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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的
!

探讨血清骨膜蛋白对急性心肌梗死"

7SY

$的诊断价值&方法
!

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U-Y!7

$测定
3*

例

7SY

患者和
E&

例非
7SY

患者入院时血清骨膜蛋白水平!采用电化学发光法检测血清心肌肌钙蛋白
Y

"

JA=Y

$和肌酸激酶同工酶

S.

"

5[DS.

$水平!并进行比较分析%诊断效能分析和相关性分析&结果
!

7SY

组血清骨膜蛋白%

JA=Y

和
5[DS.

水平均高于对

照组"

!

$

)()0

$&血清骨膜蛋白诊断
7SY

的最佳临界值为
%%(E=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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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

+Z5

曲线$下面积"

7\5

$为
)(R*

!

灵敏度%特异度分别为
RF(%X

%

R3(RX

&血清骨膜蛋白水平与
JA=Y

和
5[DS.

的相关系数分别为
)(%*'

%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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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

骨膜蛋白检测有助于辅助诊断
7SY

!血清骨膜蛋白水平与
JA=Y

和
5[DS.

显著相关!骨膜蛋白可能是
7SY

的危险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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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心肌梗死$

7SY

&是一种常见的致死性心脏疾病#早期

诊治对提高
7SY

患者生存率和改善预后具有重要意义'

'

)

+骨

膜蛋白是一种黏附分子#可调节成骨细胞的分化和黏附#与心

血管疾病密切相关+骨膜蛋白参与心肌梗死后心室的重建和

纤维化#是冠心病的危险因子之一'

%DF

)

+关于骨膜蛋白对
7SY

的诊断价值#及其与心肌损伤标志物的相关性尚未完全明确+

本研究评估了血清骨膜蛋白对
7SY

的诊断价值#并分析了骨

膜蛋白与心肌肌钙蛋白
Y

$

JA=Y

&和肌酸激酶$

5[

&同工酶
S.

$

5[DS.

&的相关性+现将研究结果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0

年
%

月至
%)'*

年
&

月因急性胸痛入院

治疗的
7SY

确诊患者
3*

例$

7SY

组&+

7SY

诊断标准参照中

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学分会制定的相关诊断标准'

F

)

+纳入标准!

$

'

&典型胸痛#持续时间超过
&)"K=

%$

%

&发病
*H

内就诊%$

&

&

心电图检查显示相邻
%

个或
%

个以上导联有
!A

段压低或抬

高#且幅度大于
%""

%$

F

&血清
5[

水平升高
%

倍以上或
JA=Y

阳性%$

0

&既往无心肌梗死病史+排除标准!$

'

&合并严重的心*

肝*肾等脏器疾病%$

%

&合并恶性肿瘤或自身免疫性疾病%$

&

&妊

娠期或哺乳期妇女'

0

)

+

3*

例
7SY

患者中#男
0E

例#女
'3

例#

平均年龄$

*F(Fb'%(&

&岁%梗死部位包括前壁
%'

例#前间壁
*

例#广泛前壁
'3

例#下壁
'0

例#右室
'%

例#正后壁
0

例+同期

因胸闷或胸痛入院治疗#并经检查排除
7SY

和其他心血管疾

病诊断的患者
E&

例$对照组&#男
3'

例#女
%%

例#平均年龄

$

0*(Eb'E(&

&岁+

$(/

!

方法
!

所有患者于入院时采集静脉血
0"-

#常规方法分

离血清标本#

%H

内完成骨膜蛋白*

JA=Y

*

5[DS.

检测+血清骨

膜蛋白检测采用上海美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酶联免疫吸附法

$

U-Y!7

&检测试剂盒+血清
JA=Y

*

5[DS.

检测采用瑞士罗氏

公司
9*)'

型全自动电化学发光免疫分析仪及配套试剂盒+所

有标本检测前进行质控品检测#质控品检测结果均在控制范围

内+各指标检测方法均严格参照试剂盒及仪器说明书+

$('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4!!'3()

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处理

和分析+计量资料以中位数及四分位数'

4

$

!

%0

#

!

30

&)表示#

组间比较采用两独立样本
B

检验+诊断效能评价采用受试者

工作特征曲线$

+Z5

曲线&+相关性分析采用直线相关分析+

!

$

)()0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各指标检测结果比较
!

7SY

组血清骨膜蛋白*

JA=Y

和

5[DS.

水平高于对照组$

!

$

)()0

&#

JA=Y

水平升高最显著#约

为对照组的
')

倍#

5[DS.

和骨膜蛋白约为对照组的
%

倍#见

表
'

+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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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指标检测结果比较'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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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

30

&(

组别
( JA=Y

$

=

1

"

"-

&

5[DS.

$

=

1

"

"-

& 血清骨膜蛋白$

=

1

"

-

&

7SY

组
3*

)(%&

$

)()E

#

)(E0

&

"

0(3)

$

%(E)

#

3(R0

&

"

%E(*

$

%'(R

#

FR(%

&

"

对照组
E& )()%

$

)()%

#

)()&

&

%(0&

$

'(3R

#

&(&R

&

'F(E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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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与对照组比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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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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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R

月第
'&

卷第
'*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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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5

曲线分析结果
!

血清骨膜蛋白*

JA=Y

和
5[DS.

诊

断
7SY

的
+Z5

曲线见图
'

+

+Z5

曲线分析结果显示#骨膜蛋

白诊断
7SY

的最佳临界值为
%%(E=

1

"

-

#曲线下面积$

7\5

&

为
)(R*

'

E0X

置信区间$

GF

&!

)(R)&

#

)(E'F

)#灵敏度为

RF(%X

#特异度为
R3(RX

%

JA=Y

诊断
7SY

的临界值
)()F0=

1

"

"-

#

7\5

为
)(E)

$

E0XGF

!

)(RF)

#

)(E0R

&#灵敏度为
R0(0X

#

特异度为
'))()X

%

5[DS.

诊断
7SY

的临界值为
F(&'=

1

"

"-

#

7\5

为
)(R%

$

E0XGF

!

)(30)

#

)(RRE

&#灵敏度为
3&(3X

#

特异度为
E%(0X

+

图
'

!!

血清骨膜蛋白"

JA=Y

和
5[DS.

诊断
7SY

的
+Z5

曲线

/('

!

各指标间相关性分析结果
!

血清骨膜蛋白与
JA=Y

*

5[D

S.

相关性分析散点图见图
%

+

7SY

患者血清骨膜蛋白水平

与
JA=Y

*

5[DS.

水平呈显著正相关#相关系数分别为
)(%*'

$

!

$

)()0

&和
)(%%R

$

!

$

)()0

&+

图
%

!!

血清骨膜蛋白与
JA=Y

"

5[DS.

相关性分析

'

!

讨
!!

论

骨膜蛋白是一种分泌型黏附分子#与心肌梗死后心室纤维

化和心室重建密切相关'

*D3

)

+

7SY

发病后第
F

天#梗死部位的

成纤维细胞可大量表达骨膜蛋白#其水平可维持至发病后
%

个

月'

R

)

+骨膜蛋白参与心肌梗死后新生胶原的产生和成熟过程#

7SY

患者后期心肌组织中胶原堆积与心肌成纤维细胞聚集和

胶原分子交联等也密切相关+本研究分析了血清骨膜蛋白对

7SY

的诊断价值#结果显示#以
%%(E=

1

"

-

作为临界值是#血

清骨膜蛋白对
7SY

的诊断效能较高$

7\5^)(R*

&#灵敏度和

特异度均大于
R)()X

+

JA=Y

*

5[DS.

是常用的辅助诊断
7SY

的心肌损伤标志

物+

JA=Y

在
7SY

发病后很快释放入血#可准确提示早期*轻

微心肌损伤+本研究结果显示#

JA=Y

诊断
7SY

具有较高的灵

敏度$

R0(0X

&和特异度$

'))()X

&#与类似研究报道一致'

E

)

+

5[DS.

也是
7SY

的早期标志物#在
7SY

患者胸痛发作后
*

#

'%H

内达到顶峰+周艳丽等'

')

)研究发现#

7SY

患者胸痛发作

&H

内#

5[DS.

的诊断灵敏度为
R'(&X

#特异度为
3F(*X

+本

研究发现#

5[DS.

诊断
7SY

的灵敏度为
3&(3X

#特异度为

E%(0X

#可能与
7SY

患者胸痛发作时间不完全相同有关+血

清骨膜蛋白对
7SY

具有较高的诊断效能$

7\5^)(R*

&#灵敏

度与
JA=Y

相当$

RF(%XK5(R0(0X

&#提示骨膜蛋白是辅助诊断

7SY

的潜在标志物+骨膜蛋白诊断
7SY

的特异度低于
5[D

S.

*

JA=Y

#可能与骨膜蛋白在多种组织中表达有关'

3

#

''

)

+相关

性分析结果表明#

7SY

患者血清骨膜蛋白水平与
JA=Y

*

5[D

S.

水平呈显著正相关#但相关系数均较低$小于
)(&))

&#提示

血清
JA=Y

*

5[DS.

检测并不能完全代替骨膜蛋白#骨膜蛋白

可能是
7SY

的独立危险因子+目前#血清骨膜蛋白与
JA=Y

*

5[DS.

相关性作用机制仍不清楚#有待进一步研究+

综上所述#血清骨膜蛋白对
7SY

具有较高的诊断灵敏度

和特异度#可能是
7SY

的独立危险因子+血清骨膜蛋白检测

有助于
7SY

的早期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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