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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早产儿呼吸窘迫综合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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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检测的

临床意义&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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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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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诊断标准!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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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早产儿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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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分为轻度
,V!

组
.&

例'中度
,V!

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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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和重度
,V!

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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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运用电化学发光方法测定其血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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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水平!对上述结果进行分析&结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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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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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监测!可及早发现心功能下降情况!并有助于判断心力衰竭的程度!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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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抢

救和治疗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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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对血清氨基末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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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钠尿肽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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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产生机制和生理作用的认识日趋完

善"其在新生儿常见疾病临床研究中的应用潜力也得

到了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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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产儿呼吸窘迫综合征)

,V!

*"临床表

现为早期呼吸窘迫"包括发绀$呻吟$吸气性三凹征和

呼吸急促"如不及时治疗"可因进行性缺氧和呼吸衰

竭而死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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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

C

>4@JK

作为诊断心力衰竭的标

志物"已成为国内外公认的诊断成人心力衰竭的可靠

标志物#目前"国内外关于
,V!

患儿中血清
J?-

C

>4@JK

的报道较少#笔者通过对血清
J?-

C

>4@JK

的检测与分析"探讨其在
,V!

疾病中的变化情况"观

察
,V!

对血清
J?-

C

>4@JK

水平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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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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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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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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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收治早产儿
&'*

例"将其分为对照组)无
,V!

等并

发症的普通早产儿*

$$

例"

,V!

组
&&(

例#其中
,V!

组按照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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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将
,V!

早产儿

分成轻度
,V!

组
.&

例)

'

#

.

分*$中度
,V!

组
.$

例

)

*

#

0

分*$重度
,V!

组
&&

例)

+

#

&%

分*#

,V!

纳入

标准'

(

(

!)

&

*胎龄小于
'.

周+)

$

*在出生
&$D

内出现呼

吸窘迫)包括发绀$呻吟$吸气三凹征和呼吸急促*"且

进行性加重+)

'

*吸室内空气时经皮血氧饱和度低于

+.T

#

+0T

"或动脉血气分析血氧分压)

K=\

$

*

$

.%

77 A

F

$出现中央性发绀$需吸氧才能维持
K=\

$

%

.%

77 A

F

+)

(

*胸部
c

线表现为磨玻璃样改变和支气管

充气征+)

.

*或尚无典型
,V!

改变"但排除其他肺部

疾病#

!/

评分标准'

.

(见表
&

#各组早产儿在性别$胎

龄$出生体质量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

%

%)%.

*"见表
$

#

表
&

!!

!/

评分标准

评分
上胸廓

凹陷

下胸廓

凹陷

剑突下

凹陷
鼻扇 呼气性呻吟

%

同步 无 无 无 无

&

吸气时延迟 可见 可见 轻度 用听诊器可听见

$

跷跷板式 明显 明显 明显 不用用听诊器可听见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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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早产儿基本情况比较

组别
*

胎龄)周* 体质量)

F

* 男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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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组
$$ '$)*b&)1 &++&b($& &.

)

*$).

*

轻度
,V!

组
.& '$).b$)& &+.%b..% $+

)

.()0

*

中度
,V!

组
.$ '$)&b$). &+%&b.$1 $1

)

.().

*

重度
,V!

组
&& '$)&b&)1 &+(+b'*& *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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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仪器与试剂
!

采用罗氏
8*%$

电化学发光分析

系统及相应配套试剂$定标品购自罗氏公司"室内质

控品购自美国
@#\-,/V

公司#

$)'

!

方法

$)')$

!

标本采集
!

早产儿出生后"用加有分离胶的

真空采血管采集静脉血
$

#

'7H

"剔除溶血及脂血标

本"

'.%%>

%

7:E

离心
.7:E

"取血清于
O+% a

冰箱

保存#

$)')/

!

标本检测
!

检测时标本室温放置
'%7:E

"待

充分溶解后混匀#室内质控通过后采用罗氏
8*%$

电

化学发光分析系统测定标本血清
J?-

C

>4@JK

水平#

$)1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K!!&*)%

统计学软件进行

数据分析#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Db=

表示"呈

偏态分布的采用中位数)四分位数间距*表示"组间比

较运用非参数秩和检验"两者相关性采用
!

C

8=>7=E

相关性分析"以
!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各组早产儿血清
J?-

C

>4@JK

的检测结果
!

轻

度
,V!

组$中度
,V!

组$重度
,V!

组早产儿血清

J?-

C

>4@JK

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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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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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组早产儿血清
J?-

C

>4@JK

的检测

!!!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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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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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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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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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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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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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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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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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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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与对照组比较"

"

!

$

%)%.

/)/

!

各组早产儿血清超敏肌钙蛋白)

DI?E-#

*检测结

果
!

采用
G=EE-QD:;E8

<

秩和检验"轻度
,V!

组及中

度
,V!

组早产儿血清
DI?E-#

水平与对照组相比较无

明显差别"而重度
,V!

组早产儿
DI?E-#

水平与对照

组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见表
(

#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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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组早产儿血清
DI?E-#

检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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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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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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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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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组
$$ &().%

)

+)$'

"

$*)1%

*

轻度
,V!

组
.& &*)+%

)

1)$.

"

$.)$.

*

O%)''. %)0$'

中度
,V!

组
.$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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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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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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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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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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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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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与对照组比较"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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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

组早产儿血清
J?-

C

>4@JK

与
DI?E-#

的相

关性分析
!

采用
!

C

8=>7=E

相关性分析"患
,V!

早产

儿血清
J?-

C

>4@JK

水平与
DI?E-#

的相关系数)

5

*为

%)(%'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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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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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K

的前体前脑钠肽原)

C

>8

C

>4@JK

*主要由心

室的肌细胞合成并分泌"在分泌过程中或进入血液后

分解成为具有生物活性的
@JK

)含有
'$

个氨基酸的

"

片段与无生物活性的
J?-

C

>4@JK

两部分*

'

*

(

#在

心室容量过大及压力负荷过重时"

J?-

C

>4@JK

比

@JK

升高更显著"两者的浓度升高呈正相关"由于

J?-

C

>4@JK

相对分子质量明显较
@JK

大并且无生

物活性"体外的稳定性比
@JK

要高"在进行定量分析

时"测定值比
@JK

高
&%

倍以上'

0-1

(

#从临床角度考

虑
J?-

C

>4@JK

测定方法更简便易行"故在临床工作

中应用越来越广泛且已经成为急救医学中疾病诊断

及评估的重要指标#

早产儿即指出生时胎龄不足
'0

周的新生儿#由

于其机体发育不成熟"其各系统的功能均不完善"胎

龄越小表现越突出#有研究报道
J?-

C

>4@JK

水平在

出生后立即有明显的升高"在出生的最初几天"

J?-

C

>4@JK

释放显著"提示
@JK

在出生后辅助减轻心室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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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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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荷也帮助心脏降低前负荷'

&%

(

#本研究发现"无

,V!

等并发症的普通早产儿的血清中
J?-

C

>4@JK

水平为
&*&%

)

'.(

"

(001

*

CF

%

7H

"明显高于健康成年

人正常参考范围#

,V!

是指出生后不久即出现进行性呼吸困难$青

紫$呼气性呻吟$吸气性三凹征和呼吸衰竭"是由于肺

发育不成熟$肺表面活性物质缺乏而导致的进行性肺

泡萎陷$肺液转运障碍$肺毛细血管及肺泡间高通透

性渗出性病变#该病是早产儿最常见的呼吸障碍性

疾病"胎龄越小"发生率越高"且越严重"甚至死亡'

&%

(

#

笔者将
&'*

例早产儿分成
,V!

组及对照组"并按照

!/

评分分值将
,V!

组患儿分为轻度
,V!

组$中度

,V!

组和重度
,V!

组"运用电化学发光方法测定其

血清中
J?-

C

>4@JK

的水平#本研究发现"

,V!

各组

早产儿血清中
J?-

C

>4@JK

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且

随着病情严重程度的增加其
J?-

C

>4@JK

水平越高#

表明患
,V!

的早产儿心功能下降"且
,V!

越重"心功

能下降越明显"提示与肺血流动力学变化功能损害相

关#

J?-

C

>4@JK

与新生儿窒息后心肌损伤及心力衰

竭的相关性研究显示"

J?-

C

>4@JK

水平随窒息的程

度及窒息后心肌的损伤程度增加'

&&-&$

(

#本研究也发

现患
,V!

的早产儿血清
J?-

C

>4@JK

与
DI?E-#

存在

着显著的相关性)

5e%)(%'

"

!

$

%)%.

*#目前认为

9?E#

是心肌细胞死亡最敏感和特异的标志物"本研究

同时检测了
,V!

早产儿血清的
DI?E-#

水平"经研究

发现轻度
,V!

组$中度
,V!

组患儿血清中
DI?E-#

水

平与对照组比较升高不明显"而重度
,V!

组患儿血

清中
DI?E-#

水平则有不同程度的升高"与对照组比

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表明重度
,V!

组早

产儿的心肌细胞已经受损#其原因可能是胎儿血氧

分压下降时会迅速使胎心率发生改变"并引起血管的

舒缩状态及血压的改变"这些变化会迅速激活心脏的

内分泌系统"促使
@JK

$

J?-

C

>4@JK

释放增加"这种

改变可发生在心肌细胞损害之前"而此时血清中

DI?E-#

水平并没有上升'

&'

(

#所以"

,V!

的早产儿血

清中
J?-

C

>4@JK

比
DI?E-#

能更早地反映其心功能

的变化#

综上所述"对早产儿
,V!

血清中
J?-

C

>4@JK

进

行监测"可及早发现心功能下降"并有助于判断心力

衰竭的程度"对
,V!

早产儿的抢救和治疗具有重要

的临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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