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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人体心血管系统中矿化作用表现为含钙磷酸盐形成过程的钙化作用，常见的是瓣膜钙化和大动脉与冠状动
脉的血管钙化。本文主要简述人体心血管系统中钙化特征及其医学认识，旨在从矿物学与病理学交叉学科的角度，

研究心血管系统矿化作用特征与疾病诊疗间的关系，为心血管系统钙化的早期诊断与治疗开辟一条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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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物矿化作用是一种普遍的自然现象。由于对
其重要性认识的不断深入，在过去短短的 ２０多年
间，生物矿化作用已经蓬勃发展成为一个极具活力

的研究领域，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展（Ｍａｎｎ，
１９８３；ＬｏｗｅｎｓｔａｍａｎｄＷｅｉｎｅｒ，１９８９；ＳｉｍｋｉｓｓａｎｄＷｉｌ
ｂｕｒ，１９８９；Ｂｕｅｒｌｅｉｎ，２００１；Ｄｏｖｅｅｔａｌ．，２００３；崔福
斋，２００７）。作为在矿物与生命界面上的一个交叉
学科，生物矿化作用架起了生物学与地球科学之间

的桥梁。事实上，生命活动中矿化作用是联系有机

界和无机界的重要途径之一，开展生物矿化作用研

究，无疑能够提升对无机界与有机界交叉领域的认

识水平（鲁安怀，２００７）。

人体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有机系统，人体内的

矿化作用也是普遍存在的。人体中的矿化产物即人

体矿物，是人体本身与周围环境共同协调作用的结

果，它们的存在形式以及状态，对人类的自身健康具

有重要的影响。但是，当前人们对人体矿物的了解

还比较肤浅，对多数人体矿物的形成、生长机理以及

与疾病的关系尚不十分清楚。从这个角度而言，深

入研究病理性矿化产物的特征和矿化机理，不仅有

助于了解疾病的致病原因和发展过程，而且可以为

与矿化有关的疾病诊疗提供新方法和新技术（秦善

等，２０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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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体心血管系统中矿化作用，常表现为含钙磷
酸盐形成过程的钙化作用。本文从矿物学和病理学

角度，对人体心血管系统中矿化特征，尤其是含钙磷

酸盐矿物矿化作用的医学认识进行系统的论述，旨

在发展心血管系统矿化作用矿物学特征与疾病诊疗

关系的研究。

１　心血管系统中钙化作用的表现

人体心血管系统中的钙化主要包括瓣膜钙化和

动脉血管钙化（图１），后者包括大动脉钙化和冠状
动脉钙化（ｃｏｒｏｎａｒｙａｒｔｅｒｙｃａｌｃ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ＣＡＣ）。ＣＡＣ

与冠心病之间存在着有机联系，是判断冠状动脉粥

样硬化的可靠指标，检出 ＣＡＣ可以为早期诊断冠心
病和预测冠心病的发生提供一个可靠的依据，是目

前心血管领域研究的热点之一。

１．１　心脏瓣膜钙化作用
心脏瓣膜钙化作用是老年人心脏瓣膜退行性

病变的特征性改变，发病率随年龄增长而增加，在

老年人中发病率仅次于高血压、冠心病（Ｈｉｓａｒｅｔ
ａｌ．，２００２），是引起心力衰竭、心律失常、晕厥的重
要原因之一，多发生于主动脉瓣及二尖瓣，很少累

及右心瓣膜，可以单独存在，也可以和其他心血管

病并存。

图１　人体心血管系统中的钙化
Ｆｉｇ．１　Ｃａｌｃ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ｈｕｍａｎ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ｓｙｓｔｅｍ

Ａ—心脏剖面图，显示冠状动脉开口处和瓣膜（包括主动脉瓣和二尖瓣）钙化；Ｂ—心脏结构和主要大血管系统；Ｃ—主动脉剖开图，显示主动脉

内膜广泛的脂纹和粥样硬化斑块及与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相关的钙化

Ａ—ｓｅｃｔｉｏｎａｌｖｉｅｗｏｆｔｈｅｈｅａｒｔ，ｓｈｏｗｉｎｇｃａｌｃ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ｉｎｏｒｉｆｉｃｅｏｆｃｏｒｏｎａｒｙａｒｔｅｒｙａｎｄｖａｌｖｅｓ（ｃｏｍｐｏｓｅｄｏｆａｏｒｔｉｃｖａｌｖｅａｎｄｍｉｔｒａｌｖａｌｖｅ）；Ｂ—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ｏｆｔｈｅｈｅａｒｔａｎｄｔｈｅｍａｉｎｇｒｅａｔｖｅｓｓｅｌｓ；Ｃ—ｓｅｃｔｉｏｎａｌｖｉｅｗｏｆａｏｒｔａ，ｓｈｏｗｉｎｇｅｘｔｅｎｓｉｖｅｆａｔｔｙｓｔｒｅａｋｓ，ａｔｈｅｒｏｓｃｌｅｒｏｔｉｃｐｌａｑｕ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ｃａｌｃ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ｔｈｅｓｅｐｌａｑｕｅｓ

１．２　动脉血管钙化作用
动脉血管钙化作用是动脉粥样硬化、高血压、糖

尿病血管病变、血管损伤、慢性肾病和衰老等普遍存

在的病理表现（图２），属病理性钙化，主要表现为血
管壁僵硬度增加和顺应性降低。近年来的研究证实

动脉血管钙化的发生并非单纯钙磷的被动沉积，而

是一种类似于生理性矿化的主动的、可逆的、受到高

度调控的过程。其特征包括基质小泡的出现、细胞

内碱性磷酸酶活性增加、各种与骨分化相关蛋白的

出现以及血管细胞发生成骨细胞样表型的转化等。

根据发生的机制不同，动脉血管钙化可分为内膜钙

化和中膜钙化。内膜钙化如动脉粥样硬化性钙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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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膜钙化又称为 Ｍｏｎｃｋｅｒｂｅｒｇ’ｓ硬化，常见于糖尿
病、慢性肾功能衰竭及衰老的血管，独立于动脉粥样

硬化病变存在。一项大规模、多种族的人群筛查发

现，在 ４５岁以上的人中，三分之一存在血管钙化
（Ｂｉｌｄｅｔａｌ．，２００５）。临床研究和流行病学调查均显
示，钙化与动脉粥样硬化、糖尿病、心力衰竭等疾病

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

２　心血管系统中钙化作用病因

２．１　心脏瓣膜钙化作用病因研究现状
心脏瓣膜钙化病因目前尚不清楚，绝经后女性，

图２　人体心脏动脉钙化的组织学标本（据Ｄｏｈｅｒｔｙ等，２００４）
Ｆｉｇ．２　Ｈｉｓｔ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ｅｘａｍｐｌｅｓｏｆｈｕｍａｎａｒｔｅｒｉａｌｃａｌｃ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ｆｔｅｒＤｏｈｅｒｔｙｅｔａｌ．，２００４）

ａ—显示动脉中膜同心性钙化（ＶｅｒｈｏｅｆｆｖａｎＧｉｅｓｏｎ染色）；ｂ—发生于动脉中膜（Ｍ，红箭头）和内膜（Ｉ）斑块（Ｐ，黑箭头）中的钙化（蓝黑色区）；ｃ—ｂ图框
区的放大图（ＭａｃＮｅａｌ’ｓ四色染色法）；ｄ—显示中膜弹力纤维钙化和钙盐沉积，内膜并无明显斑块形成；ｅ—为图ｄ中框区的放大图；ｆ～ｈ—人内膜斑块

中形成的典型钙化（如ｇ图中箭头所示）（Ｇｏｌｄｎｅｒ’ｓＭａｓｓｏｎ三色染色法）；ｉ、ｊ—主要发生于内膜的环形钙化（ｖｏｎＫｏｓｓａ染色，钙为黑色）
ａ—ａｒｔｅｒｉｅｓｅｘｈｉｂｉｔｉｎｇ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ｉｃｍｅｄｉａｌａｒｔｅｒｉａｌｃａｌｃ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ＶｅｒｈｏｅｆｆｖａｎＧｉｅｓｏｎｓｔａｉｎ）；ｂ—ｃａｌｃ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ｂｌａｃｋ）ｉｎｔｈｅｍｅｄｉａ（ｒｅｄａｒｒｏｗ）ａｎｄｉｎ
ａｎｉｎｔｉｍａｌｐｌａｑｕｅ（ｂｌａｃｋａｒｒｏｗ）ｏｆａｎａｒｔｅｒｙ，ｔｈｅｂｏｘｅｄａｒｅａｉｎｐａｎｅｌｂｉｓｍａｇｎｉｆｉｅｄｉｎｐａｎｅｌｃ（Ｉ，ｉｎｔｉｍａ；Ｐ，ｐｌａｑｕｅ；Ｍ，ｍｅｄｉａ）；ｄａｎｄｅ—ｔｈｅｈｕ
ｍａｎａｒｔｅｒｉａｌ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ｓｈｏｗｎｉｎｐａｎｅｌｄ（ｗｉｔｈｂｏｘｅｄａｒｅａｅｎｌａｒｇｅｄｉｎｅ），ｗｈｉｃｈ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ｅｓｍｉｎ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ｅｄｉａｌｅｌａｓｔｉｃｆｉｂｅｒｓａｎｄａｒｅａｓｏｆ
ｌａｒｇｅｃａｌｃｉｕｍｄｅｐｏｓｉｔｓｉｎｔｈｅａｂｓｅｎｃｅｏｆ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ｉｎｔｉｍａｌｐｌａｑｕｅ；ｆ～ｈ—ｔｙｐｉｃａｌｗｅｌ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ｃａｌｃ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ｉｎｉｎｔｉｍａｌｈｕｍａｎｐｌａｑｕｅｓ（ｇ，
ａｒｒｏｗ，Ｇｏｌｄｎｅｒ’ｓＭａｓｓｏｎｔｒｉｃｈｒｏｍｅｓｔａｉｎｉｎｇ）；ｉａｎｄｊ—ｃｉｒｃｕｍ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ｃａｌｃ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ｌａｒｇｅｌｙｉｎｔｉｍａｌ（ｖｏｎＫｏｓｓａｓｔａｉｎ，ｃａｌｃｉｕｍｉｓｂｌａｃ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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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雌激素缺乏较易发生骨质疏松，造成骨钙异位沉

积而致瓣膜钙化，说明年龄及性别因素是心脏瓣膜

钙化不可逆转的危险因素。高血压患者高速血流冲

击瓣膜，引起组织变性、纤维组织增生、脂肪浸润或

引起胶原断裂形成间隙，有利于钙盐沉积，加速了钙

化的过程。压力的影响是瓣膜钙化的原因之一，这

可以解释为何左心瓣膜钙化的发生率明显高于右心

瓣膜。由于老年人维生素 Ｄ缺乏，甲状旁腺激素分
泌增加，钙离子从骨组织向软组织迁移，易形成瓣膜

钙化。另外，终末期肾病、钙磷代谢异常、内皮功能

障碍、代谢综合征等可能在瓣膜钙化过程中发挥作

用。Ｆｕｊｉｔａ（１９８５）和 Ｓｈｉｒａｋｉ等（１９８８）研究发现，
骨矿含量随年龄增加而减少，软组织钙沉着也随

之增加，钙从骨骼向软组织迁徙，因而提出“异位

钙化”学说。细胞凋亡、基质小泡、碱性磷酸酶、脂

质以及炎性细胞均参与其过程（刘丽，２００４）。还
有人提出瓣膜钙化并非被动形成，而是与大动脉

和周围的小动脉粥样硬化有类似的炎性反应，其

病变过程包括脂质沉积、巨噬细胞和淋巴细胞浸

润以及细胞基底膜的断裂破坏，是残存瓣膜或胶

原细胞分泌细胞外基质钙化沉积的结果（王士雯

等，２０００）。
２．２　动脉血管钙化作用病因研究现状

目前研究结果显示动脉血管钙化是一个多病

因、多途径的复杂过程，涉及多种机制，如调控血管

平滑肌细胞向成骨细胞／软骨细胞表型分化的因素
失衡、氧化应激、细胞凋亡等（ＳｏｎａｎｄＡｋｉｓｈｉｔａ，
２００７），研究者提出了骨形成蛋白调节学说、细胞控
制学说、凋亡体基质囊泡学说和氧化应激学说等多

种假说，但这些学说均不能完全说明血管细胞向骨

细胞表型转化的机制。

动脉血管钙化过程中存在平滑肌细胞表型的转

变（Ｉｙｅｍｅｒｅｅｔａｌ．，２００６），从主动脉壁培养的平滑肌
细胞具有表达软骨形成、平滑肌形成标记等多种潜

能。Ｂａｌｉｃａ等（１９９７）研究发现，培养的内膜平滑肌细
胞可部分出现钙化，当它们失去表达平滑肌特异标

记时就分化为成骨样细胞，这表明在钙化抑制因子

减少或刺激因子增加的情况下，部分平滑肌细胞转

变为成骨样细胞，从而完成了钙化过程中细胞表型

的转变。Ｗａｔｓｏｎ等（１９９４）研究发现两个促进动脉粥
样硬化的蛋白ＴＧＦβ１和２５羟基胆甾醇可以促进平
滑肌细胞在体外的钙化，同样，雌激素和血管内信号

分子ｃＡＭＰ和ＭＡＰ激酶可以促进钙化中的血管细胞

（ＣＶＣ）钙化；Ｎ３脂肪酸抑制 ＣＶＣ钙化，而 ｐ３８
ＭＡＰＫ和 ＰＰＡＲγ途径（Ａｂｅｄｉ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６）和瘦素
通过增加碱性磷酸酶活性促进成骨细胞分化和 ＣＶＣ
钙化。

Ｃｏｌｌｅｔｔ和 Ｃａｎｆｉｅｌｄ（２００５）新近提出了血管生成
和动脉血管钙化可能存在潜在关系的假说，他们认

为，在炎症信号的作用下，成骨信号或成骨前体细胞

可能通过侧枝血管转运到血管壁，侧枝血管允许多

能外膜成肌纤维细胞或周细胞进入粥样硬化内膜或

中膜并在骨形态发生蛋白（ＢＭＰｓ）和骨保护素（ｏｓｔｅｏ
ｐｒｏｔｅｇｒｉｎ，ＯＰＧ）等骨信号蛋白的作用下分化为成骨
样细胞。

体外培养的平滑肌细胞在暴露于高无机磷酸盐

的条件下也能够发生钙化并表达成骨样表型（Ｊｏｎｏｅｔ
ａｌ．，２０００）。高糖水平通过增加 Ｃｂｆａ１和 ＢＭＰ２表
达促进这一过程，而骨桥蛋白和无机焦磷酸盐（ＰＰｉ）
则可抑制这一过程。人类钙化斑块内发现的基质蛋

白（包括弹力蛋白前体、弹力蛋白降解产物和核心蛋

白多 糖）可 以 在 体 外 促 进 平 滑 肌 细 胞 钙 化

（Ｓｉｍｉｏｎｅｓｃｕｅｔａｌ．，２００５）。Ｂａｓａｌｙｇａ等（２００４）研究
发现外膜或中膜炎性细胞分泌的基质金属蛋白酶

（ＭＭＰ）可以引起中膜弹力蛋白的降解，其降解产物
释放后作为趋化因子再作用于炎症细胞，从而形成

了一个循环：ＭＭＰ介导弹力蛋白降解，炎症因子得到
补充，进一步有促进ＭＭＰ的分泌，抑制 ＭＭＰ的活性
可以中断这一循环并阻止炎症细胞的浸润。

２．３　冠状动脉血管钙化作用诊治意义
ＣＡＣ是冠状粥样硬化病变中一个有调控的主动

性过程，贯穿于粥样硬化的整个过程，对于冠心病的

诊治有重要的意义。

ＣＡＣ一般发生于血管壁有粥样硬化的病变处，
但冠状动脉钙化程度与动脉粥样硬化管腔狭窄严重

程度之间不一定呈线性关系，但两者之间又有一定

联系。Ｍａｕｔｅｒ等（１９９４）研究显示 ＣＡＣ积分诊断管
腔狭窄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均高，能预测冠状动脉狭

窄程度。Ｋｉｔａｍｕｒａ等（２００５）也认为冠状动脉钙化与
管腔狭窄的严重程度明显相关。林芙君等（２００７）研
究发现随着冠状动脉狭窄程度的增加，ＣＡＣ成分虽
有增高趋势，但差异并无统计学意义，提示ＣＡＣ积分
与冠状动脉狭窄程度并不一定呈平行关系。此外，

临床实践中冠脉 ＣＴ提示明显钙化的患者冠状动脉
造影正常的情况也不少见。虽然钙化与冠状动脉粥

样硬化狭窄的关系尚无定论，但多数研究发现钙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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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稳定斑块，减少斑块破裂而出现急性冠脉事件。

Ｂｏｓｔｒｏｍ（２００５）的研究就证实，钙化可以稳定斑块并
限制其生长。Ｂｅｃｋｍａｎ等（２００１）发现急性冠脉综合
征患者病变处钙化相对少见，从而证实了钙化稳定

斑块的作用。

新近一项大样本研究（Ｂｕｄｏｆｆｅｔａｌ．，２００７）显
示，冠状动脉钙化的检测对于心肌梗死、猝死等冠脉

事件的发生具有独立于传统危险因素的预测价值。

因而，冠状动脉钙化的检测就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目前应用最为普遍的是影像学方法（图３），包括电子

图３　通过不同成像技术所显示的心脏动脉钙化（据Ｄｏｈｅｒｔｙ等，２００４）
Ｆｉｇ．３　Ａｒｔｅｒｉａｌｃａｌｃ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ｓｄｅｔｅｃｔｅｄｂｙｖａｒｉｏｕｓｉｍａｇｉｎｇｍｏｄａｌｉｔｉｅｓ（ａｆｔｅｒＤｏｈｅｒｔｙｅｔａｌ．，２００４）

ａ～ｅ：血管内超声成像技术显示的冠状动脉；ａ—正常冠状动脉；ｂ—动脉粥样硬化的冠状动脉，但无钙化现象；ｃ—同动脉粥样硬化斑块（断线标

出的区域）相关的中度钙化（箭头）；ｄ、ｅ—重度钙化的冠状动脉；ｆ—尸检中的心脏成像，冠状动脉３个主要分支的近段明显钙化；ｇ～ｊ—ＣＴ等

更现代的成像技术所显示的动脉钙化；ｉ和ｊ—对钙化的动脉进行三维重建；ｋ～ｐ—体外放射成像分析显像技术显示的动脉钙化；ｋ—人动脉斑

块内的钙化，箭头分别指示动脉壁（上）、钙化区（中）和标本支架（下）；ｌ—隐静脉分流移植物，箭头指示为标本支架（上）、钙化区（中）和血管

壁（下）；ｍ～ｐ—同步加速器断层成像技术所显示的动脉钙化在立体三维结构上的差异；ｍ和ｏ中箭头指示血管管腔；ｎ和ｐ中箭头指示钙化区
ａ～ｅ— ｉｎｔｒａｖａｓｃｕｌａｒｕｌｔｒａｓｏｕｎｄｉｍａｇｅｓｏｆｈｕｍａｎｃｏｒｏｎａｒｙａｒｔｅｒｉｅｓ；ａ—ｎｏｒｍａｌａｒｔｅｒｙ；ｂ—ａｎａｔｈｅｒｏｓｃｌｅｒｏｔｉｃａｒｔｅｒｙｗｉｔｈｎｏｃａｌｃ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ｃ—ｍｏｄｅｒａｔｅｃａｌｃｉｆｉ
ｃａｔｉｏｎ（ａｒｒｏｗｓ）ｉｎ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ａｌａｒｇｅａｔｈｅｒｏｓｃｌｅｒｏｔｉｃｐｌａｑｕｅ（ｄａｓｈｅｄｒｅｄｒｅｇｉｏｎ）；ｄａｎｄｅ—ｈｅａｖｉｌｙｃａｌｃｉｆｉｅｄａｒｔｅｒｉａｌｐｌａｑｕｅ；ｆ—ａｒａｄｉｏｇｒａｐｈｏｆａｈｅａｒｔ
ｔａｋｅｎａｔａｕｔｏｐｓｙ，ｔｈｅｐｒｏｘｉｍａｌｓｅ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ａｌｌｔｈｒｅｅｍａｊｏｒｃｏｒｏｎａｒｙａｒｔｅｒｉｅｓａｒｅｏｕｔｌｉｎｅｄｂｙｃａｌｃ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ｇ～ｊ—ｍｏｒｅｍｏｄｅｒｎｒａｄｉ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ｉｍａｇ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ｓ
ｉｎｃｌｕｄｅＣＴ；ｉａｎｄｊ—ｔｈｒｅ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ｉｍａｇｅｓ；ｋ～ｐ—ａｒｔｅｒｉａｌｃａｌｃ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ｒｅｖｅａｌｅｄｂｙｉｎｖｉｔｒｏｒａｄｉ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ｉｍａｇ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ｓ；
ｋ—ａｒｔｅｒｉａｌｃａｌｃ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ｉｎｐｌａｑｕｅｓ，ｗｉｔｈａｒｒｏｗｓｉｎｄｉｃａｔｉｎｇｔｈｅａｒｔｅｒｉａｌｗａｌｌ（ｔｏｐａｒｒｏｗ），ｃａｌｃｉｕｍｄｅｐｏｓｉｔｓ（ｍｉｄｄｌｅａｒｒｏｗ），ａｎｄｔｈｅｓａｍｐｌｅｈｏｌｄｅｒ（ｂｏｔｔｏｍ
ａｒｒｏｗ）；ｌ—ａｓａｐｈｅｎｏｕｓｖｅｉｎｂｙｐａｓｓｇｒａｆｔ，ｗｉｔｈａｒｒｏｗｓｉｎｄｉｃａｔｉｎｇｔｈｅａｒｔｅｒｉａｌｗａｌｌ（ｂｏｔｔｏｍａｒｒｏｗ），ｃａｌｃｉｕｍｄｅｐｏｓｉｔｓ（ｍｉｄｄｌｅａｒｒｏｗ），ａｎｄｔｈｅｓａｍｐｌｅｈｏｌｄｅｒ
（ｔｏｐａｒｒｏｗ）；ｍ～ｐ—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ｖｏｌｕｍｅｔｒｉｃｔｈｒｅｅ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ｒｅｎｄｅｒ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ｓｗｉｔｈｓｙｎｃｈｒｏｔｒｏｎｔｏｍ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ｉｍａｇｅｓ，ｗｉｔｈａｒｒｏｗｓｉｎｄｉｃａｔｉｎｇｔｈｅｖｅｓｓｅｌ

ｌｕｍｅｎｉｎｍａｎｄｏａｎｄｃａｌｃｉｕｍｄｅｐｏｓｉｔｓｉｎｎａｎｄ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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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ＣＴ、多层螺旋 ＣＴ和血管内超声，其中以 ＣＴ应用
最为广泛，美国心脏病学会基金会（ＡＣＣＦ）和美国心
脏学会（ＡＨＡ）也介绍了通过ＣＴ检测冠状动脉钙化
积分在评估整体心血管危险和评价胸痛患者中的应

用（Ｇｒｅｅｎｌａｎｄｅｔａｌ．，２００７）。但目前ＣＴ检测钙化的
标准尚未完善，血管内超声价格昂贵，且不能很好定

位，都限制了其应用。反映钙化的血清学指标主要

是Ｃ反应蛋白（ＣＲＰ），但其并无特异性。

３　心血管系统中钙化作用与诊疗性研究

正是由于钙化作用导致的心血管系统疾病是常

见的临床疾病，并可能伴随有其他器官的病变，如心

瓣膜钙化经常见于肾病患者，血管钙化与动脉粥样

硬化、糖尿病、高血压和肾病都密切相关（Ｐｒｏｕｄｆｏｏｔ
ａｎｄＣａｔｈｅｒｉｎｅ，１９９８；ＪｅｚｉｏｒｓｋａａｎｄＭｃｃｏｌｌｕｍ，１９９８）。
显然，这类钙化作用都是对人体健康是有害的。需

要指出的是，关于心血管系统钙化的研究，目前主要

以生物医学为主，而从物相组成等矿物学角度的研

究还很薄弱。

矿物学方法初步研究结果表明，心脏瓣膜钙化

灶中的矿物相是一个含有多相磷酸钙的混合体系，

主要成分是磷酸八钙和碳羟磷灰石，矿物呈纳米柱

状晶簇或不规则团块状产出，且含有高达４．５％ 的
ＳｉＯ２杂质（Ｇｉｌｉｎｓｋａｙａｅｔａｌ．，２００３；Ｈｕｊａｉｒｉｅｔａｌ．，
２００４）。这些纳米尺度的磷酸盐矿物与骨骼和牙齿
中的碳羟磷灰石很类似，但对其集合体结构的了解

还不甚深入。而 ＣＡＣ的主要成分是羟磷灰石，病理
检查发现粥样硬化斑块中央为含有无定形胆固醇晶

体、羟磷灰石的坏死区（宋彬等，２０００）。
纳米细菌是最小的细胞壁细菌，近十几年来才

发现于人类的血液中（Ｔｅｄｅｓｈｉｅｔａｌ．，１９８９）。纳米
细菌的钙化可导致多种疾病的产生，包括血管钙化

和结石的产生，尤其是肾结石和胆结石，被认为是与

纳米细菌的钙化直接相关 （ＭｃＬａｕｇｈｌｉｎｅｔａｌ．，
２００２）。纳米细菌的钙化产物多为碳羟磷灰石，一般
而言其结晶程度较差，颗粒在纳米级别，很难识别其

单晶体形态。

当前有关人体内病理性钙化的研究表明，钙化

灶中的物质组成可能含有不同的钙质物相，病变的

不同阶段形成物相不同，如卵巢癌和甲状腺癌砂砾

体的研究表明，其内部是草酸钙或钙的氟化物，外层

则为碳羟磷灰石（杨若晨，２００８）。心血管钙化灶中，

其物相组成也不仅仅是简单的羟磷灰石，而是一个

多相混合体系。那么不同物相是否与疾病发展的不

同阶段有关？能否通过某种特定矿物相的辨识提示

早期病变，甚至揭示病因？这些都是值得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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