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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的
"

通过对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

1).

#病因分析从而为临床提供诊治依据%方法
"

采用胶体金法同时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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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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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检测
="A

例
1).

患者!依照
3TZ

心肌梗死筛查标准确诊
%!

例为急性心肌梗死患

者"

1+R

#!其余
%B"

例为不稳定型心绞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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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与
i10

组
L<8R

'

+

O

Z

'

),*+Y

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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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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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按
SgT1

心功能分为
E

个级别!各级别之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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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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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利于早期发现心肌梗死$复发或继发心肌梗死患者和心功能衰竭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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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

1).

%是以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斑块

破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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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N74

%或糜烂$

47;5D;8

%'继发完全或不完全闭塞性血

栓形成病理基础的一组临床综合征#包括不稳定型心绞痛'非

d

波心肌梗死和
d

波心肌梗死的一系列临床病征#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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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症状为胸痛(

"

)

*联合检测
)<8R

'

+

O

Z

'

),*+Y

和
S<*

I

7;YS0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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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诊断及治疗进行分析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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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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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资料
"

%$""

年
E

#

"%

月该院心血管内科
="A

例

1).

住院患者#不稳定型心绞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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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例#男
"AA

例#女

"$=

例#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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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岁&急性心肌梗死$

1+R

%

%!

例#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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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女
"-

例#年龄
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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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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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测方法
"

应用南京基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提供的检测

试剂盒$胶体金法%#抽取静脉血
=H(

#离心后取血清或血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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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检测卡加样处#在南京普郎医用设备有限公司提供

的
UR1A$$$

免疫定量分析仪上检测#结果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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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阀值#严格按照使用说明书进行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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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计学处理
"

用
.0.."=>$K;7QD8J;Q5

软件进行分析*

各组均数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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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组间比较采用双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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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不同级别心功能
S<*

I

7;YS0

""

检测结果比较%

Af3

&

心功能分级 例数$

(

%

S<*

I

7;YS0

$

IP

"

H(

%

6

"*%

6

%*=

6

=*E

B

值

(

!" E%A>%AfAB>$A

)

!- "%A->E#f#$!>AA "E>#E

%

$>$#

*

!B EEB$>!Bf""#->=" %%>#-

%

$>$#

-

-# "$=E->=%f%-$!>-A "->A

%

$>$#

@>@

"

%B

例
i10

患者
S<*

I

7;YS0

检测结果#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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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入院开始检测#结果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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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是一个病理生理变化不断演进的过程#对其临床危

险性和预后评估都决定于准确而可靠的实验室检查及动态监

测*心肌标志物检测由心肌酶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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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对于及时诊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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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了敏感性

和特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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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种氧结合血红蛋白#主要分布于心肌

和骨骼肌组织#因其为小分子物质#在症状出现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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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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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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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超出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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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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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峰值#

%E

#

=-G

恢复到正

常&心肌梗死后
),*+Y

一般在
E

#

AG

活性才会升高#对于心

肌梗死的早期发现受到限制#

%

#

EJ

恢复正常#但可作为发生

再次心肌梗死的指标&

L<8R

在心肌损伤后约有
#$@

的患者在

%G

后就显著升高#并可维持
"EJ

左右#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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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断的准确率

高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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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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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不良结

果的预测#有学者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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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风险回归模型筛选#结果表明发

生因心血管死亡事件的风险因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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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作为独

立风险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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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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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度最高#

但存在一定的假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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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表现出较高浓度水平#都大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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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高特异性及敏感性#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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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断中具有重要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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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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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

$>$#

%#

S<*

I

7;YS0

是
YS0

激素

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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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裂后无活性的
S

端片段#主要在心肌细胞受到

容量负荷和压力负荷增高时由左心室分泌#左心室收缩功能不

全或舒张功能不全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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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均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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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测定#特别是发生急性心肌梗死的患者更有临床意

义*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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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检测在用于心脏功能衰竭程度评价

中具有重要临床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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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作为心力衰竭诊断的客观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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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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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

可以有效评价心力衰竭患者的预后#是患者出院后死亡或心血

管疾病再住院的重要预测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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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年龄大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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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的心力衰

竭患者#其死亡或心血管发生再住院的风险是年龄小于或等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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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患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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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如果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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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心力衰竭

的临界点确定#对急诊患者依据此临界点就可初步分级#同时

为患者减少检测的经济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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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可用于
1+R

危险分级及预后判断#便于临床采取积极有效

的治疗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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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清基质金属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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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胱抑素
)

在糖尿病肾病中的诊断价值

刘卫红"

!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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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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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目的
"

探讨
%

型糖尿病患者"

<%/+

#血清基质金属蛋白酶
*%

"

++0*%

#及胱抑素
)

"

)

O

5)

#的水平在糖尿病肾病"

/S

#

发生与发展中的诊断价值%方法
"

根据尿清蛋白排泄率"

i1&V

#!将
-=

例
%

型糖尿病患者分为
=

组(正常清蛋白尿组
%-

例&微

量清蛋白尿组
%"

例&大量清蛋白尿组
"-

例%健康体检者为健康对照组"

%$

例#%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

&(R.1

#测定血清
++0*

%

!用免疫比浊法检测血清
)

O

5)

水平%结果
"

糖尿病患者各组血清
++0*%

水平均低于健康对照组!大量清蛋白尿组的
++0*%

水平与健康对照组和微量清蛋白尿组相比明显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B

%

$>$#

#%糖尿病患者各组血清
)

O

5)

水平均高于健康

对照组!大量清蛋白尿组的
)

O

5)

水平明显高于正常清蛋白尿组和微量清蛋白尿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B

%

$>$#

#%结论
"

血清

++0*%

可能参与了
/S

的发生与发展!血清
)

O

5)

水平随病情的发展逐渐升高!对于
/S

的早期诊断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糖尿病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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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肾病$

/S

%是糖尿病最常见及最重要的慢性并发症

之一#也是其致残致死的重要原因*基质金属蛋白酶
*%

$

++0*%

%在
/S

的发生与发展过程中可能发挥重要作用(

"

)

*

目前国内外对于
++0*%

的动物研究相对较多而临床研究则

较少#肖谦等(

%

)通过对实验性糖尿病大鼠肾脏
++0*%

蛋白的

研究#发现
++0*%

可能对
/S

的功能及形态学改变有着重要

意义*

3N

等(

=

)在同样动物模型的研究中也得到类似结果#并

发现
++0*%HVS1

下降时#尿清蛋白尚无明显改变*

/S

早期常无临床症状#尿常规检查或肾功能检查多未能

发现异常#一旦出现典型临床症状则预后相对较差#故
/S

的

早期诊断具有重要意义(

E

)

*血清胱抑素
)

$

)

O

5)

%是一种半胱

氨酸蛋白酶抑制剂#是较为理想的反映肾小球滤过功能的内源

性指标#在肾小球疾病或肾实质受损时#尿中
)

O

5)

水平就会

明显上升#其可作为判断肾脏的损伤#是反映肾小球受损非常

敏感的指标*本研究根据尿清蛋白排泄率$

i1&V

%对
%

型糖

尿病患者$

<%/+

%进行分类#探讨血清
++0*%

及
)

O

5)

的变

化及其临床意义*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收集
%$""

年
=

#

B

月在该院住院的
<%/+

患者
-=

例#男
=E

例#女
%B

例#年龄
E=

#

!-

岁#平均年龄
#->=

岁#诊断均符合
"BBB

年世界卫生组织的糖尿病诊断标准#所有

入选患者无高血压'急慢性肝肾疾病#排除肿瘤'结核'胶原性

疾病*根据
%EG

尿清蛋白排泄率$

i1&V

%将
<%/+

患者分为

=

组!$

"

%正常清蛋白尿组
%-

例#

i1&V

%

%$

!

P

"

HD8

&$

%

%微量

清蛋白尿组
%"

例#

i1&V

为
%$

#

%$$

!

P

"

HD8

&$

=

%大量清蛋白

尿组
"-

例#

i1&V

$

%$$

!

P

"

HD8

*同时选择
%$

例健康体检者

为健康对照组$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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