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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的
!

通过观察急性高血压脑出血患者血清心脏型脂肪酸结合蛋白"

I<g,"!

%水平变化!探讨其临床检测价值&方

法
!

血清
I<g,"!

采用双抗体夹心酶联免疫一步法定量检测$

/5C=

采用固相酶联免疫吸附实验"

4;=+,

%$

0\<)"

采用免疫抑制

法测定
Z5W

)

Z

)

结果
!

急性高血压脑出血患者组血清
I<g,"!

水平显著高于对照组"

*

$

'&'%

%!大量出血者及意识不清者血清

I<g,"!

水平分别显著高于小量出血者及意识清醒者"

*

$

'&'%

%$血清
I<g,"!

阳性率显著高于血清
/5C=

'

0\<)"

及心电图的阳

性率"

*

$

'&'%

%$死亡率为
#W&Wb

"

#?

(

%%'

%!血清
I<g,"!

'

/5C=

'

0\<)"

及心电图异常组的死亡率显著高于正常组"

*

$

'&'%

%$

血清
I<g,"!

预测发生死亡具有高的敏感性和阴性预测值!特异性和准确度较低!但心电图具有较高的特异性"

(E&Wb

%和准确度

"

(@&%b

%&结论
!

血清
I<g,"!

定量测定可作为判断急性高血压脑出血病情轻重及评价发生意外的
%

项客观指标!联合心电图

监测临床价值更高&

关键词"脑出血$

!

高血压$

!

脂肪酸结合蛋白类$

!

早期诊断$

!

心电描记术$

!

脑心综合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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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心综合征是指各种颅内疾患所引起的继发性心脏损伤#

急性脑血管病常合并脑心综合征'

%

(

)高血压脑出血患者存在

炎性反应*自由基*兴奋性氨基酸中毒*神经细胞凋亡*凝血和

纤溶系统的变化以及免疫功能的异常等'

#

(

)急性高血压脑出

血常并发心肌损伤#其可加重脑部原发病变#形成恶性循环而

影响患者预后'

6

(

)心脏型脂肪酸结合蛋白$

I<g,"!

&是心肌特

异脂肪酸结合蛋白$

g,"!

&#心脏含量丰富#血清
I<g,"!

的检

测已用于心肌损害的早期诊断'

E<W

(

)为了探讨急性高血压脑出

血患者脑心综合征的早期诊断及
I<g,"!

对患者预后的影响#

作者对急性高血压脑出血患者血清
I<g,"!

进行了检测#现报

道如下)

C

!

资料与方法

C&C

!

一般资料
!

急性高血压脑出血组$患者组&!选择本院神

经内科
#''@

年
W

月至
#'%%

年
6

月收治的急性高血压脑出血

患者
%%'

例为研究对象#所有患者均于发病
(I

内入院#均符

合全国第四届脑血管病学术会议修订的诊断标准并经头颅

05

或
)*=

确诊%其中男
(%

例#女
E@

例%年龄
E%

"

DW

岁#平均

$

(%&Wk%%&#

&岁%出血量
%6

"

(?-;

#平均
6(-;

#其中大量出

血$

&

6'-;

&

(E

例#小量出血$

$

6'-;

&

E(

例%意识清醒
6@

例#意识不清
D%

例%均为高血压患者)健康对照组$对照组&!

为同期健康体检者
W'

例#其中男
#?

例#女
##

例%年龄
E%

"

(@

岁#平均$

W@&Ek@&D

&岁)两组研究对象既往均无脑卒中*冠心

病及心肌梗死病史#两组间性别*年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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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D

!

仪器与试剂
!

I<g,"!

试剂盒由荷兰
Z

K

/L9H":8H./IC89<

8

OK

公司提供%

/5C=

试剂盒由华美生物工程公司提供美国

"./Q-$C

公司定量试剂盒%

0\<)"

采用英国郎道公司试剂)

芬兰产
)L9H:BQ$C)\6

酶标仪*

a.99R$BIE)\#

洗板机#日

本
j9

K

-

3

LB,U#D''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血清
I<g,"!

采用

双抗体夹心酶联免疫一步法定量检测%

/5C=

采用固相酶联免

疫吸附实验$

4;=+,

&%

0\<)"

采用免疫抑制法#操作均严格按

试剂盒说明书进行)

C&E

!

方法
!

%%'

例诊断为急性高血压脑出血患者均于住院后

抽取静脉血
W-;

送检#抽血后即检测心电图)

W-;

静脉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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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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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血清分离胶试管中及时分离血清#立即检测
0\<)"

#剩余

X6'Y

冰箱密封保存#集中检测
I<g,"!

*

/5C=

#

E?I

内检测完

毕)所有患者均给予心电图监测#并合理给予脱水降颅压'

(

(

*

抑酸*止血*抗炎对症支持治疗)

C&F

!

判断标准
!

本研究
I<g,"!

按对照组的
@Wb

可信限以

大于
6&6'

&

O

"

;

为阳性判定标准#

/5C=

按试剂说明书参考值

以大于
'&#C

O

"

-;

判为阳性#

0\<)"

按试剂说明书参考值以

大于
#W&'U

"

;

为阳性判断值)

C&G

!

统计学处理
!

计量资料均以$

Dk@

&表示#显著性比较采

用
6

检验#阳性率的差异采用配对
(

# 检验)以
*

$

'&'W

为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D

!

结
!!

果

D&C

!

各组血清
I<g,"!

*

/5C=

及
0\<)"

水平差异情况
!

见表

%

"

6

)

表
%

!!

患者组与对照组血清
I<g,"!

%

/5C=

及
0\<)"

!!!!

测定结果#

Dk@

$

组别
# I<g,"!

$

&

O

"

;

&

/5C=

$

C

O

"

-;

&

0\<)"

$

U

"

;

&

患者组
%%' @&%(k6&'#

*

'&E#k'&%?

*

66&#k%#&(

*

对照组
W' %&@%k%&%E '&%Ek'&'( %%&Dk6&W

!!

*

!

*

$

'&'%

#与对照组比较)

!!

表
%

结果显示#急性高血压脑出血患者血清
I<g,"!

*

/5<

C=

及
0\<)"

水平分别高于对照组$

*

$

'&'%

&)

表
#

!!

不同出血量患者血清
I<g,"!

%

/5C=

及
0\<)"

!!!!

测定结果#

Dk@

$

组别
#

I<g,"!

$

&

O

"

;

&

/5C=

$

C

O

"

-;

&

0\<)"

$

U

"

;

&

大量出血$

&

6'-;

&

(E %%&'(kE&%W

*

'&W%k'&%(

*

6@&#k%%&?

*

小量出血$

$

6'-;

&

E( (&W#k#&D6 '&6'k'&%6 #E&@k%'&W

!!

*

!

*

$

'&'%

#与小量出血组比较)

!!

表
#

结果显示#急性高血压脑出血患者中#大量出血者血

清
I<g,"!

*

/5C=

及
0\<)"

水平分别高于小量出血者$

*

$

'&'%

&#提示血清
I<g,"!

*

/5C=

及
0\<)"

水平与出血量有关)

表
6

结果显示#急性高血压脑出血患者中意识不清者血清

I<g,"!

*

/5C=

及
0\<)"

水平分别高于意识清醒者$

*

$

'&'%

&#提示血清
I<g,"!

*

/5C=

及
0\<)"

水平与意识状态有

关)

表
6

!!

不同意识状态患者血清
I<g,"!

%

/5C=

及

!!

0\<)"

测定结果#

Dk@

$

组别
# I<g,"!

$

&

O

"

;

&

/5C=

$

C

O

"

-;

&

0\<)"

$

U

"

;

&

意识不清组
D% %%&E'kE&'#

*

'&W6k'&%D

*

E'&Dk%#&#

*

意识清醒组
6@ W&'?k#&%( '&##k'&%# %@&Wk@&D

!!

*

!

*

$

'&'%

#与意识清醒组比较)

D&D

!

患者组血清
I<g,"!

*

/5C=

*

0\<)"

及心电图阳性率差

异#见表
E

)表
E

结果显示#急性高血压脑出血患者血清
I<

g,"!

阳性率显著高于血清
/5C=

*

0\<)"

或心电图的阳性率

$

*

$

'&'%

&)

D&E

!

血清
I<g,"!

*

/5C=

及
0\<)"

检测结果与死亡的发生#

见表
W

)

%%'

例急性高血压脑出血患者治疗后死亡
#?

例#死亡

率
#W&Wb

$

#?

"

%%'

&)表
W

结果显示#急性高血压脑出血患者

血清
I<g,"!

*

/5C=

*

0\<)"

及心电图异常组的死亡率显著高

于正常组$

*

$

'&'%

&)心电图阳性者的死亡率最高)

表
E

!!

各项指标阳性情况比较

指标 阳性$

#

& 阳性率$

b

&

I<g,"! %'D @D&6

*

/5C= ?' D#&D

0\<)" (W W@&%

心电图
W# ED&6

!!

*

!

*

$

'&'%

#与
/5C=

*

0\<)"

*心电图比较)

D&F

!

血清
I<g,"!

识别患者发生死亡的评价#见表
(

)表
(

结

果显示#急性高血压脑出血患者血清
I<g,"!

预测发生死亡具

有高敏感性和阴性预测值#但特异性和准确度较低)心电图具

有较高的特异性和准确度)

表
W

!!

I<g,"!

%

/5C=

及
0\<)"

检测结果与死亡的发生情况

组别
I<g,"!

#

死亡'

#

$

b

&(

/5C=

#

死亡'

#

$

b

&(

0\<)"

#

死亡'

#

$

b

&(

心电图

#

死亡'

#

$

b

&(

正常组
6 '

$

'&'

&

6' E

$

%6&6

&

EW W

$

%%&%

&

W? W

$

?&(

&

异常组
%'D #?

$

#(&#

&

*

?' #E

$

6'&'

&

*

(W #6

$

6W&E

&

*

W# #6

$

EE&#

&

*

!!

*

!

*

$

'&'%

#与正常组比较)

表
(

!!

血清
I<g,"!

%

/5C=

及
0\<)"

识别患者发生死亡的评价#

b

$

指标 敏感性 特异性 阳性预测值 阴性预测值 准确度

I<g,"! %''&'

$

#?

"

#?

&

6&D

$

#

"

?#

&

#(&#

$

#?

"

%'D

&

%''&'

$

#?

"

#?

&

#?&#

$

6%

"

%%'

&

/5C= ?W&D

$

#E

"

#?

&

6%&D

$

#(

"

?#

&

6'&'

$

#E

"

?'

&

?(&D

$

#(

"

6'

&

EW&W

$

W'

"

%%'

&

0\<)" ?#&%

$

#6

"

#?

&

E?&W

$

E'

"

?#

&

6W&E

$

#6

"

(W

&

??&@

$

E'

"

EW

&

WD&6

$

(6

"

%%'

&

心电图
?#&%

$

#6

"

#?

&

(E&W

$

W6

"

?#

&

EE&#

$

#6

"

W#

&

@%&E

$

W6

"

W?

&

(@&%

$

D(

"

%%'

&

E

!

讨
!!

论

脑心血管疾病有着共同的病理基础#脑心综合征的发病机

制尚不十分明确#目前认为可能与以下因素有关!脑对心脏活

动调节作用的紊乱*应激损害*颅内高压*血流动力学改变及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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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解质平衡紊乱'

D

(

)心肌损伤的血液生化标志物已从早先的

以酶活性为主的检测发展到目前的以蛋白质质量水平为主的

检测'

?

(

)当心肌稍有缺血*缺氧损伤时#血清
I<g,"!

水平升

高时间比
/5C=

和
0\<)"

早)这是因为
I<g,"!

相对分子质

量最小#为$

%E

"

%W

&

V%'

6

#而
/5C=

*

0\<)"

分别为
6@&DV

%'

6

*

?(V%'

6

)

I<g,"!

最先释放入血中#使
I<g,"!

水平升

高#且具有特异性及不会发生交叉反应#血清
I<g,"!

可用于

心肌损害的早期诊断'

@<%'

(

)

本研究发现#急性高血压脑出血患者组血清
I<g,"!

水平

显著高于对照组#升高的机制可能为!心肌细胞损害大量
I<

g,"!

释出%脑组织细胞损害释出少量
I<g,"!

$脑组织细胞中

含有少量的
I<g,"!

#当细胞死亡或水肿时其被释放#脑出血

伴随的炎性反应可使脑细胞内的
I<g,"!

较顺利地通过血
<

脑

屏障进入血液'

%%

(

&)急性高血压脑出血患者血清
I<g,"!

阳

性率高于血清
/5C=

*

0\<)"

阳性率及心电图异常率#说明后

者的改变滞后于血清
I<g,"!

的异常变化)大量出血者及意

识不清者血清
I<g,"!

水平显著高于小量出血者及意识清醒

者#说明血清
I<g,"!

水平与患者的病情有关#血清
I<g,"!

检测可作为评估脑心损伤及其严重程度的血清学标志物之一)

本文急性高血压脑出血患者血清
I<g,"!

异常组的死亡率显

著高于正常组#血清
I<g,"!

定量检测有较高的敏感性和阴性

预测值#观察期内
I<g,"!

异常组有
#?

例死亡#

I<g,"!

正常

组无
%

例发生意外#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W

&#说明
I<

g,"!

定量测定对患者预后有判断价值#有可能成为判断急性

高血压脑出血患者预后的指标)

I<g,"!

异常结果提示患者

危险的存在#有利于临床医师对其重点监护*采取措施*防止意

外的发生#对改善预后有重要意义)与
/5C=

$

D#&Db

&*

0\<

)"

$

W@&%b

&及心电图$

ED&6b

&相比#

I<g,"!

$

%''&'b

&在识

别危险方面有较高的敏感性)

I<g,"!

定量检测识别患者不

发生意外为
%''&'b

#比
/5C=

$

?(&Db

&*

0\<)"

$

??&@b

&及心

电图$

@%&Eb

&特异性高)本文证实#血清
I<g,"!

检测结果在

判断患者预后上有相当高的阴性预测值$

%''&'b

&#提示血清

I<g,"!

正常的患者预后相对良好#增强了
I<g,"!

检测筛选

急性高血压脑出血患者的安全性)但心电图具有较高的特异

性和准确度#两者联合监测临床价值更高)

综上所述#急性高血压脑出血*脑损伤后大多数病例存在

心肌损害$诊断心肌损害的.金指标/

/5C=

检测阳性率为

D#&Db

'

%#

(

&#患者血清
/5C=

*

0\<)"

及心电图改变#滞后于血

清
I<g,"!

的异常变化)故认为血清
I<g,"!

异常升高时是

病情危重的信号#应及时采取有效的治疗措施)血清
I<g,"!

定量测定作为一种对微小心肌损伤高敏感的指标#可作为判断

急性高血压脑出血病情轻重#评价发生意外的
%

项客观指标#

且比
/5C=

*

0\<)"

及心电图具有更高的敏感性#但联合心电

图监测临床价值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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