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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住院新生儿血清超敏肌钙蛋白
'

水平分析

尹利民

"云南省昆明市第一人民医院检验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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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目的
!

初步探讨新生儿血清超敏肌钙蛋白
'

"

?A&G'H'

#的水平结果$方法
!

选择
+.,3

年
+

月至

+.,2

年
,+

月该院住院的新生儿患儿共
,33.

例!其中黄疸
2,6

例"黄疸组#!肺炎
/,+

例"肺炎组#$采用罗氏

P8C;AN0,,

电化学发光系统对血清
?A&G'H'

进行检测!并用
*]**,/4.

对检测结果进行统计分析$结果
!

肺

炎组和黄疸组患儿
?A&G'H'

水平分别为"

.4.26e.4.-,

#&"

.4.10e.4./+

#

$

J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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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分位界值分别为

.4+63

&

.430+

$

J

'

#

$

?A&G'H'

在不同性别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H

&

.4.-

#$结论
!

常见疾病新生儿
?A&G'H'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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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分位界值明显高于健康成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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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儿各个系统处于由胎儿阶段向新生儿阶段

转变期#在各种疾病状态下心肌缺氧*缺血等不良状

况发生率较高#严重的心肌损伤往往发展为心肌坏

死#甚至心力衰竭*心源性休克#直至病死'

,&3

(

)因此#

做好新生儿心肌损伤的早期诊断*早期治疗非常重

要'

0

(

)血清肌钙蛋白$

G'H

%是诊断心肌细胞损伤的敏

感指标#

G'H

在临床决策中的作用越来越受到重视)

美国心脏病学院$

"PP

%*欧洲心脏病学会$

N*P

%*美

国心 脏 病 学 会 基 金 会 $

"PP)

%*美 国 心 脏 协 会

$

"X"

%*世界心脏联盟$

[X)

%等国际心脏病学术组

织建议以
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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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分位值及其动态变化作为急性

心肌梗死的主要判断标准'

-

(

)由于新生儿特殊的生

理代谢状态#血清
G'H

水平与成人存在差异#因此#不

能采用成人心肌损伤的诊断界值来诊断新生儿心肌

损伤'

/

(

)然而由于伦理学原因#规范地开展健康新生

儿
G'H

诊断界值的研究非常困难#关于新生儿心肌损

伤的诊断界值目前尚无明确标准'

2

(

)现探讨非心脏

疾病新生儿患儿的超敏肌钙蛋白
'

$

?A&G'H'

%水平#

为临床新生儿心肌损伤的诊断提供数据支持)报道

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4$

!

一般资料
!

选择
+.,3

年
+

月至
+.,2

年
,+

月该

院住院的新生儿患儿共
,33.

例#来自昆明各个地区#

男
233

例#女
-12

例#年龄
,

%

+6E

#平均年龄$

64.0e

/466

%

E

#黄疸患儿
2,6

例$黄疸组%#肺炎患儿
/,+

例

$肺炎组%)所选对象均为足月新生儿#无早产*出生

低体质量#无先天性心脏*窒息*新生儿肺透明膜病等

严重疾病)

$4/

!

仪器与试剂
!

采用罗氏
P8C;AN0,,

全自动电

化学发光分析系统及原装配套试剂及校准品#采血容

器使用带分离胶的真空采血管$

S;G=>>B9

公司生产%)

$4'

!

试验方法
!

抽取所有患儿静脉血
+I#

#

0...

F

"

IBH

离心
,.IBH

)所有标本均在当日完成检测)

$41

!

质量控制
!

采用罗氏
P8C;AN0,,

全自动电化

+

21-+

+

检验医学与临床
+.,6

年
1

月第
,-

卷第
,2

期
!

#;C!9EP<BH

!

*9

K

>9IC9F+.,6

!

S8<4,-

!

T84,2



学发光分析系统定期用厂商配套校准品进行校准#每

日检测前使用自制的血清质控品进行室内质控监测#

质控结果符合要求后进行标本检测)检测期间本室

所参加的原卫生部及云南省临床检验中心组织的心

肌标志物室间质量评价结果均合格)

$42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4.

统计软件进行数

据分析#计算各组数据的均值*标准差及百分位数值&

+

组间均值的比较采用
6

检验方法)

H

%

.4.-

为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4$

!

+

组新生儿
?A&G'H'

水平结果比较
!

?A&G'H'

水平结果呈正偏态分布$肺炎组峰度系数!

2416-

#偏

度系数!

+4321

&黄疸组峰度系数!

34-1.

#偏度系数!

,423+

%)

+

组患儿
?A&G'H'

水平比较#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H

%

.4.-

%)见表
,

和图
,

)

/4/

!

+

组不同性别患儿
?A&G'H'

水平结果比较
!

肺

炎组和黄疸组分别按不同性别进行男*女性别分类#

+

组患儿
?A&G'H'

水平在不同性别比较#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

H

&

.4.-

%)见表
+

)

/4'

!

患儿年龄与
?A&G'H'

的相关性
!

按患儿周龄进

行分类#肺炎组和黄疸组患儿
?A&G'H'

水平随周龄增

加呈先增高后降低的趋势#但变化范围较小)见图
+

)

图
,

!!

+

组患儿
?A&G'H'

水平结果比较

表
,

!!

+

组患儿
?A&G'H'

水平结果比较%

NeD

#

$

J

(

#

&

组别 例数$

+

%

?A&G'H'

H

1-

H

11

肺炎组
1. .4.26e.4.-, .4,2/ .4+63

黄疸组
,+/ .4.10e.4./+ .4++3 .430+

6 -40.3

H .4...

表
+

!!

+

组不同性别患儿
?A&G'H'

水平结果比较%

NeD

#

$

J

(

#

&

组别 性别 例数$

+

%

?A&G'H' 6 H

肺炎组 男性
3-. .4.6.e.4.-. ,4,1. .4+30

女性
+/+ .4.2-e.4.-+

黄疸组 男性
363 .4.16e.4./+ ,4-1, .4,,+

女性
33- .4.1.e.4./+

图
+

!!

患儿年龄与
?A&G'H'

的相关性

'

!

讨
!!

论

!!

关于新生儿心肌损伤的临床诊断#既往临床以肌

酸激酶同工酶$

P_&!O

%等作为判断生化指标)但有

研究表明#新生儿
P_&!O

部分来源于骨骼肌#且由于

P_&!O

可通过胎盘#

P_&!O

在机体的半衰期为
,3

?

#

+

%

3E

内检测
P_&!O

值会受母亲分娩时的应激和

骨骼肌受累程度的影响#因此#

P_&!O

不适用于新生

儿心肌损伤的诊断'

6

(

)

G'H'

是近年来开展的关于心

肌损伤的敏感指标#

G'H

半衰期为
+?

#因此#新生儿

出生
,E

后
G'H'

值不受母体干扰'

1

(

)本研究结果表

明#肺炎组和黄疸组新生儿
?A&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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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分位值

明显高于健康者$

.4.,0

$

J

"

#

%#且
114225

$

,3+2

"

,33.

%的患儿
?A&G'H'

水平均高于健康者)由于患

非心脏疾病新生儿不太可能有高比例$

114225

%均发

生心肌损伤#因此最可能的原因是#由于新生儿特殊

的生理代谢状态#导致的免疫交叉反应)

G'H

是
,1/-

年由
NO"*#%T

等发现并命名#是横纹肌的结构蛋白)

G'H'

并非心肌细胞的特异性标志物)骨骼肌
'H'

与
G'H'

存在免疫交叉反应)虽然骨骼肌
'H'

与

G'H'

的免疫交叉反应小于
-5

#但当机体存在高水

平骨骼肌来源
'H'

时#对
?A&G'H'

检测结果有一定

的影响)另外#

G'H'

在胎儿期表达为胎儿型
'H'@

#

主要在骨骼肌细胞表达#与
G'H'

的免疫交叉反应程

度并不明确)因此#肺炎组和黄疸组新生儿
?A&G'H'

第
11

百分位值明显高于健康者很可能是由于免疫交

叉反应所导致)因此#采用健康者
?A&G'H'

第
11

百

分位值诊断新生儿心肌损伤存在问题)

本研究黄疸组患儿
?A&G'H'

水平高于肺炎组#可

能的原因!$

,

%黄疸对检测结果的影响)$

+

%胆红素升

高对心肌细胞的损伤)

78G?9

公司的
?A&G'H'

诊断

试剂在胆红素小于
0+6

$

I8<

"

#

时对检测结果无影

响)本研究选择黄疸组患儿的血清胆红素水平均在

0+6

$

I8<

"

#

以下#因此可以排除胆红素对
?A&G'H'

检测结果的影响)刘新晖等'

,.

(发现新生儿高胆红素

血症可引起心肌损伤#损伤程度与黄疽程度相关#但

是具有可逆性)胆红素对心肌的毒性机制不十分清

+

61-+

+

检验医学与临床
+.,6

年
1

月第
,-

卷第
,2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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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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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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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8<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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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可能与胆盐增高时抑制心肌细胞的三磷酸腺苷

$

"']

%酶活性#影响氧交换和蛋白质合成有关)而另

一项对
2.

例黄疽新生儿的对照研究显示#病理性黄

疸和生理性黄疸新生儿血清
G'H'

值比较#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

H

&

.4.-

%#表明新生儿高胆红素血症对心

肌无明显的损伤作用'

,,

(

)因此#新生儿高胆红素血症

是否造成心肌损伤目前仍有争议)

本研结果显示#

?A&G'H'

水平在
+

组男*女性之

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H

&

.4.-

%)因此#在开展

新生儿
?A&G'H'

参考水平研究时#可以排除性别的影

响)

+

组患儿
?A&G'H'

水平随周龄的增加有先增高

后降低的趋势#但变化范围较小#可能与新生儿特殊

的生理代谢特点有关)

新生儿心肌细胞对缺血
&

再灌注的耐受力较成年

人差#新生儿疾病常并发短暂心肌缺血及心肌损伤#

因此对新生儿心肌损伤的早期诊断十分重要'

,+

(

)新

生儿心肌损伤的确诊方法#目前局限于心电图及心脏

彩超等设备#这些检查手段特异性较强#而敏感性低#

G'H'

的检测则为新生儿心肌损伤提供了良好的实验

室证据#但采用健康成年人第
11

百分位值$

.4.,0

$

J

"

#

%诊断新生儿心肌损伤并不合适)由于伦理学的

原因#规范地开展新生儿
?A&G'H'

参考区间的研究存

在一定的难度)本研究分析了患常见非心脏疾病新

生儿血清
?A&G'H'

水平的分布情况#为临床新生儿心

肌损伤的诊断提供一定的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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