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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方法治疗急性心肌梗死患者血清
3b

(

3b#;'

水平及疗效比较

覃和平

"重庆市云阳县中医院心内科
!

,-,)--

#

!!

摘
!

要"目的
!

探讨急性心肌梗死溶栓治疗与普通治疗后血清心肌酶学指标的变化情况$方法
!

检测并分析接受溶栓治疗

"实验组#或普通治疗"对照组#急性心肌梗死患者血清肌酸激酶"

3b

#(肌酸激酶同工酶
;'

"

3b#;'

#水平$结果
!

实验组与对照

组治疗前血清
3b

(

3b#;'

检测结果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I

(

-B-)

#!治疗
9*1

后检测结果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I

'

-B-)

#$实验组

和对照组治疗
9*1

后冠状动脉再通率(心力衰竭发病率(心律失常发病率及住院期间病死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I

'

-B-)

#$结论

尿激酶溶栓治疗有利于急性心肌梗死患者实现冠状动脉再通!能够更有效地预防急性心肌梗死病情恶化!其疗效优于一般治疗!

值得在临床推广$

关键词"心肌梗死%

!

尿纤溶酶原激活物%

!

溶栓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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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心肌梗死$

:;>

%是指冠状动脉某支严重狭窄或完全

闭塞#使部分心肌发生严重缺血,坏死#从而出现的一系列临床

症状#并伴有心电图及血清酶学特征性改变*

9#.

+

'早期诊断,及

时治疗在降低
:;>

致死率,提高患者生存质量等方面具有重

要意义*

,#+

+

'笔者对接受尿激酶溶栓治疗或普通治疗的
:;>

患者血清肌酸激酶$

3b

%,肌酸激酶同工酶
;'

$

3b#;'

%进行

了检测#以探讨不同治疗方法对
:;>

患者血清
3b

,

3b#;'

检

测结果的影响#现报道如下'

D

!

资料与方法

DBD

!

一般资料
!

符合
:;>

诊断标准的患者
9.+

例#其中一般

治疗组$对照组%

C*

例#男
.C

例#女
.)

例&年龄
)8

!

C-

岁#平均

)DB)

岁'尿激酶溶栓治疗组$实验组%

88

例#男
.8

例#女
.-

例&年龄
))

!

C-

岁#平均
)+B*

岁'

*

组患者均于胸痛发作
*1

内收入院&患者年龄,性别构成,病情程度及并发症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

I

(

-B-)

%'

DBE

!

仪器及试剂
!

美国
;]

公司
cJ5@&L%*---

型全自动生

化分析仪#北京中生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b

,

3b#;'

检测

试剂'

DBF

!

方法

DBFBD

!

治疗方案
!

$

9

%尿激酶溶栓治疗适应证!尿激酶静脉溶

栓治疗适应证参照文献*

D

+#即持续胸痛
-B)1

以上#舌下含化

硝酸甘油无效&心电图检查示相邻的
*

个导联或更多导联
="

段抬高#肢体导联大于
-B9@X

#胸导联大于
-B*@X

&胸痛发作

至溶栓时间不超过
9*1

&年龄不超过
C-

岁&无溶栓禁忌证'

$

*

%实验组治疗方案!患者收入院后立即口服阿司匹林
.--

@

?

#随后每天口服
9)-@

?

#

)M

后改为
9--@

?

&入院后立即给

予生理盐水
9--@<

#加尿激酶
9)-\9-

,

a

静脉滴注#

.-@FG

内完成滴注#并于滴注完成
9*1

内皮下注射低分子肝素钙
C

)--a

#

9*1

注射
9

次#连用
)

!

CM

'$

.

%对照组治疗方案!患者

入院后给予镇静,吸氧,舌下含化硝酸甘油,口服阿司匹林等常

规治疗'

DBFBE

!

冠状动脉再通判断标准
!

$

9

%溶栓治疗
*1

后#胸痛症

状基本缓解或完全消失'$

*

%溶栓治疗后
*1

内#心电图抬高

最显著的导联
="

段回降不低于
)-Z

'$

.

%溶栓治疗后
*

!

.1

内出现室性早搏$频发%,房室或束支阻滞突然消失,下壁梗死

出现一过性窦性心动过缓,房室传导阻滞'$

,

%

3b

峰距离发

病
981

内'具备以上
,

项中
*

项或
*

项以上判为冠状动脉再

通#但仅符合标准$

9

%,$

.

%时不能判为冠状动脉再通'

DBFBF

!

血液标本采集
!

*

组患者在接受治疗前及接受治疗
9*

1

后#以不含抗凝剂的真空管抽取晨起空腹静脉血
.@<

#

*)--

?

离心
)@FG

后分离血清#

91

内完成相关指标检测'

DBG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9-B-

软件对结果数据进行分

析#计量资料的比较采用
<

检验#计数资料的比较采用
#

* 检

验#以
I

'

-B-)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

!

结
!!

果

EBD

!

*

组患者治疗前及治疗
9*1

后血清
3b

,

3b#;'

检测结

果见表
9

'血清
3b

及
3b#;'

检测结果在
*

组患者治疗前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

I

(

-B-)

%#治疗
9*1

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C)-9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99

年
C

月第
.*

卷第
9-

期
!

>GIW<54;2M

!

WLJ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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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JB.*

!

!&B9-



$

I

'

-B-)

%'

EBE

!

*

组患者冠状动脉再通率,心力衰竭发病率,心律失常发

病率,休克发病率及住院期间病死率比较见表
*

'上述指标中

除休克发病率外#其他指标
*

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I

'

-B-)

%'

表
9

!!

*

组患者治疗前
3b

(

3b#;'

检测结果#

a

$

<

%

指标
对照组

治疗前 治疗
9*1

后

实验组

治疗前 治疗
9*1

后

3b .-)B)f.-DB* **.-BDfC8*B+ .98BDf*D)BD

"

9C8)B*f9-.8B+

"

3b#;' .-BDf98BC 998B.f)-BD .9BCf9CB)

"

CDB,f.9BD

"

!!

"

!

I

(

-B-)

#与对照组治疗前比较&

"

!

I

'

-B-)

#与对照组治疗
9*1

后比较'

表
*

!!

*

组患者不同指标比较情况#

Z

%

组别
冠状动脉

再通率

心衰

发病率

心律失常

发病率

休克

发病率

住院期间

病死率

对照组
98BC )9B, .+B, ,B* 9*B)

实验组
,+B) *,B* 9DBC 8B9 .B-

F

!

讨
!!

论

:;>

是好发于中老年人群,较为常见的急症之一#若能做

到早期诊断与及时治疗#对降低患者死亡率,提高患者生存质

量有着重要意义*

D#99

+

'对于
:;>

患者而言#实现冠状动脉再

通,缩小梗死面积有助于挽救濒死心肌#维护心室功能#降低病

死率*

9*

+

'

尿激酶可提取自人胚胎肾组织培养液或新鲜尿液#在应用

于
:;>

溶栓治疗中具有以下优势!

D-Z

以上的
:;>

是由于

在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病变基础上血栓形成而引起的#作为纤维

蛋白溶酶原的直接激活剂'尿激酶可直接使纤维蛋白溶酶原

转变为纤维蛋白溶酶#进而促进血栓溶解#有效实现溶栓和冠

状动脉再通*

9.

+

&尿激酶无抗原性和致热原性#在人体内无抗尿

激酶抗体存在#应用于人体时不易发生变态反应&且价格低廉#

治疗成本低'因此#尿激酶静脉溶栓治疗极易在临床中推广应

用#目前已成为治疗
:;>

的首选方法*

9,#9)

+

'尿激酶静脉溶栓

治疗的主要不良反应为出血'在本研究中#实验组
88

例患者

有
*

例牙龈出血#

9

例大便隐血阳性#给予相应治疗后均好转#

提示在不合并其他出血性疾病的前提下#采取适当的治疗措施

完全能够应对应用尿激酶时所引起的出血症状'

3b

,

3b#;'

作为反映心肌损伤的血清酶学标志物#是用

于判断
:;>

患者心肌损伤程度及疗效的重要指标'本研究结

果显示#在经过相同时间的治疗后#实验组患者血清
3b

,

3b#

;'

水平低于对照组$

I

'

-B-)

%#且实验组冠状动脉再通率高

于对照组$

I

'

-B-)

%#而心力衰竭,心律失常发病率和住院期

间病死率低于对照组$

I

'

-B-)

%#提示尿激酶溶栓治疗比一般

治疗方法更有利于实现冠状动脉再通#能够更有效地预防

:;>

病情的恶化'本研究中#实验组和对照组休克发病率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

I

(

-B-)

%#可能与患者体质有关#也可能与

本研究标本量较少有关'

综上所述#符合相关适应证和禁忌证的
:;>

患者及时接

受尿激酶静脉溶栓治疗#其疗效优于一般治疗'尿激酶静脉溶

栓治疗具有疗效确切,冠状动脉再通率高,简便易行,安全有效

等优势#值得在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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