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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的
!

观察联合检测肌钙蛋白"

J;9;

&%肌红蛋白"

1

H

<

&及血浆氨基末端
P

型利钠肽前体"

Y;#

E

B<PY0

&在心肌梗死

"

1(

&诊断中的临床应用'方法
!

选择
%&$%

年
$

月至
%&$'

年
$%

月以急性胸痛为主诉入院进行检查治疗的患者共计
2$)

例!根据

最终诊断结果将患者分为急性
1(

组和非急性
1(

组'所有患者来诊后检测其
J;9;

%

1

H

<

及
Y;#

E

B<PY0

水平'观察
%

组患者

J;9;

%

1

H

<

%

Y;#

E

B<PY0

的差异!观察上述
)

项指标单独检测%二联检测和三联检测诊断急性
1(

的灵敏度和特异度'结果
!

急

性
1(

组患者
J;9;

%

1

H

<

%

Y;#

E

B<PY0

水平均明显高于非急性
1(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

'

&*&'

&'二联检验的灵敏度和特异

度高于
J;9;

%

1

H

<

%

Y;#

E

B<PY0

单独检验!而三联检验的灵敏度为
2'*$V5

!特异度为
V2*V,5

!明显高于单独检验及二联检验'

结论
!

J;9;

%

1

H

<

%

Y;#

E

B<PY0

的联合检验在
1(

诊断中具有重要意义!能够提高
1(

诊断的特异度和灵敏度!为临床治疗提供可

靠依据'

关键词"肌钙蛋白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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肌红蛋白$

!

氨基末端
P

型利钠肽前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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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肌梗死$

1(

&是常见的心血管内科疾病#是冠状动脉急

性*持续性缺血缺氧所引发的心肌坏死'

$#%

(

)据统计#美国
1(

的发病人数平均为每年
$'&

万#我国的
1(

发病率也呈现逐年

升高的趋势#至少每年
'&

万人发病'

)

(

)目前
1(

的常见检查

项目为肌红蛋白$

1

H

<

&*心电图*血常规*红细胞沉降率

$

Z.O

&*磷酸肌酸激同工酶等#但大多数不能实现对
1(

早期

的特异性诊断)本研究利用化学发光法对中国汉族人群的

2$)

例
1(

患者进行了肌钙蛋白
;

$

J;9;

&*肌红蛋白$

1

H

<

&及

血浆氨基末端
P

型利钠肽前体$

Y;#

E

B<PY0

&等心肌损伤标记

物检测#分析
J;9;

*

1

H

<

及
Y;#

E

B<PY0

水平与
1(

的联系#以

便为后续的临床工作提供理论依据)

C

!

资料与方法

C*C

!

一般资料
!

选择
%&$%

年
$

月至
%&$'

年
$%

月以急性胸

痛为主诉至本院进行检查治疗的
2$)

例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其

中男性
'%%

例#女性
)2$

例#年龄$

,+*%4\$&*))

&岁)根据最

终诊断结果将患者分为急性
1(

组和非急性
1(

组)急性
1(

组
4&,

例#其中男性
+&V

例#女性
%2V

例#年龄$

,+*&4\$&*'%

&

岁)非急性性组
%&4

例#其中男性
$$+

例#女性
2)

例#年龄

$

,+*V%\$&*42

&岁)两组患者样本性别*年龄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

F

(

&*&'

&#具有可比性)纳入标准'

+

(

!$

$

&以急性胸痛为主

诉来诊的患者%$

%

&最终经过冠脉造影等方式确定诊断的患者%

$

)

&对本次研究知情同意的患者)排除标准'

'

(

!$

$

&来诊前
$

个

月内有严重感染*痛风发作或者外科手术史的患者%$

%

&既往有

脑梗死病史的患者%$

)

&有肿瘤*血液等全身系统疾病的患者%

$

+

&肝*肾功能不全的患者%$

'

&充血性心力衰竭的患者%$

,

&血

液透析弥漫性血管内凝血的患者%$

4

&不同意参与本次研究的

患者)

C*D

!

方法

+

&%%$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4

年
'

月第
)V

卷第
2

期
!

(9?WUAF1>D

!

1A

H

%&$4

!

X<C*)V

!

Y<*2



C*D*C

!

指标检测
!

化学发光法取
+GU

肘正中静脉血放置于

真空离心管中#常温放置
)&G79

后#采用
+&&&B

"

G79

离心
'

#

$&G79

#分离血清)采用西门子
"ZY;:YOg0

全自动微粒子

化学发光免疫分析仪$德国西门子公司&#严格按照要求操作#

检测
J;9;

*

1

H

<

及
Y;#

E

B<PY0

)观察两组
J;9;

*

1

H

<

*

Y;#

E

B<PY0

水平的差异#观察上述
)

项指标单独检测*二联检测

和三联检测诊断急性
1(

的灵敏度和特异度)

C*D*D

!

阳性标准
!

J;9;

%

&*$

$

@

"

U

#

1

H

<

(

$&&

$

@

"

U

#

Y;#

E

B<PY0

%

+%+

E@

"

GU

判为阳性'

,

(

)

C*E

!

统计学处理
!

本研究中所有的统计学分析均使用

.0..$2*&

软件包)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I\E

表示#组间均

数比较采用
>

检验%计数资料以百分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

检验#以
F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采用每位患者连续
)

次的
J;9;

*

1

H

<

*

Y;#

E

B<PY0

检测结果绘制
Oa"

曲线#计算

曲线下面积以获得上述
)

项指标单独检测和联合检测的特异

度*灵敏度)

D

!

结
!!

果

D*C

!

两组
J;9;

*

1

H

<

*

Y;#

E

B<PY0

水平比较
!

急性
1(

组

J;9;

*

1

H

<

*

Y;#

E

B<PY0

水平均明显高于非急性
1(

组#且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F

'

&*&'

&#见表
$

)

表
$

!!

两组
J;9;

#

1

H

<

#

Y;#

E

B<PY0

水平比较%

I\E

&

组别
%

J;9;

$

$

@

"

U

&

1

H

<

$

$

@

"

U

&

Y;#

E

B<PY0

$

E@

"

GU

&

急性
1(

组
4&, &*$+\&*&%

"

V2*&4\$)*',

"

)+V,*%%\%$4*2+

"

非急性
1(

组
%&4 &*&$\&*&& ')*VV\$%*+$ $+2*,'\+V*)4

!!

注!与非急性
1(

组比较#

"

F

'

&*&'

)

D*D

!

J;9;

*

1

H

<

*

Y;#

E

B<PY0

单独检验和联合检验的灵敏度

与特异度比较
!

从单独和联合检验结果来看#二联检验的灵敏

度和特异度高于
J;9;

*

1

H

<

*

Y;#

E

B<PY0

单独检验#而三联检

验的灵敏度为
2'*$V5

#特异度为
V2*V,5

#明显高于单独检验

及二联检验#见表
%

)

表
%

!!

J;9;

#

1

H

<

#

Y;#

E

B<PY0

单独检验和联合检验的

!!!

灵敏度与特异度比较%

5

&

项目 灵敏度 特异度

J;9; 42*+, V)*&2

1

H

< V$*&% 42*%)

Y;#

E

B<PY0 V&*)$ V&*$2

J;9;h1

H

< VV*$& V4*+)

J;9;hY;#

E

B<PY0 V2*)V V+*&,

1

H

<hY;#

E

B<PY0 2&*2) V'*&%

J;9;h1

H

<hY;#

E

B<PY0 2'*$V V2*V,

E

!

讨
!!

论

急性
1(

是以患者突然发作的剧烈且持久的胸骨后或者

心前区压榨性疼痛为主要临床特征#但是除
1(

之外#胃穿孔*

急性胰腺炎等疾病也能够表现出相似的临床症状)心电图虽

然是最为常用且方便易行的检查手段#但是部分患者在
1(

发

作的早期无典型表现#因此#找到敏感且特异的
1(

诊断指标

成为临床上研究的课题之一)随着科学的发展#心肌损伤标志

物的发现和应用为
1(

的早期诊断提供了新的思路#

J;9;

*

1

H

<

及
Y;#

E

B<PY0

都是目前临床上常用的心肌标志物)

肌钙蛋白$

J;9

&由
;

*

"

*

(

三个亚基所构成'

4

(

#最早在症状

发作后的
%K

即可出现#且持续时间较长#可在血液中保持
,

#

$&D

的时间'

V

(

)

J;9;

具有非常高的心肌特异性和灵敏度#目

前在临床中作为
1(

的重要标志物之一)

1

H

<

是一种氧结合

血红素蛋白#其分布主要位于心肌和骨骼肌组织中#当心肌发

生急性损伤时#

1

H

<

是首先释放入血的物质之一)临床研究

发现#在患者出现症状后的
%

#

)K

#血清中
1

H

<

就会超过上

限#

2

#

$%K

达到高峰#但是其在血液中持续的时间较
J;9;

短#

%+

#

),K

后即恢复正常'

2

(

)其特异度比较差#骨骼肌损伤*

创伤*肾衰等疾病均可导致其水平升高#目前认为其阴性结果

有助于排除
1(

#但是阳性结果不能用来确诊急性
1(

)

Y;#

E

B<PY0

是脑钠肽$

PY0

&的前体'

$&#$$

(

#十分稳定#易于检测#其

半衰期比
PY0

更长#更加稳定#因此检测到血液中
Y;#

E

B<P#

Y0

的水平#即得到
PY0

水平'

$%

(

)而且
Y;#

E

B<PY0

的水平所

反映的是短暂时间内新合成的
PY0

#而不是体内储存的
PY0

#

所以对
PY0

通路的激活情况反映得更加明确'

$)#$+

(

)上述
)

种

指标在临床应用中各有优劣#无法将单一指标作为诊断标准#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本研究对其联合诊断结果进行了研究)

本研究结果发现#急性
1(

组患者的
J;9;

*

1

H

<

*

Y;#

E

B<PY0

水平均明显高于非急性
1(

组#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F

'

&*&'

&#这说明上述
1(

标记物在心脏发生梗死性病变时

会在短时间内发生急剧升高的现象#从而反映出心脏功能的变

化)从诊断的灵敏度和特异度来说#二联检验的灵敏度和特异

度高于
J;9;

*

1

H

<

*

Y;#

E

B<PY0

单独检验#而三联检验的灵敏

度为
2'*$V5

#特异度为
V2*V,5

#明显高于单独检验以及二联

检验)这是因为虽然上述
)

种标记物均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

映心肌变化#但是单一的标记物检测在急性
1(

的诊断中不能

同时具备高特异度和高敏感度的特征#因此本次研究尝试采用

二联和三联检测#以弥补不同标记物诊断窗口期的差异

问题'

$'

(

)

总之#本研究基于应用化学发光方法的结果#探讨心肌标

记物
J;9;

*

1

H

<

*

Y;#

E

B<PY0

与
1(

的联系#首次提示了
J;#

9;

*

1

H

<

*

Y;#

E

B<PY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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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高可能是由于梅毒螺旋体感染后体液免疫的反应所导致#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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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梅毒患者体液免疫功能亢进#而细胞免疫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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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疫功能检测对梅毒患者的诊断有一定的临床价值)

参考文献

'

$

( 褚雪莲#严丽英
*

梅毒螺旋体抗体在诊断新生儿梅毒中的

应用和讨论'

W

(

*

中国性科学#

%&$,

#

%'

$

'

&!

V4#V2*

'

%

( 樊尚荣#梁丽芬
*%&$'

年美国疾病控制中心性传播疾病诊

断和治疗指南$续&

##

梅毒的诊断和治疗指南'

W

(

*

中国全

科医学#

%&$'

#

$$

$

%4

&!

)%,&#)%,+*

'

)

( 强娣#季必华#慈超#等
*

梅毒血清固定患者血清
(U#$&

和

(U#$%

水平及相关性分析'

W

(

*

皖南医学院学报#

%&$'

#

V

$

$

&!

%$#%'*

'

+

(

/>ce

#

cA9

@

/U

#

SK<9

@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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