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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型钠尿肽又名脑钠肽$

R2+

&主要在心室表达#同时亦存

在于脑组织#具有扩张血管+拮抗肾素
!

血管紧张素
!

醛固酮系

统+抑制交感神经活性等作用)

"

*

#从而起到利钠+利尿及降低血

压的作用,

R2+

具有抑制成纤维细胞增生的作用#且在心肌

重构中发挥局部作用,另外在心室功能不全时#

R2+

由心肌

扩张而快速合成#并且释放入血#因此其是判断心力衰竭及其

严重程度的理想预测标志物,

R2+

不仅已被广泛用于心力衰

竭的诊断+鉴别诊断及预后评估#而且在心力衰竭的治疗方面

也具有巨大的潜力,

$

!

R2+

在疾病诊断中的应用价值

R2+

是一个较可靠的心力衰竭的诊断指标#其阴性预测

值很高,若
R2+

水平正常则可以排除心力衰竭的存在#有资

料显示当
R2+

浓度在
&';

F

"

P

以下时#心力衰竭的阴性预测

值为
7&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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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力衰竭的诊断
!

虽然心力衰竭时患者有多种指标升

高#但是
/58<BBAB

F

等)

$

*研究表明#

R2+

是反应左室舒张末期

容积+左室收缩末期容积和左室射血分数最强的独立指标,之

前
R2+

检测广泛用于各类心力衰竭的诊断,

$%$%$

!

R2+

对老年舒张性心力衰竭的诊断价值
!

R2+

能反

应老年舒张性心力衰竭$

.aO

&的严重程度#可作为诊断早期

.aO

的参考指标,近期国内研究表明#

.aO

患者
R2+

与醛

固酮$

3P.

&浓度高于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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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型糖尿病舒张性心功能不全的诊断
!

R2+

是诊断
#

型糖尿病心脏舒张功能不全的良好生物化学指标,

\9AB

F

<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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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究中发现#

R2+

血浆浓度增加的绝对值虽然较小#但

其百分率增加较高#进一步说明血浆
R2+

作为心力衰竭标志

物较心房钠尿肽灵敏,

$%$%'

!

儿童肺炎心力衰竭的诊断价值
!

R2+

可作为儿童肺

炎心力衰竭的客观而可靠的指标,徐强等)

(

*将
(&

例肺炎伴有

呼吸困难的患儿分为
$

组#轻型肺炎组$

#'

例&+重症肺炎无器

质性心脏病组$

#'

例&和重症肺炎合并器质性心脏病组$

#&

例&,分别设
"&

例健康门诊患儿作对照#并采用酶联免疫吸附

法测定血清
R2+

水平#结果
)

组对象的
R2+

水平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

$

'%'&

&#血清
R2+

水平可反映肺炎患儿心功能

变化,

$%$%1

!

老年患者重症监护病房$

,̂b

&综合征合并急性心功能

不全的诊断价值
!

血浆
R2+

水平对老年患者
,̂b

综合征合

并急性心力衰竭有着重要的诊断价值,刘泽等)

*

*对
"1*

例

,̂b

的老年患者分组研究结果显示#

,̂b

综合征合并急性心力

衰竭组老年患者的血浆
R2+

水平#与对照组及单纯
,̂b

综合

征组相比明显增高$

/

$

'%'"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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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2+

对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

&合并不同心功能不

全的诊断价值
!

血浆
R2+

检测有助于诊断
,]+.

患者是否合

并心功能不全#且血浆
R2+

值增高程度与心功能不全的类型

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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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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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

3,4

&的诊断
!

#"

世纪以来#许多

临床试验证明了
R2+

能为房间隔缺损患者提供重要的预后信

息#目前
R2+

检测已被临床广泛用于
3,4

的风险分层和预后

评估,马晶茹等将
1'

例
3,4

患者分为急性心肌梗死组和不

稳定性心绞痛组#分别测定症状发作
'%&

+

#

+

(

+

#)@

后的血

R2+

浓度#并与健康对照组比较#发现血浆
R2+

水平与
3,4

呈显著正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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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心率失常的诊断
!

肺心病患者血浆
R2+

升高水平与心

率失常发生率呈正相关,国内资料表明窦性心动过速患者血

R2+

水平与心率呈正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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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机制

可能和
R2+

的生理特性相关,

$%1

!

原发性高血压的诊断
!

血清
R2+

水平变化可作为高血

压及左室肥厚监测的重要指标,张述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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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表明#原发

性高血压患者血清
R2+

水平与平均动脉压+左室射血分数+

0

"

3

均呈显著正相关$

/

$

'%'&

&#且高血压伴左室肥厚的患者

血清
R2+

明显高于无肥厚者$

/

$

'%'"

&,

$%2

!

,]+.

的诊断价值
!

梁剑等)

"#

*通过对
""#

例住院的

,]+.

患者研究发现#

,]+.

合并肺心病急性加重期患者血浆

R2+

水平显著高于未合并肺心病者$

/

$

'%'"

&#且
,]+.

急性

发作期患者#血浆
R2+

含量显著高于临床缓解期患者$

/

$

'%'"

&#二者血浆
R2+

水平显著高于健康对照人群$

/

$

'%'"

&,

$%)

!

急性肺栓塞的诊断
!

血浆
R2+

检测可用于急性肺栓塞

的早期诊断,临床资料显示#

R2+

和
.!

二聚体联合检测#对急

性肺栓塞患者能够有效的缩短确诊时间#改善临床症状#降低

病死率)

"$

*

,此外#血
R2+

水平变化#在急性脑梗死+甲状腺功

能亢进及急性前壁心肌梗死的早期诊断中也具有一定的临床

参考价值,

/

!

R2+

在疾病鉴别诊断中的价值

在临床血
R2+

快速检测不仅可用于心源性和肺源性呼吸

困难的鉴别诊断#而且可以用于急性胸痛的鉴别诊断,

/%$

!

R2+

对心源性呼吸困难和肺源性呼吸困难的鉴别诊断

价值
!

汤旭惠等)

")

*研究结果表明#心源性呼吸困难组
R2+

浓

度$

*71i$()

&

B

F

"

P

明显高于肺源性呼吸困难组$

&(i#$

&

B

F

"

P

$

/

$

'%'"

&,所以血浆
R2+

浓度测定在鉴别心源性和肺源性

呼吸困难方面#提供了快捷+准确的判断依据,

/%/

!

R2+

对急性胸痛的鉴别诊断价值
!

血浆
R2+

水平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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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作为胸痛的鉴别诊断#并对冠心病进行危险分层的常规生物

化学指标,陈小亮等)

"&

*研究结果表明冠心病组
R2+

浓度水

平明显高于冠状动脉造影正常组$

/

$

'%'"

&,

'

!

R2+

在疾病预后中的应用价值

血
R2+

浓度检测在血糖异常孕妇胎儿的心功能评价+急

性前壁心肌梗死及心力衰竭预后等方面有良好的临床应用

价值,

'%$

!

R2+

在血糖异常孕妇胎儿心功能评价中的应用价

值
!

据有关资料表明#妊娠期高血糖时胎儿脐血
R2+

水平明

显升高#并与临床上血糖控制情况及超声心动功能变化一致#

它可能反映了高血糖妊娠对胎儿心功能的潜在损害#良好的控

制血糖可减轻高血糖对胎儿心功能的影响)

"(

*

,所以检测脐血

R2+

浓度#可作为血糖异常孕妇胎儿心功能评价的可靠生物

化学指标,

'%/

!

R2+

在急性心肌梗死预后中的应用价值
!

血浆
R2+

检

测可作为急性前壁心肌梗死预后的参考指标之一,王萍等研

究发现#急性前壁心肌梗死患者第
$

天和第
*

天的
R2+

浓度

显著高于入院即刻的
R2+

浓度#且第
*

天的
R2+

浓度与肌钙

蛋白
^

的峰值呈正相关,

'%'

!

R2+

在慢性心力衰竭预后中的应用价值
!

血清
R2+

水

平检测可用于对慢性充血性心力衰竭$

,aO

&患者进行心复

后#心脏事件再发生的预后分析及危险分层评估,

1

!

R2+

在疾病治疗和疗效检测中的应用价值

1%$

!

R2+

在心力衰竭治疗中的应用价值
!

R2+

的作用不依

赖于肾上腺素
R

受体#它不会引起血压和心率的上升#不会加

重心肌负担,其可协调舒张动脉和静脉#同时降低心脏的前后

负荷#增加肾血流量#改善水钠潴留情况#降低冠状动脉阻力#

利于心肌的血流灌注#但是以
R2+

为主的治疗疗效不如
R!

受

体阻断剂,

1%/

!

R2+

在疗效检测中的应用价值
!

现今国内外大量资料

表明#

R2+

在左室功能障碍治疗中可用于对药物的选择及疗

效检测,

QE5D8?@

等将一些使用血管紧张素转化酶抑制剂

$

3,0̂

&的慢性心力衰竭患者分为
R2+

组和临床组#两组均继

续使用先前的
3,0̂

#但前者根据血浆
R2+

水平给予剂量上的

相应增减#与后者采用经典的
3,0̂

治疗方案比较#前者效果

优于后者#且
R2+

明显减慢心率及平均动脉压,

2

!

结
!!

论

R2+

是由心脑分泌的一种含
$#

个氨基酸的多肽激素之

一#其于
"711

年由日本的
4ED8@

从猪脑中分离出来#后来又在

人的心脏中分离纯化出#且发现心室分泌量高于脑,

R2+

用快速荧光免疫法+免疫化学发光分析法或酶联免

疫吸附法检测判断值为
R2+

%

"''

GF

"

P

#非
,aO

患者
R2+

平

均水平为
"""

GF

"

P

#总的急性充血性心力衰竭
R2+

水平为

(*&

GF

"

P

#心功能
"

级患者
R2+

平均水平
#))

GF

"

P

#心功能
#

级患者
R2+

平均水平为
$17

GF

"

P

#心功能
$

级患者
R2+

平均

水平
()'

GF

"

P

#心功能
)

级患者
R2+

平均水平为
1"*

GF

"

P

,

R2+

与
R

型氨基端钠尿肽原$

2M!

G

58R2+

&具有相似的生

理作用#促进尿和尿钠的排泄及血管扩张#两者都能作为心力

衰竭的标志#但是不可相互替换#亦无需同时检测,

R2+

的半

衰期短于
2M!

G

58R2+

#

R2+

是活性激素#而
2M!

G

58R2+

为非

活动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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