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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钠肽在心血管及呼吸系统患者中的临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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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探讨临床中脑钠肽（ＢＮＰ）在心血管及呼吸系统疾病患者中的临床应用价值。方法　选取昌江

黎族自治县中西医结合医院２０１０年１月至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６０例心血管及呼吸系统疾病患者为研究组，并选取同期

６０例健康对象为对照组，对两组ＢＮＰ含量进行测定。结果　通过对两组数据比较，研究组ＢＮＰ含量为（８８３．３±

２６１．２）ｐｇ／ｍＬ，对照组ＢＮＰ含量为（５５．７±１６．１）ｐｇ／ｍＬ，研究组ＢＮＰ含量明显高于对照组ＢＮＰ含量，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犘＜０．０５）。心功能Ⅰ级患者ＢＮＰ含量为（２４１．７±１８１．５）ｐｇ／ｍＬ，心功能Ⅱ级患者ＢＮＰ含量为（７８１．３±

２３１．４）ｐｇ／ｍＬ，心功能Ⅲ级患者ＢＮＰ含量为（１０１２．４±３５３．８）ｐｇ／ｍＬ，心功能Ⅳ级患者ＢＮＰ含量为（１５１２．８±

５６５．８）ｐｇ／ｍＬ，心功能分级越高ＢＮＰ含量就越高，并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结论　临床中心血管及呼吸

系统疾病患者血浆中ＢＮＰ含量明显升高，可以作为临床中诊断该病的重要指标，并且其操作比较简单，临床中特异

性和灵敏度也比较高，在临床中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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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血管及呼吸系统疾病是临床中常见的疾病，在临床中具

有较高的发病率，严重影响患者身体健康。临床中如何有效诊

断该类疾病是医生们关注的重点，常见指标诊断效果并不是很

理想。随着临床中对该类疾病的诊断，脑钠肽（ＢＮＰ）在相关疾

病的临床中具有一定的作用［１］。作者结合自己多年的临床工

作经验，对心血管及呼吸系统疾病患者ＢＮＰ含量进行测定，探

讨其临床应用价值，现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本次研究选取昌江黎族自治县中西医结合医

院２０１０年１月至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６０例心血管及呼吸系统疾病

患者为研究组，并选取同期６０例健康对象为对照组。研究组

男３０例，女３０例，患者年龄１０～７８岁，平均（５５．２±２．３）岁。

高血压１５例，冠心病９例，心力衰竭８例，呼吸困难８例，慢性

阻塞性肺疾病９例，肺动脉高压５例，肺栓塞６例。心功能分

级：Ⅰ级患者１２例，Ⅱ级患者１５例，Ⅲ级患者２０例，Ⅳ级患者

１３例。对照组男３２例，女２８例，年龄２０～８０岁，平均（５６．１±

２．６）岁。研究组和对照组性别和年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犘＞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１．２　检测方法　本研究主要采取电化学发光免疫学法

（ＥＣＬＩＡ）对ＢＮＰ含量进行测定，主要是采取美国罗氏公司生

产的罗氏Ｐｒｏ脑钠肽检查试剂盒及配套试剂。两组对象均在

清晨采集空腹静脉采血３ｍＬ，不进行抗凝处理，然后给予离心

处理，其控制转速为３５００ｒ／ｍｉｎ，离心５ｍｉｎ，并去掉上清液，

留取下层血浆，将其置于－２０℃的环境下保存。最后依据

ＥＣＬＩＡ操作流程对ＢＮＰ进行检测
［２］。

１．３　统计学方法　此次研究的数据资料均采取ＳＰＳＳ１９．０统

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分析与处理，计量资料采取狓±狊表示，并采

取狋检验分析，多组间的数据比较采用ＳＮＫ．狇检验，以犘＜

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两组ＢＮＰ检测结果　通过对研究组和对照组ＢＮＰ检测

分析，研究组ＢＮＰ含量（８８３．３±２６１．２）ｐｇ／ｍＬ，明显高于对照

组的（５５．７±１６．１）ｐｇ／ｍＬ，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狋＝２３．５０２４，

犘＜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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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不同心功能分级患者ＢＮＰ检测结果　见表１。通过对

研究组中不同心功能分级患者ＢＮＰ检测分析，随着心功能分

级增加，其血浆中ＢＮＰ含量也增加。各级患者ＢＮＰ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犉＝２４．１４，犘＜０．０５）。

表１　不同心功能分级患者ＢＮＰ检测结果（狓±狊）

心功能分级 狀 ＢＮＰ（ｐｇ／ｍＬ）

Ⅰ级 １２ ２４１．７±１８１．５

Ⅱ级 １５ ７８１．３±２３１．４

Ⅲ级 ２０ １０１２．４±３５３．８

Ⅳ级 １３ １５１２．８±５６５．８

３　讨　　论

ＢＮＰ是一种内源性肽，并且广泛存在于人的心肌组织和

脑部以及精髓与垂体中。多数资料显示，血浆中ＢＮＰ含量明

显高于血清中，临床中常常通过检测血浆中ＢＮＰ含量进行判

断相关疾病，在临床中具有较高的应用价值［３］。

临床资料显示，由于各种心血管疾病的发病原因均有可能

导致心功能衰竭，临床中常规方法主要是通过彩超进行诊断，

但是并不能够很好地对早期心力衰竭患者进行诊断［４］。ＢＮＰ

由临床一种定量的方法进行测定，由于从患者心脏和心室压力

以及心脏负荷刺激而产生，进一步提示其与心力衰竭有密切联

系。临床中也有大量的资料显示，ＢＮＰ和心力衰竭之间存在

着密切的联系，并且随着心功能分级的增加，其含量也在不断

增加［５］。由此分析，临床中可依据其含量对心力衰竭疾病患者

进行诊断。呼吸困难也是心血管疾病中常见的并发疾病，主要

分为心源性和肺源性两类，临床中对于该疾病的鉴别主要是通

过临床症状与体征以及心电图与超声等进行诊断，但具体效果

并不理想。有资料显示，通过ＢＮＰ的检测可以更好地找到其

发病原因［６］。数据显示，心源性呼吸困难患者ＢＮＰ含量明显

高于肺源性呼吸困难患者。进一步分析，临床中检测ＢＮＰ含

量能够较好地判断心源性和肺源性呼吸困难患者，并且在临床

中具有较高的特异性和灵敏度［７］。

临床资料显示，对于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和肺动脉高压以及

肺栓塞疾病的患者其血浆中 ＢＮＰ含量均有不同程度的上

升［８］。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是临床中常见的呼吸系统疾病之一，

长期患病很容易出现肺源性心脏疾病和右心功能不全。相关

资料显示，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并发肺心病的患者ＢＮＰ含量明

显升高，并且与患者的肺动脉压和右心室舒张末压有紧密的联

系［９］。因此，常常将ＢＮＰ作为评价患者有无肺心病的重要临

床指标。临床资料还显示，不同程度的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

的临床分级与急性发作期、稳定期、加重期患者ＢＮＰ水平均有

明显差异，进一步分析临床中可以依据ＢＮＰ含量进行判断慢

性阻塞性肺疾病的病情状况。另外临床资料还显示，ＢＮＰ含

量和肺血管阻力以及左、右心房压均呈现正相关性，并且与患

者的心脏指数呈现负相关性［１０］。也有资料显示，在肺栓塞患

者中，其肺动脉压明显升高，并且很容易导致右心室室壁张力

增加，从而刺激ＢＮＰ含量增加。数据还显示，临床中急性肺栓

塞伴有右侧心力衰竭的患者其ＢＮＰ含量明显高于无右侧心力

衰竭患者血浆中的ＢＮＰ含量，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

由此分析，临床中依据ＢＮＰ能够有效预测急性肺栓塞患者是

否发生右侧心力衰竭。与此同时，临床资料还显示，慢性肺栓

塞患者血浆中ＢＮＰ含量明显减低，并且其下降幅度与患者的

肺动脉阻力下降幅度有密切联系。进一步分析，临床中依据

ＢＮＰ能够较快地反映出慢性肺栓塞疾病的严重程度，并且能

够评估其预后。

通过本次的临床研究分析，临床中研究组ＢＮＰ含量明显

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由此分析，心血

管及呼吸系统疾病患者血浆中ＢＮＰ含量明显升高，并且明显

高于健康人。进一步提示，在心血管及呼吸系统疾病患者血浆

中ＢＮＰ含量异常表达，这一结果也证实了上述相关结论。因

此，对于心血管及呼吸系统疾病患者检测其血浆中ＢＮＰ含量，

能够有效地对其疾病进行判断，并且在临床中具有较高的应用

价值。随着心功能分级增加，其血浆中的ＢＮＰ含量也增加，显

示各级患者ＢＮＰ含量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进一步

分析，临床中可以有效依据心血管及呼吸系统疾病患者血浆中

的ＢＮＰ含量进行疾病严重程度的判断。同时，临床中也可有

效依据其含量指导临床治疗。由于心血管及呼吸系统疾病患

者血浆中ＢＮＰ异常表达，通过临床治疗后再检测其含量，从而

更好地判断病情，控制情况，为临床治疗该类症病提供指导

方向。

综上所述，ＢＮＰ在心血管及呼吸系统疾病中具有较广泛

的应用，能够有效地对相关疾病进行诊断，并且其操作比较简

单，临床中特异性和灵敏度也比较高，在临床中具有重要的应

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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