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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抬高型心肌梗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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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早期诊断价值&方法
!

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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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该院心内科收治的
'%

例
73Y.4

患者为研究对象"

73Y.4

组%!同时选择
'%

例健康体检者纳入对照组&检测对照组血

清心肌肌钙蛋白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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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V2)=$11

水平!检测
73Y.4

患者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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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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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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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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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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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患者
8U4

术前血清
,3@4

水平为"

"#1'%W%#<9%

%

N

E

$

T

!明显高于对照组的"

%#%1%W%#%$%

%

N

E

$

T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73Y.4

组患者
N?V2)=$11

表达量为
'#90&W!#"'9

!明显高于对照组的
%#1!$W%#$&"

!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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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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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Y.4

组血清
,3@4

水平及
N?V2)=$11

表达量明显低于
8U4

术前!

73Y.4

组
,3@4

水

平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73Y.4

组
N?V2)=$11

表达量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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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结论
!

N?V2)=$11

与心肌损伤关系密切!可作为
73Y.4

早期诊断及疗效判断的新型敏感标志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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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
73

段抬高型心肌梗死$

73Y.4

&具有起病急-进展

快-病死率高等特点#临床上主要根据临床症状-心电图改变和

血清心肌标志物变化进行诊断*

!

+

'目前#需进一步探索可靠的

血清学标志物以对
73Y.4

进行早期诊断-患者预后评估-针

对性地采取个体化治疗措施#这对
73Y.4

的诊断-治疗具有

重要意义'近年来#微小
V2)

$

N?V2)

&

=$11

与心肌损伤的关

系越来越受到重视*

"

+

#本研究对血清
N?V2)=$11

表达量在

73Y.4

患者的变化及临床意义进行探讨#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取
"%!<

年
!/!!

月本院心内科收治的
'%

例
73Y.4

患者为研究对象$

73Y.4

组&%男
!0

例#女
!"

例%年

龄
$"

!

90

岁#平均$

<"#'W$#1

&岁'纳入标准!$

!

&年龄大于或

等于
!0

岁%$

"

&胸痛大于或等于
'%N?@

#硝酸甘油含服无效%

$

'

&心电图检查可见相邻
"

个及以上导联
73

段抬高$胸导联

大于或等于
%#"N\

#肢体导联大于或等于
%#!N\

&%$

$

&血清

心肌酶学升高$大于
"

倍正常上限&#肌钙蛋白
4

$

,3@4

&升高%

$

&

&发病小于或等于
<G

%$

<

&患者或患者家属同意纳入本研究#

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

!

&非
73Y.4

%$

"

&近期有严重的

创伤史或者手术史#有消化道出血-脑出血等活动性出血者%

$

'

&严重心力衰竭及血流动力学不稳定的患者%$

$

&合并急慢性

感染性疾病-血液系统疾病-恶性肿瘤患者%$

&

&碘造影剂过敏

者'另选取同期本院体检的健康体检者
'%

例纳入对照组%其

中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9&

岁#平均$

<%#!W!"#'

&岁'

"

组患者年龄-性别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具有可

比性'

$#/

!

方法
!

"

组患者均给予吸氧-心电监护-镇静-镇痛及阿

司匹林联合氯呲格雷抗血小板治疗#排除手术禁忌证后由心脏

介入医师进行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

8U4

&'对照组于体检

时抽取外周静脉血
'NT

#

73Y.4

患者则于
8U4

前及
8U4

后
&

L

分别抽取外周静脉血
'NT

#采用化学发光免疫分析法测定

心脏
,3@4

水平#并采用定量反转录聚合酶链反应$

R

V3=8UV

&

测定
N?V=$11

的表达'

$#'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7877!1#%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处理'

计量资料以
IWE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检验'以
!

$

%#%&

表

,

!1!'

,

检验医学与临床
"%!9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TF+.BLUI?@

!

2>ABN+BH"%!9

!

\>I#!$

!

2>#"!



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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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

果

!!

73Y.4

组
8U4

术前血清
,3@4

水平及
N?V2)=$11

表达量

均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8U4

术后

&L

#

73Y.4

组血清
,3@4

水平及
N?V2)=$11

表达量均较
8U4

术前明显下降#

73Y.4

组
,3@4

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

$

%#%&

&%

73Y.4

组
N?V2)=$11

表达量则与对

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见表
!

'

表
!

!!

"

组患者血清
,3@4

水平及
N?V2)=$11

表达量$

IWE

%

指标
对照组

$

+:'%

&

73Y.4

组$

+:'%

&

8U4

术前
8U4

术后
&L

,3@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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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W%#%$% "#1'%W%#<9%

"

!#"!%W%#'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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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V2)=$11

表达量
%#1!$W%#$&" '#90&W!#"'9

"

!#!$0W%#'<&

%

!!

注!与对照组比较#

"

!

$

%#%&

%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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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前比较#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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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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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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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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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Y.4

是心内科常见危急重症之一#临床上以持久胸骨

后疼痛-心律失常-心力衰竭甚至休克为主要表现'其发病机

制是冠状动脉管腔狭窄或闭塞#造成心肌急性-持久缺血缺氧

进而导致相应心肌细胞死亡'临床上具有起病急-进展快-病

死率高等特点#对人类健康及生命质量造成了严重威胁*

'

+

'

8U4

近年在临床上获得广泛应用#被认为可有效恢复心肌组织

细胞的血液灌注#避免心肌组织细胞功能和存活性持续受损#

可降低患者病死率#改善患者的预后和生命质量'

,3@4

是临

床上应用最广泛-敏感度及特异度最高的心肌标志物'心肌细

胞受损时
,3@4

即刻释放入血引起
,3@4

水平升高#但
,3@4

一

般在起病
$

!

!%G

后开始升高#

!"

!

$0G

达到高峰#给
73Y.4

的早期诊断带来了困难'

,3@4

升高可持续
9

!

!%L

#如果该时

段内再次发生梗死则
,3@4

的诊断价值较为有限*

$

+

'另一方

面#

,3@4

在慢性肾脏病及老年心力衰竭患者血清中的水平均

有上调#会干扰
73Y.4

的早期诊断*

&

+

'因此#寻找起峰时间

更早-敏感度和特异度更高-消退时间更快的心肌损伤标志物

具有重要临床意义*

<

+

'

!!

N?V2)

是一种小分子非编码基因#长度为
"!

!

"&

个核苷

酸#广泛存在于各种真核细胞中#起调节细胞新陈代谢-分化-

增殖-凋亡的作用*

9

+

'循环血中
N?V2)

相当稳定'已有报道

指出#某些
N?V2)

可作为恶性肿瘤的生物学标志物'

N?V=

2)=$11

是一种由心肌细胞特异性表达的
N?V2)

#与心肌损伤

关系密切'

U>HCDB@

等*

0

+关于病毒性心肌炎的研究发现#血清

N?V2)=$11

表达量与心肌炎的病变程度呈正相关#认为血清

N?V2)=$11

的表达量可作为反映心肌损伤的可靠诊断指标'

)LF,G?

等*

1

+的研究证实#急性心肌梗死患者血清
N?V2)=$11

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而心绞痛患者则无明显变化'有研究表

明#

N?V2)=$11

可通过损伤血管内皮功能-促进胆固醇的摄

取-参与血栓形成等作用#促进动脉粥样硬化的进展及斑块的

形成-破裂*

!%=!!

+

'本研究表明#

73Y.4

组患者
8U4

术前血清

,3@4

水平及
N?V2)=$11

表达量均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

$

%#%&

&#说明血清
N?V2)=$11

的表达可作为

73Y.4

的早期诊断指标'此外#本研究对
73Y.4

患者
8U4

术

前后血清
,3@4

水平及
N?V2)=$11

表达量的变化进行了动态

观察#结果发现#

8U4

术后
&L

#

73Y.4

组血清
,3@4

水平及

N?V2)=$11

表达量均较
8U4

术前明显下降%

73Y.4

组
,3@4

水平仍明显高于对照组#

N?V2)=$11

表达量则下降至正常水

平#说明
N?V2)=$11

可更加敏感地反映
73Y.4

患者心肌损

伤程度#其升高及消退均较迅速#优于
,3@3

'

!!

综上所述#

N?V2)=$11

与心肌损伤关系密切#可作为

73Y.4

早期诊断及疗效判断的新型敏感标志物#值得临床上

推广应用'

参考文献

*

!

+ 葛洪霞#高炜#祖凌云
#

急性心肌梗死患者死因构成及危

险因素分析*

a

+

#

心血管病学进展#

"%!&

#

'<

$

"

&!

!$<=!&%#

*

"

+

UGB@]

#

bGF@

E

T

#

7M3

#

BDFI#Z?@BD?,C>P

O

IFCNFN?,H>V=

2)=$11BQ

O

HBCC?>@?@F,MDBN

K

>,FHL?FI?@PFH,D?>@

*

a

+

#a

3G>HF,-?C

#

"%!&

#

9

$

&

&!

01%=01<#

*

'

+ 李燕燕#史铁英#周艳丽#等
#

急性心肌梗死患者住院期间

生活质量影响因素的调查研究*

a

+

#

中国全科医学#

"%!'

#

!<

$

"!

&!

"$1'="$1<#

*

$

+ 陈玲玲
#

急性心肌梗死患者血清肌红蛋白肌钙蛋白以及

超敏
U=

反应蛋白含量动态监测的临床意义*

a

+

#

安徽医

学#

"%!"

#

''

$

1

&!

!""$=!""<#

*

&

+ 孙黎#於佳炜#项方方#等
#

慢性肾脏病非透析患者血清高

敏心肌肌钙蛋白
3

的影响因素分析*

a

+

#

中华肾脏病杂

志#

"%!&

#

'!

$

!"

&!

009=01"#

*

<

+ 赵文辉#刘志平
#

心肌型脂肪酸结合蛋白在急性心肌梗死

早期诊断中的价值*

a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

!'

$

""

&!

'!$<='!$9#

*

9

+ 杨永丽#何静#肖志英
#

微小
V2)=$11

对脓毒症患者心肌

损伤的诊断价值*

a

+

#

中华危重病急救医学#

"%!&

#

"9

$

"

&!

"!0=""%#

*

0

+

U>HCDB@.5

#

-B@@BHDV

#

a>,GBNC7

#

BDFI#U?H,MIFD?@

E

N?=

,H>V2)="%0+F@LN?,H>V2)=$11HBPIB,DN

K

>,FHL?FILFN=

F

E

B?@,FHL?>AFC,MIFHL?CBFCB

*

a

+

#U?H,UFHL?>AFC,(B@BD

#

"%!%

#

'

$

<

&!

$11=&%<#

*

1

+

)LF,G?3

#

2F_F@?CG?.

#

6DCM_Fc

#

BDFI#8IFCNFN?,H>V=

2)$11FCF+?>NFH_BH>PF,MDBN

K

>,FHL?FI?@PFH,D?>@

*

a

+

#

UI?@UGBN

#

"%!%

#

&<

$

9

&!

!!0'=!!0&#

*

!%

+李素芳#陈红
#

微小
V2)

与动脉粥样硬化*

a

+

#

中华老年

心脑血管病杂志#

"%!<

#

!0

$

&

&!

&$&=&$0#

*

!!

+李晓丽#曹国良
#

动脉粥样硬化患者血清微小
V2)=!0!+

的异常表达及其作用*

a

+

#

中华心血管病杂志#

"%!&

#

$'

$

<

&!

&!<=&"%#

$收稿日期!

"%!9=%&=%$

!!

修回日期!

"%!9=%9=!&

&

$上接第
'!1%

页&

!!

疑难病杂志#

"%!<

#

!&

$

'

&!

'%'='%&#

*

!!

+邓小林#周帮建#刘代菊#等
#

数字减影
U3)

对蛛网膜下

腔出血中动脉瘤的诊断价值*

a

+

#

重庆医科大学学报#

"%!<

#

$!

$

&

&!

&!<=&"%#

*

!"

+刘钢#李长英#钱勇#等
#

数字减影
U3

血管成像对颅内小

动脉瘤的诊断价值*

a

+

#

实用放射学杂志#

"%!<

#

'"

$

9

&!

!%10=!!%!#

$收稿日期!

"%!9=%$="<

!!

修回日期!

"%!9=%9=!<

&

,

"1!'

,

检验医学与临床
"%!9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TF+.BLUI?@

!

2>ABN+BH"%!9

!

\>I#!$

!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