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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型脂肪酸结合蛋白检测对早期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

诊断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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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探讨心型脂肪酸结合蛋白检测对早期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诊断的价值!为临床患者诊治提供

依据$方法
!

选择
,*?)

年
?

月至
,*?(

年
(

月确诊为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的患者
F*

例设为试验组!根据发病时间

分为早期组"

$

+5

#和中%晚期组"

%

+5

#!并选择同期健康体检结果显示为健康的体检者
(*

例设为对照组!分别检

测心型脂肪酸结合蛋白和缺血修饰清蛋白的浓度水平!对结果进行综合分析$结果
!

试验组患者的心型脂肪酸结

合蛋白和缺血修饰清蛋白浓度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

*D*/

#&试验早期组和中%晚期组患

者的对应心型脂肪酸结合蛋白和缺血修饰清蛋白阳性检出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D*/

#!试验组患者的心型脂

肪酸结合蛋白阳性率均超过
F/D**i

$以临床诊断结果作为金标准!心型脂肪酸结合蛋白检测结果与临床诊断结

果的
_@

NN

@

一致性分析得出
_@

NN

@j*DFF

$结论
!

心型脂肪酸结合蛋白对于早期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的辅助诊断

具有较高的灵敏度和特异性!与临床诊断结果
_@

NN

@

一致性分析结果高度一致!是辅助诊断该疾病的良好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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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主要包括了无
Y=

段抬高的急性心

肌梗死$大部分演变为非
l

波心肌梗死%-

Y=

段抬高的急性心

肌梗死$大部分演变为
l

波心肌梗死%-不稳定性心绞痛和猝

死#是一个连续的疾病谱#主要的致病原因和基础是不稳定性

的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斑块-血栓-血小板凝集等#导致急亚性心

肌缺血出现#从而诱发疾病*

?

+

,缺血修饰清蛋白是目前临床上

比较认同的诊断早期心肌缺血的有效指标#对于早期急性冠状

动脉综合征辅助诊断具有积极的临床价值*

,$)

+

,本文旨在将心

型脂肪酸结合蛋白与缺血修饰清蛋白进行对比分析#探讨心型

脂肪酸结合蛋白检测对早期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诊断的价值#

为临床患者诊治提供依据#现将具体情况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D$

!

一般资料
!

选择
,*?)

年
?

月至
,*?(

年
(

月符合
,*?,

年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分会发布的.非
Y=

段抬高急性冠状动

脉综合征诊断和治疗指南/规定并确诊为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

的患者
F*

例设为试验组#其中男
/,

例#女
,F

例(平均年龄

$

+FD(̂ ?CD,

%岁*

(

+

,根据发病时间分为早期组$

$

+5

%

(,

例#

其中男
,B

例#女
?)

例(中-晚期组$

%

+5

%

)F

例#其中男
,)

例#

女
?/

例,选择同期健康体检结果显示为健康的体检者
(*

例

设为对照组#其中男
,+

例#女
?(

例(平均年龄$

+BD*^?FD,

%

岁,两组年龄-性别等一般资料经统计学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

!

%

*D*/

%#具有可比性,

$D/

!

仪器与试剂
!

采用
C+**$*?*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心型脂

肪酸结合蛋白测定试剂盒和缺血修饰清蛋白测定试剂盒均由

四川新健康成生物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测定系统都已经溯源至

企业标准,

$D'

!

方法
!

患者因胸痛入院即刻抽取静脉血#健康体检者抽

取清晨空腹静脉血#以
)***;

"

I3K

低速分离血清后待测#样本

要求非溶血-非脂血-非黄疸,严格按照厂家试剂说明书规定

和仪器标准作业程序规定进行参数设置并进行样本检测#试验

前仪器状态良好#质控均在控,

$D1

!

结果判断

)

B/*?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F

期
!

2@AU:0"93K

!

'

N

;39,*?/

!

#J9D?,

!

&JDF



$D1D$

!

阳性结果
!

厂家试剂说明书中规定心型脂肪酸结合蛋

白参考范围不大于
+D),K

4

"

I2

#缺血修饰清蛋白参考范围为

低于
CFD?H

"

I2

#超出范围则表示结果为阳性,

$D1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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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性分析
!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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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DF*

#说明检测结果一致

性为优(

*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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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F*

#说明检测结果一致性良好(

*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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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D+*

#说明一致性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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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说明一

致性较差*

/

+

,

$D2

!

统计学处理
!

使用统计学工具
V18:9,**C

和
Y<YY?BD*

进行数据整理和统计分析#

!

$

*D*/

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D$

!

心型脂肪酸结合蛋白和缺血修饰清蛋白水平检测结果分

析
!

见表
?

,由表
?

可见#试验组患者的心型脂肪酸结合蛋白

和缺血修饰清蛋白浓度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

!

$

*D*/

%(试验早期组和中-晚期组患者的对应心型脂

肪酸结合蛋白和缺血修饰清蛋白阳性检出率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

!

%

*D*/

%#试验组患者的心型脂肪酸结合蛋白阳性率均超

过
F/D**i

,

表
?

!

心型脂肪酸结合蛋白和缺血修饰清蛋白浓度水平检测结果分析

组别
-

心型脂肪酸结合蛋白

浓度$

H Ê

#

K

4

"

I2

% 阳性率*

-

$

i

%+

缺血修饰清蛋白

浓度$

H Ê

#

K

4

"

I2

% 阳性率*

-

$

i

%+

对照组
(* )D(/̂ *DF( *

$

*D**

%

/+D),̂ ?/D)( *

$

*D**

%

早期组
(, CD+B̂ ?D//

"

)C

$

FFD?*

%

F+D(B̂ ?FD,F

"

)+

$

F/DC?

%

中-晚期组
)F ?*D,)̂ ,D*?

"

)F

$

?**D**

%

BFD?/̂ ,?D*B

"

)C

$

BCD)C

%

!!

注!与对照组比较#

"

!

$

*D*/

,

/D/

!

心型脂肪酸结合蛋白与临床诊断结果
_@

NN

@

一致性分

析
!

见表
,

,以临床诊断结果为金标准#心型脂肪酸结合蛋白

检测结果与临床诊断结果
_@

NN

@

一致性分析结果为!

_@

NN

@j

*DFF

$

%

*DF*

%,

表
,

!

同型半胱氨酸检测结果和临床确诊结果一致性分析

项目
心型脂肪酸结合蛋白检测结果

阳性 阴性
概率

临床确诊结果 阳性
)C / *D/?,,

阴性
* (* *D(FCF

概率
*D(/?, *D/(FF E

!!

注!

E

表示无数据,

'

!

结
!!

论

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是在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病变的基础

上#病变斑块不稳定#继而斑块破裂-出血-血栓形成#引起冠状

动脉不完全或完全性堵塞#导致冠状动脉内血流量减少的一系

列病理生理过程的临床综合征*

+$C

+

,心肌需氧量和供氧量之间

失衡是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最主要病因学机制#主要进程为冠

状动脉粥样斑块进展
*

斑块破裂
*

冠状动脉痉挛
*

血小板聚

集
*

心肌血流灌注减少
*

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非
Y=

段抬

高心肌梗死的临床特点是患者血管尚未被血栓完全堵塞#有前

向血流#激活的血小板斑块及团块破裂使碎片堵塞远端心肌血

管床#导致心肌坏死并释放心梗标志物(

Y=

段抬高的急性心肌

梗死临床特点是患者血管内斑块破裂#此时血管完全被血栓阻

塞#造成心肌缺血坏死并释放心梗标志物*

F

+

,

B*i

的急性冠状

动脉综合征发生是不稳定斑块所致,不稳定斑块纤维帽薄-脂

核大-斑块小#尤其斑块肩部炎性反应细胞多#不稳定斑块易破

裂#稳定性差*

B

+

,

,**?

年美国非
Y=

段抬高心肌梗死-不稳定

性心绞痛入院患者
/+i

的患者超过
+/

岁#

(?i

为女性患者#

超过
B*

万人死于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

,**,

年美国超过
/*

万人因胸痛急诊患者#占急诊总量
/i

(

,**/

年美国心血管病

治疗花费近
(***

亿美元,近年来#我国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

的发病率和病死率快速增长#对于应该如何做到早期诊断-早

期治疗及降低病残率-病死率是目前医务人员及相关研究人员

的一个重要课题*

?*

+

,缺血修饰清蛋白是近年来研究较多-较

为理想的反映心肌缺血的生化标志物#对早期心肌缺血的辅助

诊断有着重要意义#其临床应用主要包括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

的早期诊断-危险分层-预后检测以及排除诊断等方面*

??$?,

+

,

心型脂肪酸结合蛋白是一种可溶性的小胞质蛋白#相对分子质

量小为$

?,

"

?+

%

G?*

)

#其作为长链脂肪酸的载体#可以调节脂

肪酸代谢作用,心肌细胞是其最主要的集中器官#其浓度是骨

骼肌浓度的十余倍#因此#具有很强的心肌特异性#当心肌细胞

受损时#可以快速地释放到血液中#引发血液心型脂肪酸结合

蛋白含量快速升高#从而指导临床诊断,

本研究结果显示#试验组患者的心型脂肪酸结合蛋白和缺

血修饰清蛋白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

$

*D*/

%#说明当患者心肌缺血诱发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

时#这两种指标都有非常明显的浓度变化#对于指导临床诊断

具有积极价值,试验早期组和中-晚期组患者的对应心型脂肪

酸结合蛋白和缺血修饰清蛋白阳性检出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

义$

!

%

*D*/

%#试验组患者的心型脂肪酸结合蛋白阳性率均超

过
F/D**i

#说明心型脂肪酸结合蛋白对于辅助诊断急性冠状

动脉综合征具有较好的灵敏度#能有效降低漏诊率#同时#对于

早期心肌缺血也具有同缺血修饰清蛋白同样的诊断效能,以

临床诊断结果作为金标准#心型脂肪酸结合蛋白检测结果与临

床诊断结果的
_@

NN

@

一致性分析得出
_@

NN

@j*DFF

$

%

*DF*

%#

说明心型脂肪酸结合蛋白的诊断结果与临床诊断结果具有高

度一致性#能有效降低误诊率,

综上所述#心型脂肪酸结合蛋白对于早期急性冠状动脉综合

征的辅助诊断具有较高的灵敏度和特异性#与临床诊断结果
_@

N

$

N

@

一致性分析结果为高度一致#是辅助诊断该疾病的良好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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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程可见#各仪器
/

个项目的
A

值较好#均在
?D*

附近波动#说

明固定误差较小(

!A

和
<2=

的
@

值离散程度相对较大#表明

结果分析误差相对较大,

/

项指标数据经
R

检验#参考仪器和

测试仪器结果间总体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D*/

%,

/

套测试系统
a-"

-

%-"

-

!A

-

!"=

-

<2=

检测项目结果

相对偏倚均小于
"2.'ZFF

中能力验证对检测项目的分析质量

要求的
?

"

,M$

(在给定的低-中-高
)

种医学决定水平
J@

范围

内#

"

仪器的
a-"

高值#

-

-

"

-

W

仪器的
!A

低值#

W

仪器的

!"=

低值#

"

仪器的
!"=

高值#

"

-

W

仪器的
<2=

低值#

>

仪

器的
<2=

中-高值#其预期偏倚的可信区间包含了规定的可接

受偏倚#则表示测试仪器的偏倚小于可接受偏倚#结果可被临

床接受(测试仪器除上述项目医学决定水平外#其余各医学决

定水平的可接受偏倚大于预期偏倚可信区间的上限#则认为预

期偏倚小于可接受偏倚的概率很高$

%

BCD/i

%#因此#测试仪

器与参考仪器性能相当#结果可被临床接受,

理论上#测试系统与参考系统检测项目的低-中-高值相对

偏差应同时为正误差或负误差*

B

+

,本次研究表明#

-

仪器

a-"

低值为正偏差#而中-高值为负偏差(

V

仪器的
%-"

低值

为正偏差#高值为负误差(

W

仪器的
!A

低-中值为负误差#高

值为正误差(

-

-

"

-

V

-

>

的
<2=

低值为负误差#而中-高值均为

正误差,考虑原因主要为各仪器在长期的使用过程中出现系

统维护和保养不够全面#管道和主要光学元件出现老化现象#

以及仪器对不同浓度水平细胞的分析性能目标不尽相同#导致

某些检测结果可能会发生小的漂移(而
<2=

低值的比对偏差

较大#考虑主要与
<2=

体积小-易于聚集的特性有关,因此#

在实际检测过程中#对于仪器提示
<2=

分布异常和结果偏低

的标本可按复检规则用激光法和人工镜检法复查#必要时重新

采集标本复查来保证检测结果的准确可靠*

?*$?,

+

,

国际血液学标准化委员会要求#血细胞分析仪的检测结果

只有直接或间接溯源至参考方法#才能保证检验结果可比和互

通*

?)

+

,本次研究根据
V<B$',

文件的要求对全市
)

家三级甲

等医疗机构购买的
Y

7

MI:1

公司生产的血细胞分析仪结果进

行比对#使血常规检测结果具有可比性(了解铜陵地区三级医

院检验结果质量#为血液学检验的3一单通4做好基础工作#利

于检验结果互认制度的推广应用#提高地区检验水平,

参考文献

*

?

+ 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中心$

"&'Y

%

D

.医学实验室质量

和能力认可准则/!中国#

.Yc?/?FBD,**C

*

<

+

D,**F$+$?+D

*

,

+

&@63JK@9"JII366::PJ;"93K38@92@AJ;@6J;

7

Y6@K0@;0MD

V<B$',U:65J0"JI

N

@;3MJK@K0-3@MVM63I@63JKHM3K

4

<@63:K6Y@I

N

9:M

*

Y

+

D<'

#

HY'

!

&""2Y

#

,**,D

*

)

+ 叶应妩#王毓三#申子瑜
D

全国临床检验操作规程*

U

+

D)

版
D

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

,**+

!

?(?D

*

(

+ 吴志平#唐吉斌#王传发#等
D

医疗机构内不同血细胞分析

仪的结果比对与溯源性评价*

`

+

D

安徽医学#

,*?(

#

)/

$

+

%!

C?)$C?+D

*

/

+ 贺端明#林该胃#任婷婷
D

新鲜全血对不同血细胞分析仪

的比对试验*

`

+

D

检验医学与临床#

,*??

#

F

$

,

%!

?(/$?(CD

*

+

+ 贾黎方#黄辉#张云飞
D

不同型号血细胞分析仪的性能评

价及对比分析*

`

+

D

检验医学与临床#

,*?)

#

?*

$

F

%!

B(B$

B/,D

*

C

+ 冯仁丰
D

临床检验质量管理技术基础*

U

+

D

上海!上海科

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

!

C?$B+D

*

F

+ 向怀英#柴辉#程学强
D

黄石地区临床检验血液学室间比

对结果分析*

`

+

D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B

#

)*

$

(

%!

(**$

(*,D

*

B

+ 戴国奎#刘连红#关若萍#等
D

新鲜抗凝血在血细胞分析仪

室间比对中的应用评估*

`

+

D

齐齐哈尔医学院学报#

,*?)

#

)(

$

)

%!

)?)$)?/D

*

?*

+焦瑞宝#李娜#刘娜#等
D

激光散射法和电阻抗法在全血血

小板计数中的比较*

`

+

D

安徽医药#

,*?)

#

?C

$

??

%!

?FFC$

?FFBD

*

??

+乐家新#丛玉隆#王海#等
DY

7

MI:1]V$,?**

血细胞分析

仪血涂片复检规则的应用研究*

`

+

D

现代检验医学杂志#

,*?*

#

,/

$

?

%!

)*$)+D

*

?,

+

Y

7

MI:1]V$,?**

血细胞分析仪复检标准制定协助组
D

Y

7

MI:1]V$,?**

自动血细胞分析仪和白细胞分类的复

检规则探讨*

`

+

D

中华检验医学杂志#

,**F

#

)?

$

C

%!

C,/$

C,FD

*

?)

+邹阳#许健#安邦权#等
D

贵州省二级标准检测系统在血细

胞分析仪新鲜血校准中的应用*

`

+

D

中华检验医学杂志#

,**F

#

)?

$

?,

%!

?(*,$?(*)D

$收稿日期!

,*?($??$*/

!!

修回日期!

,*?($?,$,+

%

$上接第
?*+*

页%

!!

性心肌缺血早期诊断中的临床价值*

`

+

D

国际检验医学杂

志#

,*?,

#

))

$

?

%!

))$)(D

*

(

+ 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学分会#中华心血管病杂志编辑委

员会
D

非
Y=

段抬高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诊断和治疗指南

*

`

+

D

中华心血管病杂志#

,*?,

#

(*

$

/

%!

)/)$)+CD

*

/

+ 杨有业#张秀明
D

临床检验方法学评价*

U

+

D

北京!人民卫

生出版社#

,**F

!

(F$/?D

*

+

+ 潘小成
D

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血清
&=$

N

;J-&<

-

5M$8=$

K=

-

5M$"%<

和
"_$U-

检测及其临床意义*

`

+

D

全科医学

临床与教育#

,*?)

#

??

$

)

%!

,C,$,C(D

*

C

+ 万楠#孟冬娅#胡晓芳#等
D

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患者血清

脑钠肽与胆固醇-载脂蛋白水平的关系*

`

+

D

国际检验医

学杂志#

,*?)

#

)(

$

+

%!

+C*$+C?D

*

F

+ 李艳#于海初
D

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和脑利钠肽在急性冠

状动脉综合征中的检测意义*

`

+

D

中华临床医师杂志!电

子版#

,*??

#

/

$

?)

%!

)B?+$)B?FD

*

B

+ 金欣#左向华#于农#等
D

缺血修饰清蛋白在急性冠状动脉

综合征诊断中的临床价值*

`

+

D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

)(

$

B

%!

??C*$??C,D

*

?*

+张茉莉#武英伟
D

缺血修饰清蛋白在心外器官缺血时的诊

断价值研究*

`

+

D

中国实验诊断学#

,*??

#

?/

$

/

%!

F)+$F)FD

*

??

+于涛#周长勇#贾秀玲
D

缺血修饰清蛋白早期诊断非
Y=

抬高型急性冠脉综合征的价值探讨*

`

+

D

中国循证医学杂

志#

,*??

#

??

$

??

%!

?,/?$?,/(D

*

?,

+黄艳
D

心型脂肪酸结合蛋白在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中的

研究进展*

`

+

D

心血管病学进展#

,*??

#

),

$

/

%!

C)($C)CD

$收稿日期!

,*?($??$?C

!!

修回日期!

,*?($?,$,*

%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F

期
!

2@AU:0"93K

!

'

N

;39,*?/

!

#J9D?,

!

&J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