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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管

紧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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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

%舒张功

能不全%内皮功能障碍介导的心肌损伤%由于冠状动

脉疾病所致的心肌损害(包括动脉粥样硬化和非冠状

动脉粥样硬化因素$同轴性和偏心性心肌肥大)水负

荷过重)心肌纤维化)动脉壁的顺应性下降等&导致心

肌血流量下降而致小面积的心肌缺血性损伤%尿毒症

心肌病*

&

+

%贫血加重心功能不全等'鉴于肾功能不全

患者合并较高的心血管事件风险率(找到
&

种或几种

能够评价发生心血管疾病危险性和鉴别心肌损害是

否存在的可靠且准确的指标非常重要*

&'

+

'

目前临床上常用的心肌标志物有
%6,\D7D

)

JW+

)心脏肌钙蛋白
A

$

\D7A

&)肌酸激酶同工酶$

/!,

J̀

&'虽然
\D7A

与
\D7D

相比具有更高心肌特异

性(但
\D7A

试剂盒生产厂家多(使用的抗体和检测方

法不同'血中
\D7A

大部分以二聚体或三聚体的形式

存在'

\D7A

单体中心区的丝氨酸)胱氨酸残基极易被

磷酸化)氧化而失去抗原性(从而影响结果'由于持

续时间较短(各检测方法的正常值不同(对
\D7A

检测

的评价缺少完整性和连贯性*

&8

+

'

/!,J̀

诊断心肌损

伤的特异性优于肌酸激酶$

/!

&(但临床上采用免疫

抑制法测定
/!,J̀

活性除受抗
J

亚单位抗体质量

影响外(

/!,J$

)巨
/!

及中枢神经系统疾病所致升

高的
/!,̀`

(均不被抗
J

亚单位抗体抑制(出现假性

增高'

/!,J̀

已逐渐被
%6,\D7D

取代(但仍广泛应

用于急性心肌梗死后再梗死及再灌注成功率的

判断*

&;

+

'

%6,\D7D

被认为是当前心肌损伤特异性最高的

生化标志物*

&&

+

(尤其对于微小心肌损伤有较高敏感

性*

&.

+

'

JW+

因其较小的相对分子质量(在心肌损伤

的早期诊断中有独特的优势*

&2

+

'本研究发现(

%6,\D,

7D

)

JW+

分别与
CPO*

呈负相关(与
/[

呈正相关'

说明这两者与肾功能密切相关(除了可能致使肾功能

不全患者出现心肌损伤(还可能与肾脏清除率下降有

关'

JW+

因其相对分子质量小(可从肾小球滤过清

除(基本可以确定
JW+

与肾功能的关系'目前(

\D,

7D

是否通过肾脏被清除仍存在争议(有研究认为
\D,

7D

能被裂解成
9'''

"

.;'''

大小的片段(这些片段

足够小以至于可以被肾脏滤过(在肾功能不全患者

中(无法将
\D7D

片段清除(导致血液中
\D7D

水平

上升*

&

+

'

另外(本研究还比较了肾功能不全患者
2

)

8

)

;

期

的
%6,\D7D

)

JW+

水平的差异性'分析发现(

%6,\D,

7D

)

JW+

在
2

期与
;

期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1';

&(这表明(随着肾功能的下降(两者水平明显升

高(证明了
%6,\D7D

)

JW+

水平受肾功能的影响'但

JW+

在
8

期与
;

期患者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1';

&(

%6,\D7D

在
2

期与
8

期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

!

%

'1';

&(分析原因可能是选取的样本量不够多(

对结果的统计可能造成一定的误差%再者(肾功能不

全患者的治疗对
/[

水平影响比较大(

/!0

分期主要

依据
/[

水平(所以(分期的不确定性对结果分析也可

能造成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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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结
""

论

""

%6,\D7D

)

JW+

对肾功能不全患者不仅具有早

期监测心血管事件的意义(而且可以作为肾功能的监

测指标%不仅有利于患者病情进展的评估(更具有降

低死亡率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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