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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肌损伤标志物在急性心肌梗死"

-/Y

$诊断中起着重要

作用&

%$)

'

(笔者检测了非
-/Y

患者和
-/Y

患者入院后
&G

)

&4

G

)

42G

的肌红蛋白"

/f_

$)肌酸激酶同工酶质量"

"h$/.

6D??

$的浓度!观察其在
-/Y

后的变化趋势!并评价其临床应

用价值(

C

!

材料与方法

C'C

!

研究对象
!

"

%

$

-/Y

组%符合相关标准诊断&

4

'的
-/Y

患

者
*,

例("

&

$对照组%共
2+

例患者!包括不稳定心绞痛
)1

例)心绞痛
%2

例)缺血性心肌病
%4

例)冠心病并心衰
%)

例(

C'D

!

方法
!

"

%

$标本采集%患者在入院后
&G

)

&4G

和
42G

分

别采集静脉血标本并立即分离血清或血浆("

&

$仪器%罗氏

5FBK?

Q

?&+%+

电化学自动免疫分析仪("

)

$试剂%

/f_

及
"h$

/.6D??

检测试剂均为
#AKGB

公司产品(

C'E

!

数据处理
!

采用文献&

1

'开发的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

"

#_"

曲线$软件进行分析数据!并计算结果数据的算术平均

值)中位数统计处理(

D

!

结
!!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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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
-/Y

及
-/Y

患者不同时间心肌损伤标志物
/f_

)

"h$/.6D??

测定结果分别见表
%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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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患者不同时间
/f_

)

"h$/.6D??

的
#_"

曲线评

价
!

-/Y

患者入院后不同时间
/f_

)

"h$/.6D??

的
#_"

曲线评价指标分别见表
)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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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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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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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Y

患者不同时间
/f_

测定结果#

#

L

$

Z

%

测定值
非

-/Y

患者

&G &4G 42G

-/Y

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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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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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不同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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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定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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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定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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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患者

&G &4G 42G

-/Y

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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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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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患者不同时间
/f_#_"

曲线评价

入院时间
-b"

面积
初筛诊断指标

临界值"

#

L

*

Z

$ 敏感度 特异度

最佳诊断指标

临界值"

#

L

*

Z

$ 敏感度 特异度

确诊诊断指标

临界值"

#

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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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敏感度 特异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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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面积
初筛诊断指标

临界值"

#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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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 敏感度 特异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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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敏感度 特异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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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敏感度 特异度

&G +'2,2 )'+& +'21 +'2& )'2+ +'*, +',) 4'%( +'*2 %'+

&4G +',*4 )')% +'2* +',% )'4* +',% +',1 4')1 +'2( %'+

42G +'2(4 &',1 +'2% +'2& )'&( +'** +',% 4'+& +'(* %'+

!!

从以上研究中可以发现
-/Y

患者入院不同时间内心肌损

伤标志物
/f_

)

"h$/.6D??

的各诊断临界值是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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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
!!

论

根据循证检验医学对选择诊断性试验研究对象的要求!本

研究选择了容易与
-/Y

混淆的不稳定心绞痛)心绞痛)缺血性

心肌病和冠心病并心衰等非
-/Y

病例为对照研究对象(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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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患者
/f_

)

"h$/.6D??

测定结果不随入院时间发生变

化!且测定结果均值与中位数接近!测定结果分布范围较小(

本实验室采用
#AKGB

公司提供的参考值!

/f_

为
&1'+

"

*1'+

#

L

*

Z

!

"h$/.6D??

为
+

"

1'+

#

L

*

Z

(动态监测非
-/Y

患者
/f_

)

"h$/.6D??

!结果稳定且在参考值范围内!表明

阴性结果有助于对
-/Y

排除诊断&

(

'

(

-/Y

患者
/f_

)

"h$

/.6D??

测定结果呈动态变化!且变化幅度较大(

/f_

在患

者入院
&G

测定结果即异常升高"最高值达
&,+(

#

L

*

Z

$(因

此!动态监测
/f_

可作为心肌损伤早期标志物(

-/Y

患者

在
42G

时
"h$/.6D??

浓度下降!但仍高于非
-/Y

患者(非

-/Y

患者与
-/Y

患者
"h$/.6D??

测定结果重叠范围较小!

故
"h$/.6D??

具有较高的
-/Y

诊断价值(

随着
-/Y

患者入院时间的变化!

/f_

初筛临界值)最佳

临界值)确诊临界值均从高逐渐降低(为了提高
/f_

的诊断

特异性!本研究将确诊临界值的特异度选为
%'+

!其对应临界

值分别为
,,')

)

,%'(

和
21'1

#

L

*

Z

!均高于参考值范围上限

"

*1'+

#

L

*

Z

$(提高
/f_

诊断临界值!可提高
/f_

诊断

-/Y

的特异性及临床诊断价值(根据本研究结果!笔者建议

将初筛诊断临界值定为
)'+

#

L

*

Z

)最佳诊断临界值定为

4'+

#

L

*

Z

)确诊诊断临界值定为
1'+

#

L

*

Z

!其中初筛和最佳诊

断临界值接近郭玮 &

*$2

'等建议的参考上限
)$4

#

L

*

Z

!确诊临界

值与
#AKGB

公司提供的参考值上限
1'+

#

L

*

Z

相近(

本研究表明!

-/Y

患者入院后不同时间内心
/f_

)

"h$

/.6D??

的临床诊断价值不同!了解其在不同时间内的临界

值及其诊断敏感性和特异性!根据测定条件和时间合理选择诊

断临界值以达到最佳诊断效果!对正确应用
/f_

)

"h$/.

6D??

及合理解释)分析检测结果是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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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患者!

&2

岁!因寒战)高热在
&++,

年
(

月
(

日于铁岭

市中心医院就诊(就诊时体温
4+'%[

!伴昏迷!昏迷程度进行

性加重(实验室检查%白细胞总数
('+W%+

,

*

Z

)中性粒细胞百

分比
,)3

)淋巴细胞
13

(患者
(

月
(

)

2

)

%+

日每天抽取静脉

进行血培养!细菌学鉴定均为水生拉恩菌(使用头孢他啶治

疗!

%+I

后患者痊愈出院(细菌学鉴定%抽取患者静脉血
16Z

至血培养瓶!

)1[

培养
&4G

后转种血琼脂平皿!

)1[

条件下

培养
&4G

!出现灰白色)圆形"直径
%'&

"

%'(66

$)边缘整齐菌

落!无溶血环(挑取单个菌落转种至伊红美兰和麦康凯平板!

)1[

条件下培养!细菌均能生长(挑取血琼脂平皿上单个菌

落涂片染色!镜检为革兰阴性杆菌(生化反应%

_V

为
V

型!氧

化酶阴性#发酵分解葡萄糖产酸)产气#硝酸盐还原)

;$!

)甲基

红)苯丙氨酸脱氨酶)枸橼酸盐)触酶)丙二酸盐)山梨醇试验均

为阳性#发酵乳糖)蔗糖)麦芽糖)

0$

木糖产酸#硫化氢)酒石酸

盐)吲哚)脲酶)赖氨酸)鸟氨酸)精氨酸)双水解酶试验均为阴

性(用微生物自动分析仪"

-8.5U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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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定为水生拉恩

菌!鉴定值为
,23

!生化反应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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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文献报道

一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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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敏试验%以纸片扩散法和微生物自动分析检测!该菌对

阿莫西林)头孢类抗生素敏感!对妥布霉素)庆大霉素)环丙沙

星耐药!与文献报道略有不附&

)$1

'

!有待深入研究(

综上所述!该菌符合水生拉恩菌!属肠杆菌科!其临床意义

还未阐明!需引起临床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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