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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小板及心肌肌钙蛋白检测在冠心病患者临床诊治中的价值

陈
!

强!张小威!姚
!

蕾!李
!

丹!刘
!

通!包芙莉%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五中心医院检验科!新疆乌苏
2**###

#

!!

摘
!

要"目的
!

探讨血小板指标及心肌肌钙蛋白在冠心病"

OL_

#患者诊治中的临床价值$方法
!

选取

$#%!

年
!

月至
$#%-

年
!

月在该院确诊并住院治疗的
OL_

患者
%.*

例!按照
RLHOL_

诊断标准分为心绞痛

"

/K

#组和急性心肌梗死"

/NW

#组!其中
/K

组
%#0

例!

/NW

组
2-

例!同时选取该院体检健康的医师
.#

例作为

对照组$

OL_

患者抽取急诊及住院后多次血液标本!对照组抽取清晨空腹静脉血标本!所有血液标本均进行

血液检测!项目包括红细胞分布宽度"

,_R

#&血小板计数"

KM)

#&血小板分布宽度"

K_R

#&平均血小板体积

"

NKP

#&血小板压积"

KO)

#&超敏心肌肌钙蛋白
)

"

:61<)()

#&心肌肌钙蛋白
)

"

<)()

#&心肌肌钙蛋白
W

"

<)1

(W

#&肌酸激酶同工酶"

O]1NJ

#!采用
IKII$#+#

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
!

/K

组&

/NW

组患者

,_R

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K

组和
/NW

组患者
,_R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

#(

*

组间的
KM)

&

K_R

&

NKP

&

KO)

水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

/NW

组患者
:61<)()

&

<)()

&

<)(W

&

O]1NJ

水平与
/K

组&对照组相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

#!

/K

组
:61<)()

&

<)()

&

<)1

(W

&

O]1NJ

水平与对照组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NW

组患者的
:61<)()

&

<)()

&

<)(W

阳性率与

O]1NJ

阳性率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对
OL_

患者进行多次血液检测发现!与正常值相比!

/NW

组患者的
<)()

升高倍率最大$结论
!

OL_

患者
,_R

明显升高!应在临床诊治中引起重视!血小板相关参数

随病程发展变化(对心肌损伤
:61<)()

&

<)()

&

<)(W

的检测优于
O]1NJ

(对
/NW

的检测!

<)()

升高倍率比
:61

<)()

&

<)(W

明显!应作为首选指标$

关键词"冠心病(

!

血小板参数(

!

心肌肌钙蛋白

中图法分类号"

,"!%+!#

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0$1.!""

"

$#%2

#

%*1$##$1#*

!!

近年来#冠心病$

OL_

%的发病率及病死率逐年提

高#及时诊治对
OL_

患者的治疗和预后有重要的意

义'研究表明#发生心肌梗死的
OL_

患者#若推迟
%

:

抢救#病死率将会升高
%+0u

#因此越早确诊#成功

救治的概率就越高)

%1*

*

'目前临床上对
OL_

的诊断

使用最普遍+最基本的仍是心电图#当患者出现心肌

异常时心电图可以捕捉到患者的异常表现#但心电图

有一定的局限性)

!

*

'有
OL_

患者在静息状态下心肌

缺血表现不明显#需要做负荷试验和动态心电图'在

实验室检测中#肌酸激酶同工酶$

O]1NJ

%一直是心肌

损伤的金标准)

"

*

'近几年随着对
OL_

病理发展的深

入研究#发现血小板相关指标与
OL_

患者诊治及预

后有密切的关系#心肌肌钙蛋白$

<)(

%在心肌损伤中

的检测较
O]1NJ

更精确'本文通过回顾性分析
%.*

例
OL_

患者的红细胞分布宽度$

,_R

%+血小板计数

$

KM)

%+血小板分布宽度$

K_R

%+平均血小板体积

$

NKP

%+血小板压积$

KO)

%+超敏心肌肌钙蛋白
)

$

:61<)()

%+心肌肌钙蛋白
)

$

<)()

%+心肌肌钙蛋白
W

$

<)(W

%+肌酸激酶同工酶$

O]1NJ

%检测数据#探讨血

小板指标及
<)(

在
OL_

临床诊治中的价值'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取
$#%!

年
!

月至
$#%-

年
!

月在

本院确诊并住院治疗的冠心病患者
%.*

例#按照

RLHOL_

诊断标准分为心绞痛$

/K

%组和急性心肌

梗死$

/NW

%组'

/K

组
%#0

例#其中男
-$

例+女
!"

例#平均$

"2+.%T.+"*

%岁&

/NW

组
2-

例#其中男
!0

例+女
*.

例#平均$

-%+"$T%#+#!

%岁'

OL_

患者纳

入标准!均符合
RLH

关于
OL_

的诊断标准及分类#

具体为$

%

%临床症状典型&$

$

%

$!:

之内反复心绞痛#

血清酶增高#符合心肌梗死的过程者&$

*

%心电图上出

现
I)1)

改变&$

!

%心电图有异常
d

波及$或%

I)1)

有

符合心肌梗死的衍变&$

"

%疼痛诱因不明#硝酸甘油效

果差或无效'同时选取本院体检健康的医师
.#

例作

为对照组#其中男
!%

例+女
!.

例#平均$

"*+$2T

2+$0

%岁'各组研究对象在性别+年龄等一般资料比

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具有可比性'

$+/

!

仪器与试剂
!

\%0#

电化学发光免疫全自动分

析仪+

K2##

生化全自动分析仪及其原装配套试剂$德

国
,3<:5

公司生产%#

PW),HI\OWd

生化分析仪及

其原装配套试剂$美国强生公司生产%'

$+'

!

方法

$+'+$

!

标本采集及血小板检测
!

OL_

患者在急诊

入院时
%:

内抽取血液标本#血细胞分析采集
$&M

#

生化试验采集
*&M

#

*###C

"

&'(

离心
%"&'(

#取血清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2

年
0

月第
%"

卷第
%*

期
!

M9?N5=OB'(

!

FAB

E

$#%2

!

P3B+%"

!

Q3+%*



待检#

%:

内完成检测)

-

*

'患者在入院后需多次采集

血液标本#采血时间间隔
$:

'对照组采集清晨空腹

静脉血#血细胞分析用
$&M

#生化试验用
*&M

#

*###

C

"

&'(

离心
%"&'(

#取血清待检#

%:

内检测完成'检

测项目包括
,_R

+

KM)

+

K_R

+

NKP

+

KO)

'

$+'+/

!

心肌标志物检测
!

对生化试验用血液标本

*###C

"

&'(

离心
%"&'(

#取血清
$##

"

M

到样品杯

中#

\%0#

电化学发光免疫全自动分析仪及其原装配

套试剂检测
:61<)()

+

<)()

#

K2##

生化全自动分析仪

及其原装配套试剂检测
O]1NJ

#

PW),HI\OWd

生化

分析仪及其原装配套试剂检测
<)(W

'

:61<)()

+

<)1

()

+

O]1NJ

检测结果自动传入
MWI"+#

检验系统#

<)1

(W

检测结果人工输入
MWI"+#

检验系统)

01.

*

'对照组
$

:

内检测完毕#

OL_

患者每天监测一次#每次均在
%:

内检测完成'同时记录检测情况#观察患者心肌标志

物的峰值数据变化'

$+'+'

!

各项指标正常参考值范围
!

,_R

!

%%V

#

%"V

#

KM)

!$

%##

#

*##

%

m%#

.

"

M

#

K_R

!

%"V

#

%0V

#

NKP

!

.

#

%*;M

#

KO)

!

#+%%V

#

#+$2V

#

:61<)()

!

#

#

#+#%"(

8

"

&M

#

<)()

!

#

#

#+#%"(

8

"

&M

#

<)(W

!

#

#

#+#*(

8

"

&M

#

O]1NJ

!

#

#

$"WZ

"

M

'

$+1

!

统计学处理
!

使用
IKII$#+#

统计软件进行统

计学分析'计量资料以
AT8

表示#两组间比较采用

MI_

法#

*

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计数资料

以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配对资料的
!

$ 检验&以
!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各组研究对象血小板指标对比
!

/K

组+

/NW

组患者的
,_R

均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

#+#"

%#但
/K

组和
/NW

组的
,_R

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

!

#

#+#"

%&

*

组间的
KM)

+

K_R

+

NKP

+

KO)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见表
%

'

/+/

!

各组研究对象心肌标志物对比
!

/NW

组患者的

:61<)()

+

<)()

+

<)(W

+

O]1NJ

水平明显高于
/K

组

和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K

组患者

:61<)()

+

<)()

+

<)(W

+

O]1NJ

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见表
$

'

表
%

!!

各组研究对象血小板指标对比#

AT8

&

组别
& ,_R

$

V

%

KM)

$

m%#

.

"

M

%

K_R

$

V

%

NKP

$

;M

%

KO)

$

V

%

/K

组
%#0 %!+2%T#+0$

"

%!0T!* %-+-"T$+!% %$+2!T%+2$ #+%-T#+#"

/NW

组
2- %"+%2T#+-%

"

%-$T"* %0+#.T$+"# %$+!"T%+#- #+%0T#+#!

对照组
.# %$+-*T#+*- %!*T$- %-+$.T$+%$ %%+2"T%+.# #+$#T#+#-

!!

注!与对照组比较#

"

!

$

#+#"

表
$

!!

各组研究对象心肌标志物对比#

AT8

&

组别
& :61<)()

$

(

8

"

&M

%

<)()

$

(

8

"

&M

%

<)(W

$

(

8

"

&M

%

O]1NJ

$

WZ

"

M

%

/K

组
%#0 #+#$#T#+##*

"*

#+#$#T#+##0

"*

#+#0*T#+#$%

"*

%-+"*%T$+0!%

"*

/NW

组
2- *+#.#T#+%0$

"

%+."#T#+#-#

"

%0+"#-T!+#0"

"

%-*+.*$T%.+$-#

"

对照组
.# # # # %$+*"#T!+20%

!!

!!

注!与对照组相比#

"

!

$

#+#"

&与
/NW

组比较#

*

!

$

#+#"

/+'

!

OL_

患者心肌标志物检测情况
!

/K

组患者

:61<)()

+

<)()

+

<)(W

+

O]1NJ

的 阳 性 率 分 别 为

*$+0%V

$

*"

例%+

%"+2.V

$

%0

例%+

*!+"2V

$

*0

例%+

%*+#2V

$

%!

例%#

:61<)()

+

<)()

+

<)(W

的阳性率与

O]1NJ

阳性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

/NW

组患者
:61<)()

+

<)()

+

<)(W

+

O]1NJ

阳性率分别为

%##V

$

2-

例%+

%##V

$

2-

例%+

%##V

$

2-

例%+

-0+!!V

$

"2

例%#

:61<)()

+

<)()

+

<)(W

阳性率明显高于
O]1

NJ

阳性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1

!

/NW

组心肌标志物变化情况
!

/NW

组患者入

院后行常规治疗#多次进行心肌标志物检测#研究收

集患者
:61<)()

+

<)()

+

<)(W

+

O]1NJ

均值与参考值

的倍数变化#

:61<)()

+

<)()

+

<)(W

都有明显的升高#

O]1NJ

没有明显的升高峰值#其中
<)()

最为明显#

在入院
$

#

*=

达到了峰值'

'

!

讨
!!

论

!!

对冠心病患者临床诊治上最常用的手段是心电

图检查#特点是使用方便'在患者心绞痛发作时可以

捕捉心肌缺血的异常波动)

%#1%$

*

'为了提高心电图检

查的灵敏性还可以对患者进行运动负荷和药物引导#

诱发患者心肌缺血#诊断是否存在心绞痛症状'动态

心电图是另一种常用的诊治方式#可以
$!:

不间断记

录患者心脏变化情况#提高冠心病的检出率'冠状动

脉造影是目前诊治冠心病的金标准#可以直观观测患

者冠状动脉堵塞情况#对后期手术有重要的指导价

值)

%*1%!

*

'除了以上几种诊治方法#对冠心病患者的血

液检测也是必不可少的'有研究表明冠心病病程发

展的过程会引起血液指标一系列的变化#这些实验室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2

年
0

月第
%"

卷第
%*

期
!

M9?N5=OB'(

!

FAB

E

$#%2

!

P3B+%"

!

Q3+%*



检测指标可以辅助患者的临床诊治和预后评估'

在本研究中#

OL_

患者的
,_R

明显高于对照

组#说明
,_R

在
OL_

临床诊治上是一项重要的指

标'有研究表明#

,_R

增大与
OL_

的发生率和病死

率呈正相关'既往研究描述把
%!*

例
OL_

患者按照

,_R

分为
,_R

$

%*+%V

组和
,_R

'

%*+%V

组#在

对患者随访中发现#

,_R

'

%*+%V

组
OL_

患者心肌

梗死复发率+病死率均比
,_R

$

%*+%V

组高)

%"

*

'

,_R

反映红细胞大小指标#宽度越大说明血液红细

胞形状大小不一#超过正常值多诱发贫血+造血异常

或者先天性红细胞异常'

OL_

患者在发生冠状动脉

病变时#脂肪的沉积造成通道变窄+动脉阻塞#在生理

或心理受到压力时#心脏需要更多的氧气及养分#流

动障碍血液无法正常输送造成患者心肌缺血&冠状动

脉病变引起患者神经内分泌系统产生大量血管收缩

因子和炎性细胞因子#影响人体血液的生成#导致

,_R

增加'

OL_

和冠状动脉血栓有密切的关系#血

小板在血栓的形成中起到了关键作用'血小板由骨

髓造血组织中的巨核细胞产生#

OL_

患者动脉血液

流速降低#血小板在血管壁上沉积#刺激骨髓造血组

织中的巨核细胞产生新的血小板#血小板体积异质性

增大#在血小板指标中#

NKP

表示平均血小板体积#

K_R

表示血小板的不均一性'

KO)

不是一个常数#

是
KM)

和
NKP

的积'因此#

OL_

患者
KM)

+

KO)

随病程发展下降#

NKP

+

K_R

逐渐增大'在本次研究

中#各组研究对象的
KM)

+

KO)

+

NKP

+

K_R

间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

!

#

#+#"

%#

/K

组+

/NW

组的血小板相

关参数较对照组高#原因是患者在入院时病情已十分

严重#血小板相关参数已经发生了变化#因此在临床

上对
OL_

患者血小板指标进行动态监测很有必要'

OL_

导致心肌细胞的损伤#在
OL_

患者血液中

可以监测到
<)(

#健康者外周血中
<)(

水平很低#在

/NW

发作时水平迅速升高#因此
<)(

是
OL_

实验室

监测的重要指标'

<)(

由
*

种不同基因的亚基组成!

<)()

+

<)(W

和
<)(O

'在本研究中#

OL_

患者入院

$

#

*=<)()

+

<)(W

+

:61<)()

达到峰值#

<)()

最明

显#

O]1NJ

基本为低水平直线'同时
<)()

+

<)(W

+

:61<)()

的阳性率明显高于
O]1NJ

阳性率#说明

<)()

是临床诊断
/NW

的重要指标'

综上所述#对
/NW

的诊断#

<)()

是重要的检测

指标'

OL_

患者
,_R

显著升高#血小板相关参数随

病程发展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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