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被方法#提高检测灵敏度#减少人为因素的影响#结果快速+准

确'

E"

(

#是一种比较可靠+易于推广的
6HY(/

感染筛查的检测

方法)

通过对本院新生儿
6HY(/

特异性
A

L

'

抗体检测结果和

相关疾病的分析#表明
6HY(/

感染情况不容乐观#今后在新

生儿感染性疾病的诊治过程中应重视
6HY(/

感染的血清学

筛查#对出现上述临床症状而又不明原因者#应及时采用

(@A7

技术检测
6HY(/

特异性抗体#以便早干预+早治疗)

因此
6HY(/

感染的血清学筛查对新生儿保健具有重要现实

意义#临床上应常规开展基于
(@A7

技术的
6HY(/

血清学定

量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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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在急性肺栓塞患者的诊断中检测血浆肌钙蛋白'

&

型钠尿肽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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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聚体的临床价值$方法
!

以成都市

西区医院
"$ED

年
E

月至
"$E#

年
E

月收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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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急性肺栓塞患者为研究对象!其中低危患者"低危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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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高危患者"高危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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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采集患者血浆并用化学发光法测定其血浆肌钙蛋白'

&

型钠尿肽及
:.

二聚体水平!并比较三者检测的阳性率'灵敏度和特

异度$结果
!

高危组患者血浆肌钙蛋白'

&

型钠尿肽及
:.

二聚体检测水平明显高于低危组患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F$!

#&

血浆肌钙蛋白和
&

型钠尿肽检出阳性率分别为
#"F;=]

和
=DFEI]

!明显高于
:.

二聚体检出阳性率"

;=F#;]

#!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

$

$F$!

#&血浆肌钙蛋白和
&

型钠尿肽对急性肺栓塞的灵敏度和特异度明显高于
:.

二聚体$结论
!

检测血浆肌钙蛋白'

&

型

钠尿肽及
:.

二聚体水平都有助于急性肺栓塞的临床诊断!相对于
:.

二聚体!血浆肌钙蛋白和
&

型钠尿肽在急性肺栓塞的诊断中

具有更好的灵敏度和特异度$

关键词"急性肺栓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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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肺栓塞是指嵌塞物质进入肺动脉及其分支阻断了组

织的血液供应而引起的病理和临床状态#常见的栓子是血栓#

其余为少见的新生物细胞+脂肪滴+气泡+静脉输入的药物颗粒

甚至导管头端引起的肺血管阻断)急性肺栓塞在我国的发病

率和病死率仅次于心脏病和心肌梗死#是威胁我国居民健康的

主要心血管疾病'

E

(

)有研究指出#急性肺栓塞患者中约
"$]

!

;$]

的死亡是由于未能得到及时的诊断和治疗导致的#若能及

时诊断并给予治疗#急性肺栓塞病死率可降至
<]

左右'

"

(

)国

外研究显示#血浆肌钙蛋白+

&

型钠尿肽及
:.

二聚体浓度变化

对预测患者预后具有指导意义'

;

(

)本研究在前人工作的基础

上探讨这
;

项生物标志物在急性肺栓塞诊断中临床价值)

@

!

资料与方法

@F@

!

一般资料
!

以本院
"$ED

年
E

月至
"$E#

年
E

月收治的
I;

例符合-肺血栓栓塞症的诊断与治疗指南.

'

D

(诊断标准的急性

肺栓塞患者为研究对象#排除标准!$

E

%合并严重脑+肝+肾+肺

疾病者&$

"

%合并慢性感染者&$

;

%合并恶性肿瘤者&$

D

%合并自

身免疫性疾病者)根据患者病情的危重程度分为低危患者$低

危组%

!"

例和高危患者$高危组%

DE

例)低危组患者中男
"I

例+女
";

例#年龄
"=

!

#D

岁+平均$

DDFDJEEF=

%岁&高危组患

者中男
"!

例+女
E#

例#年龄
"#

!

##

岁+平均$

D!F$JE$F!

%岁)

比较两组患者的性别+年龄等基本资料#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

!

'

$F$!

%#具有可比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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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与试剂
!

贝克曼
:kA<$$

化学发光免疫分析仪检

测#试剂为贝克曼原装试剂)

7h."=$$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检

测#试剂厂家为宁波美康生物)

@FB

!

方法
!

入院次日清晨用无菌抗凝管采集患者空腹静脉血

!G@

#

D$$$Q

"

G*8

条件下离心
E$G*8

#取上清液置于
V<$\

超低温冰箱保存)血浆肌钙蛋白+

&

型钠尿肽采用化学发光

法#使用贝克曼
:kA<$$

化学发光免疫分析仪检测&

:.

二聚体

的检测采用胶乳免疫比浊法#使用
7h."=$$

全自动生化分析

仪检测该吸光度$

7

值%的变化#用标准品绘制标准曲线#然后

对照标准曲线根据血浆样品
7

值计算血浆
:.

二聚体的浓度)

所有操作严格按照试剂盒和检测仪器操作说明进行)

@FC

!

判断标准
!

血浆肌钙蛋白
'

$F;8

L

"

G@

为阳性#

&

型钠

尿肽
'

E$$

1L

"

G@

为阳性#

:.

二聚体
'

!$$8

L

"

G@

为阳性)

@FD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B%BBEIF$

统计学软件对数据进行分

析处理#计量资料用
DJE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B

检验&计数资

料用百分率$

]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 检验&受试者工作特性

$

YH(

%曲线分析三者的灵敏度和特异度&以
!

$

$F$!

为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A

!

结
!!

果

AF@

!

不同病情程度检测水平比较
!

高危组患者血浆肌钙蛋

白+

&

型钠尿肽及
:.

二聚体检测水平明显高于低危组患者

$

!

$

$F$!

%#详见表
E

)

表
E

!!

高危患者和低危患者检测水平比较%

DJ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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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阳性率比较
!

血浆肌钙蛋白检测阳性
!<

例#阳性率

#"F;=]

&

&

型钠尿肽检测阳性
#I

例#阳性率
=DFEI]

&

:.

二聚

体检测阳性
;!

例#阳性率
;=F#;]

)血浆肌钙蛋白和
&

型钠

尿肽检测阳性率明显高于
:.

二聚体#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

iEEF"<;

+

"!F"E"

#

!

$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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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B

!

灵敏度和特异度比较
!

根据
YH(

分析结果#血浆肌钙蛋

白+

&

型钠尿肽和
:.

二聚体检测诊断急性肺栓塞的灵敏度为

IDF=E]

+

I#F<;]

和
<"F$!]

#血浆肌钙蛋白和
&

型钠尿肽灵

敏度明显高于
:.

二聚体#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i<F=ED

+

IF;;E

#

!

$

$F$!

%&血浆肌钙蛋白+

&

型钠尿肽和
:.

二聚体检测

诊断急性肺栓塞的特异度为
<=F#=]

+

I!FE;]

和
<$F"!]

#血

浆肌钙蛋白和
&

型钠尿肽特异度明显高于
:.

二聚体#差异均

有统计学意义$

!

"

iDFD#;

+

=F=D$

#

!

$

$F$!

%)

B

!

讨
!!

论

急性肺栓塞表现为突然发作的重度呼吸困难+心肌梗死样

胸骨后疼痛+晕厥+发绀+右心衰竭+休克+大汗淋漓+四肢厥冷

及抽搐#甚至发生心脏停搏或室颤而迅速死亡)急性肺栓塞发

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血栓形成+心脏病+肿瘤和分娩等均可

引起肺栓塞的发生'

!

(

)急性肺栓塞发病隐匿#进展快#致死率

高#且缺少早期生物学监控指标)在目前情况下#依靠超声心

动图和血压可以判断多数患者的病情程度#然而在肥胖患者+

合并慢性肺部疾病患者中超声心动图的图像显示比较模糊#容

易导致右心功能的误判)近年来#包括血浆肌钙蛋白和
&

型

钠尿肽在内的心脏生物学指标和
:.

二聚体等机体凝血状态指

标已经用于临床研究)

血浆肌钙蛋白和
&

型钠尿肽是心肌损伤的特异性标志

物#能够反映心肌微观水平的变化)研究显示#血浆肌钙蛋白

和
&

型钠尿肽水平升高与右心室功能密切相关'

#

(

)

:.

二聚体

是特异性的纤溶过程标记物#国内学者报道
:.

二聚体水平升

高#急性肺栓塞患者病死率增加'

=

(

)方建江等'

<

(研究指出#检

测肺栓塞患者血浆肌钙蛋白
A

+

&

型钠尿肽和
:.

二聚体的血浆

水平有助于在入院早期准确预测患者预后#从而指导后续治

疗)在本研究中#笔者采用化学发光法检测了该
;

项生物标志

物在急性肺栓塞患者血浆中的表达水平#旨在探讨其对急性肺

栓塞的临床诊断价值)结果显示#高危急性肺栓塞患者血浆肌

钙蛋白+

&

型钠尿肽和
:.

二聚体水平均明显高于低危急性肺

栓塞患者#提示检测三者有利于临床区分不同病情程度的急性

肺栓塞患者#从而给予针对治疗)对三者的阳性率+灵敏度和

特异度进行比较#结果显示血浆肌钙蛋白和
&

型钠尿肽明显

优于
:.

二聚体#提示血浆肌钙蛋白和
&

型钠尿肽相对于
:.

二

聚体能够更准确地反映患者的肺损伤情况)但侯广臣'

I

(进行

的相关性分析显示#

&

型钠尿肽和
:.

二聚体的表达水平呈显

著相关性)因此笔者认为#可以对血浆肌钙蛋白+

&

型钠尿肽

和
:.

二聚体进行联合检测#以提高急性肺栓塞的临床诊断效

果和准确区分病情程度#从而指导更加积极的临床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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