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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检测急性心肌梗死"

+S(

$患者血浆中
R

型利钠肽"

RN*

$%

7

反应蛋白"

7]*

$和同型半胱氨酸

"

TK

J

$水平的变化!探讨三者在
+S(

患者的诊断及随访观察其预后情况中的意义&方法
!

采用免疫化学发光法测

定
/'

例健康者和
&#

例
+S(

患者的血浆
RN*

%

TK

J

浓度!采用免疫透射比浊法测定
7]*

&并对
+S(

患者在住院期

间及随后进行随访!观察其预后状况&结果
!

+S(

患者发作期血浆
RN*

浓度"

#&,/%5$0#'',%/'

$

4

2

'

)

!明显高

于对照组的"

&5%#,0$5%.$

$

4

2

'

)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7]*

水平较对照组明显增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而
TK

J

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随访
&#

例
+S(

患者结果发现!发生心血

管病事件组血浆
RN*

%

7]*

%

TK

J

浓度明显高于未发生心血管病事件组!二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结论
!

RN*

浓度在
+S(

后迅速大幅度升高!

7]*

%

TK

J

明显高于对照组!

RN*

%

7]*

和
TK

J

,

项均参与了
+S(

的发

病过程!并可预测患者的远期心功能恢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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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型利钠肽$

RN*

&是一种由心室肌细胞分泌的激素#心肌

缺血-坏死-损伤-心室壁张力和压力过重等刺激
RN*

合成和

分泌#随后释放入外周血液中#使患者血液中
RN*

浓度显著升

高+

#

,

*因此#

RN*

可作为判断急性心肌梗死$

+S(

&患者心肌

损伤的指标*

7

反应蛋白$

7]*

&是由肝脏合成的一种敏感的

急性时相蛋白#在炎症-创伤时会明显升高#对心肌损伤的早期

诊断和预后有一定的临床价值+

$

,

*同型半胱氨酸$

TK

J

&可能

通过多方面的致病机制诱发凝血酶的产生及血小板聚集等#从

而促进动脉粥样硬化型血栓形成+

,

,

*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

#

&

+S(

组!

$''5

年
"

月至
$'#'

年
,

月入院

的
+S(

患者
&#

例#其中男
/&

例#女
"

例*

+S(

的诊断标准!

-

胸痛持续
,'3<4

以上%

.

肌酸激酶同工酶或肌钙蛋白
*

阳

性%

/

心电图
$

个或
$

个以上相邻肢体导联抬高大于
#33

或

胸导联大于
$33

*上述
,

个条件符合
$

个或
$

个以上均可诊

断为
+S(

*$

$

&对照组!选择体检者
/'

例作为对照组#其中男

$"

例#女
#/

例#均无心脏及肾脏疾病*$

,

&随访对象!对以上

&#

例
+S(

患者预后进行随访#其中发生心血管病事件者
#.

例#未发生心血管病事件者
,$

例*

$%/

!

标本采集
!

所有
+S(

患者于发病后
$/

"

."B

内清晨静

脉采血
,3)

#

$B

内离心#吸取血清检测*随访中发生心血管

事件者在
$/

"

."B

静脉采血
,3)

*

$%'

!

方法
!

RN*

-

TK

J

测定采用免疫化学发光法#仪器为西

门子公司的
+6W(+7>4@ADC7*

#试剂为西门子公司提供的仪

器配套试剂*

7]*

测定采用免疫透射比浊法#仪器为日立

-#-'+

生化分析仪*

$%1

!

统计学方法
!

采用
O*OO##%&

统计软件进行分析#所有

实验数据以
T0H

表示#两组间均数比较采用
>

检验*

/

!

结
!!

果

/%$

!

+S(

组与对照组的
RN*

-

7]*

和
TK

J

浓度比较
!

见

表
#

*由表
#

可见#

+S(

组
RN*

浓度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

$

'%'#

&*

7]*

-

TK

J

水平较对照组明显增高#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表
#

!

两组
RN*

%

7]*

和
TK

J

浓度比较

组别
+ RN*

$

12

"

3)

&

7]*

$

3

2

"

)

&

TK

J

$

'

3;E

"

)

&

+S(

组
&# #&,/%5'0#'',%/' $5%/'0.%#$ ,$%.'0#'%"$

对照组
/' &5%#,0$5%.$ ,%'"0$%$&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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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访情况
!

心血管病事件组与未发生心血管病事件组

RN*

-

7]*

和
TK

J

浓度比较
!

见表
$

*由表
$

可见#心血管病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5

卷第
$$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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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5

!

N;%$$



事件组血浆
RN*

-

7]*

-

TK

J

浓度明显高于未发生事件组#二

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表
$

!

两组
RN*

%

7]*

和
TK

J

浓度比较

组别
+ RN*

$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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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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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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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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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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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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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血管病事件组
#.#/-"%#50./&%&# $.%-'05%', ,'%#'0##%,

未发生事件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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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

论

由表
#

可见#

+S(

组与对照组
RN*

水平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

$

'%'#

&*

RN*

水平的升高可反映左心室舒张末压的升

高#不论是收缩功能不全和舒张功能减低引起的心力衰竭均有

此改变#对于心力衰竭的诊断有很大的意义+

/

,

*

RN*

的分泌

增加主要集中在梗死与非梗死区域交界的边缘地带#此处室壁

机械张力最大#因此
RN*

可准确反映梗死局部室壁张力的变

化#而张力又受到梗死面积-左心室形态改变-心肌机械应力等

因素影响*因此#对心肌梗死后患者测量血浆
RN*

可以同时

预测梗死区大小及左心室功能+

&

,

*

+S(

患者血浆中
7]*

-

TK

J

水平比对照组明显增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S(

患者不稳定型斑块处的单核细胞因子激活凝血过程#且

刺激
7]*

大量产生并释放到外周*另外#坏死的心肌亦可触

发
7]*

急性反应#导致血液
7]*

增高+

"

,

*

TK

J

参与了血管内

皮毒性作用#使平滑肌细胞增殖及凝血机制改变#极易诱发心

脑血管疾病+

-

,

*

+S(

的预后一直是备受关注的问题#如何在早期识别高危

患者#进而采取积极的干预措施使患者获得更好的预后显得尤

为重要*

+S(

组中
&#

例患者在住院期间及随后的随访中#包括

死亡-心力衰竭-休克-心律失常-心绞痛#共有
#.

例患者发生心

血管事件#发生者在
$/

"

."B

内测定的
RN*

-

7]*

-

TK

J

浓度明

显高于未发生者#二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综上所述#在对
+S(

患者的
,

项指标进行分析的过程中#

RN*

-

7]*

和
TK

J

的灵敏度均高#是反映病情变化较为理想的

指标*同时
RN*

可反映
+S(

患者远期心功能的恢复情况#并

作为观察疗效的重要参数*

7]*

在介入治疗组与普通治疗组

差异显著#为
+S(

早期干预提供依据*而
TK

J

参与了动脉粥

样硬化的全过程及
+S(

的发病过程+

5

,

#但具体机制有待进一

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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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污染-吸烟饮酒-营养缺乏及情志因素也有关+

-

,

*本组
/&#

例恶性肿瘤死亡患者中#胃癌-肺癌-肝癌患者居前
,

位#占恶

性肿瘤死亡人数的
5$%-#d

*因此#在肿瘤还不能得到根本治

愈的情况下#普及防癌知识尤为重要*而大力宣传戒烟-戒酒#

有效控制环境污染#保持良好的生态环境和生活习惯#是降低

肿瘤发病率和病死率的有效手段*其次#要进行肿瘤的早期普

查#早发现-早治疗#对延长癌症患者的生存寿命#降低病死率

具有重要作用*

'%2

!

损伤和中毒居死因构成的第
,

位#其中交通事故是最主

要原因#应加强人们的交通安全意识教育#加大交通法规的宣

传力度#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以减少交通事故的意外伤亡*其

次是意外跌伤#主要是老年人和建筑工地#应加强老年人的防

护和建筑行业的安全操作管理与宣传#提高自我保护和安全意

识十分重要*再是故意伤害事件#加强社会治安#严厉打击各

种犯罪行为#将犯罪事件发生率降到最低*同时#医院应重视

对创伤患者抢救时机的把握#争分夺秒地对患者进行救治#提

高抢救的成功率*

呼吸系统疾病-消化系统疾病分别居死因第
/

-

&

位#住院

患者的直接死亡原因分布集中在这
&

大疾病*

通过以上的分析和讨论#居民应当注意饮食和生活习惯*

改变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定期体检#积极预防#加强身体锻炼#

增强自身免疫力才能有效地防御疾病*本院应加快研究治疗

循环系统疾病-肿瘤方面的步伐#重点放在这
&

大系统疾病上#

提高医疗技术水平#最大限度地控制和降低疾病的病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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