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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肽素对急性心肌梗死早期诊断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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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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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目的
!

评价和肽素对急性心肌梗死"

+2_

$早期诊断的价值%方法
!

采用
2/1;

分析!检索

3JH2/B

&

(S)_

&万方等中英文数据库!筛选建库以来至
"&!T

年
'

月关于和肽素在
+2_

早期诊断中的研究!采

用
2/1;7*-@E!%$

软件进行分析%结果
!

共纳入
!&

篇文献!共计
'$#T

例研究对象%按照随机效应模型计算和

肽素对
+2_

早期诊断的敏感度&特异度&阳性似然比&阴性似然比&

5N(

曲线下面积"

+ (̀

$!分别为
T8\

&

8'\

&

"%'6

&

&%"T

&

&%6!4

%结论
!

和肽素对
+2_

的早期诊断具有较高的敏感度!能减少诊断的漏诊率!但是特

异度稍差%

关键词"和肽素#

!

急性心肌梗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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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心肌梗死$

+2_

&是指冠状动脉急性闭塞'血

流中断'持续性缺血缺氧所引起的局部心肌坏死#并

有血清心肌酶水平增高及心电图的改变#可并发心律

失常'休克或心力衰竭#常可危及生命*近期研究发

现#和肽素在
+2_

的早期即明显升高#其水平较稳

定#测定方便快捷#敏感度高*因此#和肽素对于
+2_

早期的诊断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人们对和肽素的

研究也逐渐增多#但因目前对其诊断价值尚不完全清

楚#使其较少在临床上得以应用*因此#对和肽素进

行
2/1;

分析有重要意义*本文收集了相关文献进行

2/1;

分析#研究和肽素用于
+2_

早期诊断的价值#

为和肽素在临床上的应用提供依据*

$

!

资料与方法

$%$

!

文献的纳入与排除标准

$%$%$

!

研究类型
!

国内外已发表的关于和肽素用于

+2_

早期诊断方面的诊断性试验文献#能够提取四格

表等研究指标#语种限定为中文和英文*

$%$%/

!

纳入标准
!

临床上根据既往病史'典型临床

表现'心电图$

U(Q

&'冠状动脉造影等检查确诊为

+2_

的患者*

$%$%'

!

排除标准
!

$

!

&无法提供完整数据且无法通

过推算得出数据的文献%$

"

&重复发表的文献%$

#

&研

究样本量较少$例数
%

8&

例&或相同实验数据的文献%

$

$

&动物类研究实验%$

8

&综述'会议记录'讲座等文

献%$

'

&质量评估差的文献*

$%/

!

文献检索策略
!

检索
3JH2/B

'

UAH;@/

'

(:7

E>D;0E/.-HD;D

<

'

_X_

外文数据库及
(S)_

'维普'万方'

(Z2

等中文数据库*检索年限为建库至
"&!T

年
'

+

'8$

+

检验医学与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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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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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HDJ;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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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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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项目!长沙医学院大学生创新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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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许斯铤#男#在读本科#主要从事医学检验相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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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外文检索词!

E:

?

/1-0

'

;EJ1/A

<

:E;DB-;.-07;DE1-:0

:D+2_

'

E:D:0;D

<

;D1/D

<

@

<

0BD:A/

'

/;D.

<

B-;

,

0:@-@

*

中文检索词!和肽素'急性心肌梗死'冠状动脉综合

征'早期诊断*检索运用主题词与自由词相结合检索

文献#由
8

位研究者独立完成并互相校对文献#通过

手工检索文献并进行讨论校对分析#同时查看相关文

献的参考文献以查找可能符合纳入标准的文献#避免

有文献遗漏*

$%'

!

文献筛选
!

筛选过程由
8

位研究者独立分析完

成检索文献*$

!

&严格按照纳入与排除标准筛选文

献%$

"

&根据检索词筛选文献的题目'摘要'关键词等

信息#排除不符合纳入标准的文献%$

#

&对初筛符合纳

入标准的文献仔细阅读全文#确定是否纳入分析%$

$

&

对有分歧或不确定的文献通过讨论或由第
#

研究者

决定是否纳入%$

8

&不符合纳入标准'被排除的文献#

一经排除#不再纳入*

$%1

!

资料提取
!

提取包括文献第一作者姓名'文献

发表年限'敏感度和特异度等指标*

$%2

!

文献质量评价
!

主要采用诊断准确性研究的质

量评价工具$

M`+*+X

&#该方法包含
!$

条标准评价

文献质量#每条标准均以.是/.否/.不清楚/进行评

价*该方法中的.是/表示符合此条标准%.否/表示不

满足此条标准或未提及%.不清楚/表示部分满足此条

标准或从文献中无法提取足够信息*本研究参考

d;B;B

的质量计分方法#对
!$

条标准进行评分*若回

答.是/记
"

分%回答.不清楚/记
!

分%回答.否/记
&

分*总得分
&

"

!8

分为低质量文献%

&

!8

"

"T

分为高

质量文献*

$%)

!

测量指标
!

包括敏感度'特异度'诊断比值比

$

*N5

&'阳性似然比'阴性似然比'受试者工作特征

$

5N(

&曲线'曲线下面积$

+ (̀

&'

M

"指数$

5N(

曲线

右下角和左上角的连线交点*

M

"越大#诊断准确度

越高&等研究指标*

$%.

!

统计学处理
!

$

!

&运用
2/1;7*-@E!%$

软件分析*

$

"

&异质性检验!诊断性试验的异质性主要是由阈值

效应 和 非 阈 值 效 应 引 起#对 于 阈 值 效 应 通 过

X

?

/;DA;0

相关系数
6

判断#而非阈值效应通过
*N5

的
(:E>D;0

检验
N

值与
.

" 值分析*异质性检验的水

准!

)

]&%&8

#若
F

%

&%&8

#

.

"

&

8&\

#则说明存在统计

学异质性#应采用随机效应模型%若
F

&

&%&8

#

.

"

%

8&\

#则说明不存在统计学异质性#应采用固定效应

模型*计算合并效应量*

/

!

结
!!

果

/%$

!

文献筛选结果
!

对各数据库进行检索#经图
!

所示初次筛选出中英文文献共
4"

篇#其中中文文献

$!

篇#英文文献
#!

篇*阅读全文后#通过纳入与排除

标准进行筛选#剔除动物类实验'综述'会议记录'样

本量
%

8&

例的文献#以能提取四格表数据为标准#结

合实际情况讨论后#最终纳入文献
!&

篇#包括中文文

献
#

篇#英文文献
4

篇#共计
'$#T

例研究对象#

M`+*+X

得分均
&

!'

分#符合高质量文献标准*文

献发表年限为
"&&6P"&!4

年#纳入研究的基本情况

见表
!

*

图
!

!!

文献筛选流程图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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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肽素对早期
+2_

的诊断价值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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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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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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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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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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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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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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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异质性分析
!

运用
2/1;7*-@E!%$

软件分析发

现#

(:E>D;07N

为
!!'%!$

#

.

"

&

8&\

#

F

%

&%&8

#表明研

究存在明显的异质性#可能由阈值效应和非阈值效应

引起*通过计算#

X

?

/;DA;0

相关系数
6]&%!!T

#

F]

&%4"6

#提示不存在阈值效应#故采用随机效应模型来

进行
2/1;

分析*

/%'

!

回归分析
!

运用
2/1;7*-@E!%$

软件进行亚组分

析#设置变量.

g

J;.-1

<

/代表文献质量#.

&

/代表文献质

量较差#.

!

/代表文献质量较好%设置变量.

<

/;D

/代表

文献年限#.

&

/代表
"&!8

年之前的文献#.

!

/代表
"&!8

年及之后的文献%设置变量.

E:J01D

<

/代表文献研究对

象所在国家或地区#.

&

/代表国内选取的病例#.

!

/代

表国外或其他地区选取的病例*通过进行亚组分析#

结果显示本研究的异质性与文献质量'文献年限和国

家或地区无关*因为本研究选取的文献所获得的资

料有限#分析异质性可能!$

!

&纳入研究的病例间病

情'疗程不同引起的%$

"

&纳入研究的病例间年龄'性

别不同引起的%$

#

&研究方法不同引起的%$

$

&纳入研

究的病例中检测和肽素水平的时间段差异引起的*

图
"

!!

和肽素检测
+2_

的敏感度

图
#

!!

和肽素检测
+2_

的特异度

/%1

!

和肽素对
+2_

的诊断价值分析
!

本研究结果

显示#和肽素对
+2_

诊断的敏感度为
T8\

#

68\D.

为
T"\

"

T4\

%特异度为
8'\

#

68\D.

为
8$\

"

8T\

%阳性似然比为
"%'6

#

68\D.

为
&%6T

"

4%$&

%阴

性似然比为
&%"T

#

68\D.

为
&%!"

"

&%''

%

*N5

为

!!%##

#

68\D.

为
"%4#

"

$'%6T

%

+ (̀

为
&%6!4

%

M

"指

数为
&%T$6

*见图
"

"

4

*

图
$

!!

和肽素检测
+2_

非阈值效应的森林图#

*N5

%

图
8

!!

和肽素检测
+2_

的
5N(

曲线

图
'

!!

和肽素检测
+2_

的阳性似然比

图
4

!!

和肽素检测
+2_

的阴性似然比

'

!

讨
!!

论

!!

和肽素首次被发现于猪的脑垂体#是一种与精氨

酸加压素$

+R3

&同源的'包含
#6

个氨基酸残基的多

肽#是
+R3

前体的
(

末端部分肽段#与
+2_

密切相

关(

!!7!#

)

*本研究共纳入
!&

篇文献#其中中文文献
#

篇#英文文献
4

篇#主要通过
2/1;7*-E@!%$

软件对和

+

T8$

+

检验医学与临床
"&!6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L;H2/B(.-0

!

O/HDJ;D

<

"&!6

!

R:.%!'

!

S:%$



肽素在
+2_

早期诊断中的临床价值进行分析*通过

对总计
'$#T

例病例进行
2/1;

分析结果显示#在

68\D.

下#因存在异质性较大#用随机效应模型合并

效应量后#可知和肽素检测
+2_

的敏感度高$

T8\

&#

提示和肽素用于诊断
+2_

的漏诊率较低%但是特异

度低$

8'\

&#说明和肽素用于诊断
+2_

具有一定程

度的误诊率*阳性似然比为
"%'6

#阴性似然比为

&%"T

#

*N5

为
!!%##

#

+ (̀

为
&%6!4

#可说明和肽素检

测
+2_

的准确度高#具有一定的优势*

(K+53US7

9_U5

等(

!$

)的研究也说明了这点*隋希?等(

!8

)与其

他学者的研究均显示#

+2_

患者在早期突发胸痛时#

其和肽素水平明显高于健康成年人(

!'

)

*这个发现与

袁若雯等(

!4

)和田卫东(

!T

)的研究结果相似*和肽素在

临床应用上仍存在很多问题和难点#比如其特异度不

高#且其在突发胸痛
'>

后即下降#在早期需立即检

测#难以作为一项长期检测指标*和肽素在临床上的

应用方面#已有研究表明#其与心肌肌钙蛋白
_

及心电

图联合诊断
+2_

的准确率为
6T\

#具有广阔的临床

应用前景(

!67"!

)

*

本研究中存在较大的异质性#通过
2/1;

分析#排

除了文献质量'文献年限'国家或地区差异#由于纳入

的
!&

项研究中文献提供的数据及信息有限#可能是

其他因素引起的异质性!$

!

&方法学的差异#如试剂'

仪器'阈值等%$

"

&胸痛后就诊时间不同#检测和肽素

时段不同的差异%$

#

&各项研究中人群的差异#如男女

比例'年龄%$

$

&时间差异性*本研究还存在一定的缺

陷#采纳的文献中中英文文献数量'国家或地区人群

例数不同#且存在一定的地域不统一'研究方法不同#

可能会产生偏倚*

综上所述#和肽素对
+2_

的诊断具有较高临床

价值#和肽素在患者早期突发胸痛时即升高#通过检

测患者的和肽素水平#大大缩短了诊断
+2_

的时间#

特别是对于
+2_

患者而言#更早的诊断并进行有效

的治疗至关重要#为患者的生命安全提供了更大的保

障*和肽素的生物学效应稳定#检测迅速方便#且易

保存#其在
+2_

的早期诊断中敏感度较高*本研究

仍存在不足#如研究中异质性过大等#将在今后研究

的方向上应扩大标本量#增加多中心'大样本的研究

以得到更准确的结果*本研究还发现和肽素不仅对

诊断
+2_

具有重要意义#还有其他方面的价值#如可

提示其他心脑血管疾病等#其应用前景还需进一步的

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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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血流量减少#血液回流受阻#

(N

"

气腹可导致与压力

正相关的血液回流受阻*$

"

&胆囊炎性粘连较重及手术

创伤操作#使炎症介质释放增加#导致凝血增强'纤溶抑

制*$

#

&下肢血流淤滞使血管发生微撕裂#激活血管内

皮细胞#导致血小板黏附#促进血栓形成(

!8

)

*

综上所述#

L(

可导致术后高凝状态#但低气腹压

力对凝血和纤溶功能影响较小#有利于减少静脉血栓形

成*本研究由于客观条件影响并未设置更多的不同气

腹压力组进行比较#因此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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