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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紹 
 

骨髓過氧化酵素 Myeloperoxidase 簡稱為 MPO，是含有血基質的過
氧化酵素，分子量為 150 kDa，主要儲存在嗜中性球的第一級顆粒
(primary granules)中，也有少量存在於單核球中及一些組織的巨噬細胞
中，最主要功能是負責第一線的免疫防禦。當有細菌侵犯人體時，嗜中
性球會吞噬細菌，將細菌包入 phagosome 中，並進行活化及去顆粒，此

時 MPO 會由第一級顆粒(primary granules)釋放至 phagosome 及細胞外，
MPO 主要可催化產生次氯酸(HOCl)、酪胺酸自由基(Tyrosyl radical)及活
性的氧化劑(reactive oxidant)，這些氧化劑可以有效殺死入侵細菌，因此
傳統上測量 MPO 的量可代表白血球的活化程度。 

最近幾年醫學界發現在一些慢性發炎疾病中，尤其是在血管內膜中
(intima)，MPO 產生的氧化物不但會殺死細菌，也會氧化血清中的低密
度脂蛋白(low-density lipoproteins)，而產生氧化型低密度脂蛋白(oxLDL),
如果這些 oxLDL 被巨噬細胞吞噬，就會形成泡沫細胞(foam cell)，進而
衍生為動脈粥狀硬化，而產生致命的心血管疾病。另一方面，過多且毒
性很強的自由基及次氯酸，會造成局部組織的氧化損傷或血管內皮細胞
功能不全，並刺激凝血機制,促進血栓形成。 

據最新的研究顯示，MPO 的濃度可當作預測心血管發生的一獨立
危險因子。2001 年 JAMA 上發表的一篇研究顯示，心臟動脈疾病的病
人，血液內的 MPO 活性明顯大於正常對照組；2003 年一篇在 Circulation

期刊上發表的論文，急性冠狀動脈症的病人，利用 MPO 作追蹤，結果
發現 MPO 的量，和病人再次發生心血管疾病的危險性成正向關係；2003

年 NEJM 的一篇論文也發現，篩檢胸痛病人的血漿 MPO 量，可以有效
預測未來半年內發生心肌梗塞的危險性 (發生率約為低 MPO 族群的
4.7 倍)，尤其是在 Troponin 還未升高的病人，MPO 的升高可有效輔助
CRP 及 Troponin 的不足。 

因此定期檢驗 MPO 的量將可了解體內發炎及氧化壓力的程度，並
有助於預防心血管疾病的發生。再利用改善飲食及生活習慣，降低氧化
壓力，及服用抗發炎的藥物以達到預防重於治療的效果。 

 
 

分析方法 
 

本檢驗方法主要是以三明治酵素免疫分析法(ELISA)來作定量偵

測。只需 5 uL 血漿。其靈敏度及準確度都符合臨床應用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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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判讀及意義 

因此我們根據名無特殊重大疾病的健康成年人的血漿為樣本，偵測其

MPO 值，將所有 MPO 值分成 4 等份(quartile)，當值落於 Quartile 1: <57.8 ng/mL

時分數為 4 分，當值落於 Quartile 2: 57.8~76.3 ng/mL 時分數為 3 分，當值落於

Quartile 3: 76.3~103.1 ng/mL 時分數為 2 分，當值落於 Quartile 4: >103.1 ng/mL

時分數為 1 分，此數值表示體內受氧化及發炎的情形.，分數低的人宜服用抗

發炎的藥物，吃綜合維他命或少抽菸量多喝綠茶等。建議 3 個月至半年應再測

一次，若能維持分數在 3 與 4 最理想。 
 

檢驗相關事項、採檢須知 

檢驗代號 L72-456 檢驗組別 生化組 

檢驗項目 Plasma MPO test 檢體種類 血漿 

血漿 MPO 檢驗 Heparin Plasma 

檢驗方法 ELISA 送檢時間 07:30~15:00/day 

採檢方式 5mL 綠頭迷彩管(不需禁食) 操作時間 收檢日隔日 

參考值  ng/mL 核發報告時間 操作日當天 

健保給付  自費費用   700 元 

臨床意義 

傳統上測量 MPO 的量代表白血球的活化程度，最近幾年醫學界開始研究 MPO

與發炎反應時所產生的氧化損傷之間的關係，結果發現 MPO 是發炎反應時，主
要催化產生組織氧化損傷物質的酵素，2001 年 JAMA 上發表的一篇研究顯示，
心臟動脈疾病的病人，循環內的 MPO 活性明顯大於正常對照組；2003 年一篇
在 Circulation 期刊上發表的論文，急性冠狀動脈症的病人，利用 MPO 作追蹤， 

結果發現MPO的量，和再次發生心血管疾病的危險性成正向關係；2003年NEJM

的一篇論文發現，篩檢胸痛病人的血漿 MPO 量，可以有效預測未來半年內發生
心肌梗塞的危險性，因此定期檢驗 MPO 的量將可了解體內發炎及氧化損傷的程
度,並有助於預防心血管疾病的發生。再利用改善飲食及生活習慣，降低氧化壓
力，及服用抗發炎的藥物以達到預防重於治療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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