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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应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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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诊断急性冠脉综合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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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的临床意义&方法
!

选取该院
%'$/

$

%'$1

年期间
8)\

患者
((

例"观察组%#并选取同一时期的体检身体健康者
(-

例"对照组%&对两个组群的
B57)M"

指标进行定量检验!

并比较得出其临床意义&结果
!

患有
8)\

的观察组
B57)M"

指标显著高于对照组的指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

$

'&'-

%&观察

组中患有不稳定型心绞痛的
B57)M"

指标显著高于患有稳定型心绞痛的指标!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F

$

'&'-

%&观察组中患有心

肌梗死的
B57)M"

指标显著高于不稳定型心绞痛的指标!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F

$

'&'-

%&结论
!

B57)M"

可以进一步明确
8)\

的诊断&其指标的变化与
8)\

疾病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该临床检验技术应当得到广泛的推广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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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冠脉综合征$

8)\

&在欧洲及美洲发病患者人数较多#

近年来在我国的发病患者人数也逐渐增高)

$

*

(其发病是由于

冠状动脉的缺氧缺血造成的心肌坏死#多表现为各类心脏疾病

症状#常危及生命(为了提早预防
8)\

的发生#国内外对其相

关高危因子进行多项课题实验)

%7/

*

(大量研究中发现#超敏
)

反应蛋白$

B57)M"

&不仅在
8)\

的诊断上有进一步明确的意

义#也可以表现出
8)\

发展的趋势)

17-

*

(本文选取了本院心内

科
8)\

患者及健康体检者的
B57)M"

指标进行对照分析#进

一步明确
!57)M"

在
8)\

临床检验中的意义#现将研究结果

报道如下(

B

!

资料与方法

B&B

!

一般资料
!

选取本院
%'$/

$

%'$1

年期间心内科
8)\

患

者
((

例作为观察组(根据临床诊断标准明确诊断的稳定型心

绞痛
/$

例#不稳定型心绞痛
/(

例#心肌梗死
.

例(男性
12

例#女性
/$

例#年龄
1/

$

(.

岁#平均年龄$

--&(/^.&2.

&岁(

选取同期在本院体检的身体健康者
(-

例#作为对照组(其中

男性
1,

例#女性
%(

例#年龄范围在
1-

$

(1

岁#平均年龄

$

-$&,,̂ $'&%/

&岁(两组均已排除其他心血管疾病'肝肾类疾

病等(两组的其他基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F

%

'&'-

&#具有可比性(

B&C

!

仪器与试剂
!

本次对
B57)M"

的检测采用超敏感检测技

术#使用的仪器为
)M"

快速检测仪$芬兰
U?4:6O4>

J

<:5A4;>

&(

检测
B57)M"

的试剂盒使用配套
)M"

试剂盒$芬兰
U?4:6O47

>

J

<:5A4;>

&(

B&D

!

方法
!

观察组采取发病
$%B

内清晨空腹血
%<Q

及临床

治疗
/C

后清晨空腹血
%<Q

(对照组采取体检当天清晨空腹

血
%<Q

#抗凝管$

Z%'[

超低温环境&保存(使用芬兰
U?4:6

O4>

J

<:5A4;>

生产的
)M"

快速检测仪进行
B57)M"

的检测#检

测标准使用仪器配套的参考标准(

B&E

!

统计学处理
!

应用
\"\\$-&'

软件分析#计量数据采用

+ D̂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检验%计数资料采用百分比表示#数

据对比采取
'

% 校验#

F

$

'&'-

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C

!

结
!!

果

C&B

!

两组
B57)M"

指标对比
!

两组比较#观察组
B57)M"

水平

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F

$

'&'-

&(不稳定型

心绞痛患者
B57)M"

水平明显高于稳定型心绞痛患者#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

F

$

'&'-

&(心肌梗死患者
B57)M"

水平明显高

于不稳定型心绞痛患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F

$

'&'-

&(见

表
$

(

C&C

!

治疗前后
B57)M"

水平比较
!

稳定型心绞痛'不稳定型

心绞痛及心肌梗死患者治疗前
B57)M"

水平均明显高于治疗

后#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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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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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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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年
2

月第
/2

卷第
$%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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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两组
B57)M"

水平比较

组别 样本数$

#

&

B57)M"

$

+ D̂

#

<

J

"

Q

&

观察组

!

稳定型心绞痛
/$

(&,(̂ $&.(

"

!

不稳定型心绞痛
/(

.&2.̂ %&'$

"#

!

心肌梗死
.

$%&,-̂ %&1-

#*

对照组
(- /&'$̂ $&-%

!!

"

!

F

$

'&'-

#与对照组比较%

#

!

F

$

'&'-

#与稳定型心绞痛比

较%

*

!

F

$

'&'-

#与不稳定型心绞痛比较(

表
%

!!

治疗前后
B57)M"

水平比较

项目 样本数$

#

&

B57)M"

$

+ D̂

#

<

J

"

Q

&

治疗前 治疗后

稳定型心绞痛
/$ (&,(̂ $&.(

1&(%̂ $&-,

"

不稳定型心绞痛
/( .&2.̂ %&'$

2&.'̂ $&-(

"

心肌梗死
. $%&,-̂ %&1-

.&(/̂ %&'(

"

!!

"

!

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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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治疗前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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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是国际上中老年人群常见的冠心病的一种(

8)\

患

者大多数是由于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不稳定性所致#少数由于

其他因素$动脉炎'血栓'外伤或介入手术并发症&所致)

2

*

(其

症状同其他类型心脏相关疾病#表现为胸痛'胸闷(

8)\

的发

病具有老龄化的特点)

(

*

(男性的发病率较女性高#女性通常发

病于绝经后(临床辅助检查上主要依靠实验室检查'心电图'

心动图及影像学检查#而实验室检查又是可以提供早期诊断依

据并指导治疗)

,

*

(

本研究对
B57)M"

指标进行测定#健康体检者的
B57)M"

指标基本在正常范围#而
8)\

患者的指标则明显高于健康人

群#结合患者自身的发病症状及心电图表现可以明确诊断(在

8)\

患者中不稳定型心绞痛的
B57)M"

指标明显高于稳定型

心绞痛的指标#心肌梗死的指标又明显高于不稳定型心绞痛(

可以看出
B57)M"

指标的变化可以明确反映出
8)\

的发展趋

势#对于明确
8)\

的分型及疗效的判定有很好的指导意义(

不仅仅在心血管疾病领域#在妇科疾病'急性感染'呼吸道

疾病'外伤及肿瘤等领域#

B57)M"

指标的指示作用也非常的明

显(当前
B57)M"

的研究还在进一步深入#为提高高血压等高

危人群的预防意识#指导心血管疾病的临床治疗提供了理论支

持(

B57)M"

的普及检测对预防心血管疾病#甚至包括机体其

他器官疾病提供了良好的帮助#应当在临床上得到广泛的

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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