｒｏ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Ａｌｚｈｅｉｍｅｒ＇ｓ ｄｉｓｅａｓｅ［Ｊ］． Ｉｎｔ
Ｉｍｍｕｎｏ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ｌ，２０２０，８４：１０６４７９．

［１４］Ｊｕｒｃａｕ Ａ，Ｓｉｍｉｏｎ Ａ． Ｎｅｕｒｏ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ｅｒｅｂｒａｌ ｉｓｃｈｅｍｉａ ａｎｄ ｉｓ
ｃｈｅｍｉａ ／ ｒｅｐｅｒｆｕｓｉｏｎ ｉｎｊｕｒｉｅｓ：ｆｒｏｍ ｐａｔｈｏ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ｙ ｔｏ ｔｈｅｒａｐｅｕｔｉｃ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Ｊ］． Ｉｎｔ Ｊ Ｍｏｌ Ｓｃｉ，２０２１，２３（１）：１４．

·０２６· Ｊ Ａｐｏｐｌｅｘｙ ａｎｄ Ｎｅｒｖｏｕｓ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Ｊｕｌｙ ２０２３，Ｖｏｌ ４０，Ｎｏ． ７



［１５］Ａｌｋｈａｌｉｌ Ｍ． Ａ ｐｒｏｍｉｓｉｎｇ ｔｏｏｌ ｔｏ ｔａｃｋｌｅ ｔｈｅ ｒｉｓｋ ｏｆ ｃｅｒｅｂｒａｌ 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ｄｉｓｅａｓｅ，ｔｈｅ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ｅ ｏｆ ｎｏｖｅｌ ｃａｒｏｔｉｄ ｗａｌｌ ｉｍａｇｉｎｇ［Ｊ］． Ｂｒａｉｎ
Ｃｉｒｃ，２０２０，６（２）：８１８６．

［１６］Ｆｉｄａｈｉｃ Ｍ，Ｊｅｌｉｃｉｃ Ｋａｄｉｃ Ａ，Ｒａｄｉｃ Ｍ，ｅｔ ａｌ． Ｃｅｌｅｃｏｘｉｂ ｆｏｒ ｒｈｅｕｍａ
ｔｏｉｄ ａｒｔｈｒｉｔｉｓ［Ｊ］． Ｃｏｃｈｒａｎｅ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Ｓｙｓｔ Ｒｅｖ，２０１７，６ （６）：
ＣＤ０１２０９５．

［１７］ＴａｈｓｉｌｉＦａｈａｄａｎ Ｐ，Ｆａｒｒｏｋｈ Ｓ，Ｇｅｏｃａｄｉｎ ＲＧ． Ｈｙｐｏｔｈｅｒｍｉａ ａｎｄ
ｂｒａｉｎ 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ｉｏｎ ａｆｔｅｒ ｃａｒｄｉａｃ ａｒｒｅｓｔ［Ｊ］． Ｂｒａｉｎ Ｃｉｒｃ，２０１８，４
（１）：１１３．

［１８］Ｅｓｅｎｗａ ＣＣ，Ｅｌｋｉｎｄ ＭＳ． 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 ｒｉｓｋ ｆａｃｔｏｒｓ，ｂｉｏｍａｒｋｅｒｓ ａｎｄ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ｔｈｅｒａｐｙ ｉｎ ｉｓｃｈａｅｍｉｃ ｓｔｒｏｋｅ［Ｊ］． Ｎａｔ Ｒｅｖ Ｎｅｕｒｏｌ，２０１６，
１２（１０）：５９４ － ６０４．

［１９］Ｌｉｎ Ｌ，Ｗａｎｇ Ｘ，Ｙｕ Ｚ． Ｉｓｃｈｅｍｉａｒｅｐｅｒｆｕｓｉｏｎ ｉｎｊｕｒｙ ｉｎ ｔｈｅ ｂｒａｉ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ａｎｄ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ｔｈｅｒａｐｅｕｔｉｃ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Ｊ］． Ｂｉｏｃｈｅｍ Ｐｈａｒ
ｍａｃｏｌ（Ｌｏｓ Ａｎｇｅｌ）． ２０１６，５（４）：２１３．

［２０］Ｔｉａｎ Ｚ，Ｊｉ Ｘ，Ｌｉｕ Ｊ． Ｎｅｕｒｏ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ｉｍｐａｉｒ
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ｄｅｍｅｎｔｉａ：ｃｕｒｒｅｎｔ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ａｄｖａｎｃｅｓ，ａｎｄ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Ｊ］．
Ｉｎｔ Ｊ Ｍｏｌ Ｓｃｉ． ２０２２，２３（１１）：６２２４．

［２１］左丽君，廖晓凌，李子孝，等． 卒中后认知功能障碍研究新进展
［Ｊ］． 中国卒中杂志，２０１７，１２（１０）：９６２９６７．

［２２］Ａｌｅｘａｎｄｒｏｖａ ＭＬ，Ｄａｎｏｖｓｋａ ＭＰ．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ｉｍｐａｉｒｍｅｎｔ ｏｎｅ ｙｅａｒ ａｆｔｅｒ
ｉｓｃｈｅｍｉｃ ｓｔｒｏｋｅ：ｐｒｅｄｉｃｔｏｒｓａｎｄ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ｏｆ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ｎｔｓ
［Ｊ］． Ｔｕｒｋ Ｊ Ｍｅｄ Ｓｃｉ． ２０１６，４６（５）：１３６６１３７３．

［２３］Ｃｕｉ Ｌ，Ｌｕ Ｐ，Ｌｉ Ｓ，ｅｔ 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ａｍｏｎｇ ｈｏｍｏｃｙｓｔｅｉｎｅ，ｉｎｆｌａｍ
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ｉｍｐａｉｒｍｅｎｔ ｉ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ａｃｕｔｅ ｉｓｃｈｅｍｉｃ
ｓｔｒｏｋｅ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ｉｅｎｔ ｉｓｃｈｅｍｉｃ ａｔｔａｃｋ［Ｊ］． Ｎｅｕｒｏｐｓｙｃｈｉａｔｒ Ｄｉｓ Ｔｒｅａｔ．
２０２１，１７：３６０７３６１６．

［２４］左洪州，褚　 ，唐　 玲，等． 脑卒中后认知障碍血液学生物标
志物的研究进展［Ｊ］． 中华神经医学杂志，２０２１，２０（４）：４１２
４１６．

［２５］Ｓｈｉ Ｋ，Ｔｉａｎ ＤＣ，Ｌｉ ＺＧ，ｅｔ ａｌ． Ｇｌｏｂａｌ ｂｒａｉｎ 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ｓｔｒｏｋｅ
［Ｊ］． Ｌａｎｃｅｔ Ｎｅｕｒｏｌ，２０１９，１８（１１）：１０５８１０６６．

［２６］Ｃｈｕ Ｘ，Ｃａｏ Ｌ，Ｙｕ Ｚ，ｅｔ ａｌ． Ｈｙｄｒｏｇｅｎｒｉｃｈ ｓａｌｉｎｅ ｐｒｏｍｏｔｅｓ ｍｉｃｒｏｇｌｉａ
Ｍ２ ｐｏ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ｍｅｄｉａｔｅｄ ｓｙｎａｐｓｅ ｌｏｓｓ ｔｏ ｒｅｓｔｏｒｅ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 ｄｅｆｉｃｉｔｓ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ｈｙｐｏｘｉａｉｓｃｈｅｍｉｃ ｉｎ ｎｅｏｎａｔａｌ ｍｉｃｅ ｖｉａ
ＡＭＰＫ 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Ｊ］． Ｊ Ｎｅｕｒｏ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ｉｏｎ，２０１９，１６（１）：１０４．

［２７］Ｙａｎｇ Ｓ，Ｗａｎｇ Ｈ，Ｙａｎｇ Ｙ，ｅｔ ａｌ． Ｂａｉｃａｌｅｉｎ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ｅｒ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ｓｕｂａ
ｃｕｔｅ ｐｈａｓｅ ａｍｅｌｉｏｒａｔｅｓ ｉｓｃｈｅｍｉａｒｅｐｅｒｆｕｓｉｏｎｉｎｄｕｃｅｄ ｂｒａｉｎ ｉｎｊｕｒｙ ｂｙ
ｒｅｄｕｃｉｎｇ ｎｅｕｒｏ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ｎｅｕｒｏｎａｌ ｄａｍａｇｅ ［Ｊ］． Ｂｉｏｍｅｄ
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ｔｈｅｒ，２０１９，１１７：１０９１０２．

［２８］Ｊｏｏ ＭＳ，Ｋｉｍ ＷＤ，Ｌｅｅ ＫＹ，ｅｔ ａｌ． ＡＭＰＫ Ｆａｃｉｌｉｔａｔｅｓ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ａｃｃｕｍｕ
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ｒｆ２ ｂｙ 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ｙｌａｔｉｎｇ ａｔ ｓｅｒｉｎｅ ５５０［Ｊ］． Ｍｏｌ Ｃｅｌｌ Ｂｉｏｌ，
２０１６，３６（１４）：１９３１１９４２．

［２９］Ｇａｒｃｉａ Ｄ，Ｓｈａｗ ＲＪ． ＡＭＰＫ：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ｏｆ ｃｅｌｌｕｌａｒ ｅｎｅｒｇｙ ｓｅｎｓｉｎｇ
ａｎｄ 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ｃ ｂａｌａｎｃｅ［Ｊ］． Ｍｏｌ Ｃｅｌｌ，２０１７，６６（６）：
７８９８００．

［３０］Ｄｏｎｇ Ｒ，Ｈｕａｎｇ Ｒ，Ｗａｎｇ Ｊ，ｅｔ 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ｍｉｃｒｏｇｌｉａｌ 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ｏ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ｂｒａｉｎ ｉｎｊｕｒｙ ａｆｔｅｒ ｓｔｒｏｋｅ［Ｊ］． Ｆｒｏｎｔ Ｎｅｕｒｏｌ，２０２１，１２：
６２０９４８．

［３１］Ｚｈａｎｇ ＹＪ，Ｓｏｎｇ ＪＲ，Ｚｈａｏ ＭＪ． ＮＲ４Ａ１ ｒｅｇｕｌａｔｅｓ ｃｅｒｅｂｒａｌ ｉｓｃｈｅｍｉａｉｎ
ｄｕｃｅｄ ｂｒａｉｎ ｉｎｊｕｒｙ ｂｙ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ｎｇ ｎｅｕｒｏ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ｉｏｎ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ＮＦκＢ／ ｐ６５［Ｊ］． Ｂｉｏｃｈｅｍ Ｂｉｏｐｈｙｓ Ｒｅｓ Ｃｏｍｍｕｎ，２０１９，５１８（１）：５９
６５．

［３２］Ｆｒｙｓｈｏｖ ＨＭ，Ｂｊｒｎｅｒｅｍ ，Ｅｎｇｓｔａｄ Ｔ，ｅｔ ａｌ． Ｅｌｅｖａｔｅｄ 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
ｍａｒｋｅｒｓ ｐｒｅｄｉｃｔ 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ｉｓｃｈｅｍｉｃ ｓｔｒｏｋｅｓｕｒｖｉｖｏｒｓ：ａ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ｓｔｕｄｙ［Ｊ］． Ａｇｉｎｇ Ｃｌｉｎ Ｅｘｐ Ｒｅｓ，２０１７，
２９（３）：３７９３８５．

［３３］Ｎａｒａｓｉｍｈａｌｕ Ｋ，Ｌｅｅ Ｊ，Ｌｅｏｎｇ ＹＬ，ｅｔ ａｌ． 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 ｍａｒｋｅｒ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ｐｏｓｔ ｓｔｒｏｋｅ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ｄｅｃｌｉｎｅ［Ｊ］． Ｉｎｔ Ｊ Ｓｔｒｏｋｅ，
２０１５，１０（４）：５１３５１８．

［３４］王凌雪，李双阳，梁　 岚，等． 脑卒中患者认知功能情况及血管
性认知障碍的影响因素［Ｊ］． 临床神经病学杂志，２０１９，３２（５）：
３７６３８０．

［３５］Ｋｕｌｅｓｈ Ａ，Ｄｒｏｂａｋｈａ Ｖ，Ｋｕｋｌｉｎａ Ｅ，ｅｔ ａｌ． Ｃｙｔｏｋｉｎ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ｔｒａｃｔ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ｉｓｏｔｒｏｐｙ，ａｎｄ ｂｒａｉｎ ｍｏｒｐｈｏｍｅｔｒｙ ｉｎ ｐｏｓｔｓｔｒｏｋｅ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ｉｍｐａｉｒｍｅｎｔ［Ｊ］． Ｊ Ｓｔｒｏｋｅ Ｃｅｒｅｂｒｏｖａｓｃ Ｄｉｓ，２０１８，２７（７）：
１７５２１７５９．

［３６］Ｒｉｚｚｏ ＭＲ，Ｆａｓａｎｏ Ｒ，Ｐａｏｌｉｓｓｏ Ｇ． Ａｄｉｐｏｎｅｃｔｉｎ ａｎｄ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ｄｅｃｌｉｎｅ
［Ｊ］． Ｉｎｔ Ｊ Ｍｏｌ Ｓｃｉ，２０２０，２１（６）：２０１０．

［３７］Ｌｉ Ｚ，Ｚｈｕ Ｍ，Ｍｅｎｇ Ｃ，ｅｔ ａｌ．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ｖｅ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ｓｅｒｕｍ ａｄｉｐｏｎｅｃｔｉｎ
ａｎｄ ｈｅｍｏｇｌｏｂｉｎ ｌｅｖｅｌｓ ｆｏｒ 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ｉｍｐａｉｒｍｅｎｔ ｉｎ ｉｓｃｈｅｍｉｃ
ｓｔｒｏｋｅ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Ｊ］． Ｐａｋ Ｊ Ｍｅｄ Ｓｃｉ，２０２２，３８（３ＰａｒｔＩ）：７０５７１０．

［３８］李　 谦． 急性脑梗死患者血清 ＡＰＮ、ｓＣＤ４０Ｌ、Ｈｃｙ水平与认知功
能的研究［Ｄ］． 新乡医学院，２０２１．

［３９］Ｇｉｌｂｅｒｔ Ｔ，Ｒｏｃｈｅ Ｓ，Ｂｌｏｎｄ Ｅ，ｅｔ ａｌ．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ａｌ
ｌｅｐｔｉｎ ａｎｄ ａｄｉｐｏｎｅｃｔｉｎ ｌｅｖｅｌｓ ａｎｄ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ｄｅｃｌｉｎｅ ｉ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ｎｅｕｒｏ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ｄｉｓｏｒｄｅｒｓ ≥６５ ｙｅａｒｓ［Ｊ］． Ｊ Ａｌｚｈｅｉｍｅｒｓ Ｄｉｓ，２０１８，６６
（３）：１２５５１２６４．

［４０］Ｃｅｚａｒｅｔｔｏ Ａ，Ｓｕｅｍｏｔｏ ＣＫ，Ｂｅｎｓｅｎｏｒ Ｉ，ｅｔ ａｌ．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ｄｉｐｏｎｅ
ｃｔｉｎ ｗｉｔｈ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ｐｒｅｃｅｄｅｓ ｏｖｅｒｔ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ｂｒａｚｉｌｉａｎ
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ｉｎ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ａｄｕｌｔ ｈｅａｌｔｈ：ＥＬＳＡ［Ｊ］． Ｄｉａｂｅｔｏｌ Ｍｅｔａｂ Ｓｙｎ
ｄｒ，２０１８，１０：５４．

［４１］Ｌｙｕ Ｊ，Ｘｉｅ Ｙ，Ｓｕｎ Ｍ，ｅｔ ａｌ． 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ａｎｄ ｓａｆｅｔｙ ｏｆ ｘｕｅｓｈｕａｎｔｏｎｇ ｉｎ
ｊｅｃｔｉｏｎ ｏｎ ａｃｕｔｅ ｃｅｒｅｂｒａｌ ｉｎｆａｒｃｔｉｏｎ：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ＧＲＡＤＥ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Ｊ］． Ｆｒｏｎｔ 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ｌ，２０２０，１１：８２２．

［４２］Ｚｈｅｎｇ Ｆ，Ｘｉｅ Ｗ． Ｈｉｇｈ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Ｃｒｅａｃｔｉｖｅ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ａｎｄ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ｄｅｃｌｉｎｅ：ｔｈｅ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ｉｎ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ａｇｅｉｎｇ［Ｊ］． Ｐｓｙｃｈｏｌ Ｍｅｄ，
２０１８，４８（８）：１３８１１３８９．

［４３］Ｚｈａｎｇ Ｘ，Ｂｉ Ｘ． Ｐｏｓｔｓｔｒｏｋｅ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ｉｍｐａｉｒｍｅｎｔ：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ｆｏｃｕｓｉｎｇ
ｏｎ 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 ｂｉｏｍａｒｋｅｒｓ［Ｊ］． Ｊ Ｍｏｌ Ｎｅｕｒｏｓｃｉ，２０２０，７０（８）：１２４４
１２５４．

［４４］Ｋｉｍ ＫＹ，Ｓｈｉｎ ＫＹ，Ｃｈａｎｇ ＫＡ．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ｂｉｏｍａｒｋｅｒｓ ｆｏｒ ｐｏｓｔｓｔｒｏｋｅ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ｉｍｐａｉｒｍｅｎｔ：ａ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ａｎｄ 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Ｊ］． Ｉｎｔ
Ｊ Ｍｏｌ Ｓｃｉ，２０２２，２３（２）：６０２．

［４５］关　 韧． 西酞普兰和血清 ＮＳＥ、ＣＲＰ对脑卒中后认知功能障碍
影响［Ｊ］． 脑与神经疾病杂志，２０１６，２４（１０）：６３１６３５．

［４６］孟　 林，刘蔚玲，孙园． 血浆白蛋白球蛋白和 Ｃ 反应蛋白水
平与急性缺血性脑卒中后认知功能障碍的关系［Ｊ］． 山西医药
杂志，２０２１，５０（９）：１４７４１４７７．

［４７］Ａｌｅｘａｎｄｒｏｖａ ＭＬ，Ｄａｎｏｖｓｋａ ＭＰ．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ｉｍｐａｉｒｍｅｎｔ ｏｎｅ ｙｅａｒ ａｆｔｅｒ
ｉｓｃｈｅｍｉｃ ｓｔｒｏｋｅ：ｐｒｅｄｉｃｔｏｒｓａｎｄ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ｏｆ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ｎｔｓ
［Ｊ］． Ｔｕｒｋ Ｊ Ｍｅｄ Ｓｃｉ，２０１６，４６（５）：１３６６１３７３．

［４８］Ｉｒｉｍｉｅ ＣＡ，Ｖａｒｃｉｕ Ｍ，Ｉｒｉｍｉｅ Ｍ，ｅｔ ａｌ． Ｃｒｅａｃｔｉｖｅ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ａｎｄ Ｔ３：
ｎｅｗ ｐｒｏｇｎｏｓｔｉｃ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ｉｎ ａｃｕｔｅ ｉｓｃｈｅｍｉｃ ｓｔｒｏｋｅ［Ｊ］． Ｊ Ｓｔｒｏｋｅ Ｃｅｒｅ
ｂｒｏｖａｓｃ Ｄｉｓ，２０１８，２７（１０）：２７３１２７３７．

引证本文：高　 兴，卢燕婉． 炎症反应在卒中后认知功能障碍患者中
的研究进展［Ｊ］． 中风与神经疾病杂志，２０２３，４０（７）：６１７６２１

·１２６·中风与神经疾病杂志　 ２０２３ 年 ７ 月　 第 ４０ 卷　 第 ７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