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察患儿相对较少(故而还需在后续研究中增加样本量

进一步深入研究(从而提供可靠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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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与急性心肌梗死患者病情预后的相关性$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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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河北大学附属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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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不良事件发生情况分为心血管不良事件发生组"

8'

例#及非心血管不良事件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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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胸骨后疼痛(为患者使用硝酸酯类药物或长时间卧

床休息并不能得到有效缓解(且多伴进行性心电图变

化及血清心肌酶活性升高(若早期得不到及时有效的

干预(患者将并发心力衰竭)休克)心律失常等严重情

况(危及患者生命安全(且预后不理想*

&

+

'目前针对

急性心肌梗死患者的预后评估临床上建立了一套有

效的简易风险模型(该风险模型对疾病的预后评估有

一定的帮助(此外肌钙蛋白)

`

型利钠等也是对急性

心肌梗死预后可进行评估的独立风险因子(然而各个

评估模式及参数均有其缺陷*

.

+

'急性心肌梗死的发

生发展同内皮细胞损伤)炎症斑块不稳定)血脂紊乱

及血小板活化等有着极为密切的相关性(其中血小板

功能及炎性反应的改变均起到关键作用(而在所有炎

症指标中作为最敏感指标的血清钙卫蛋白$

T&''

&(在

急性心肌梗死患者发病后便可早期对疾病进行准确

检测及诊断(而血清
T&''

蛋白与急性心肌梗死患者

的病情预后之间是否存在相关性目前临床上相关研

究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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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就急性心肌梗死患者血清
T&''

蛋白的检测与患者病情预后的相关性作如下分析

报道'

$

"

资料与方法

$1$

"

一般资料
"

回顾性分析河北大学附属医院
.'&;

年
;

月至
.'&-

年
;

月住院治疗的
&''

例急性心肌梗

死患者的临床资料'纳入标准!$

&

&患者均符合0不稳

定性心绞痛和非
TD

段抬高心肌梗死诊断与治疗指

南1

*

;

+中所推荐的急性心肌梗死诊断标准%$

.

&患者均

接受介入再灌注治疗及常规治疗%$

2

&经该院相关医

学伦理委员会批准%$

8

&患者及家属知情同意'排除

标准!$

&

&合并全身免疫性疾病及感染者%$

.

&合并肝

肾功能不全)甲状腺功能亢进$甲亢&)甲状腺功能减

退$甲减&)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肺结核)肺癌)乳腺

癌及其他恶性肿瘤疾病者%$

2

&合并阻塞性肺部疾病

者%$

8

&合并严重精神障碍)意识障碍)认知障碍)沟通

障碍者%$

;

&既往或现存精神疾病史者'根据其心血

管不良事件发生情况分为心血管不良事件发生组$

8'

例&及非心血管不良事件组$

3'

例&'心血管不良事件

组男
.8

例(女
&3

例%年龄
8-

"

-8

岁(平均$

;91&8g

91;-

&岁'非心血管不良事件组男
23

例(女
.8

例%年

龄
8-

"

-;

岁(平均$

;91.8g913&

&岁'两组患者在性

别)并发症)发病至入院时间及心功能分级等一般资

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1';

&(具有可比性'

见表
&

'

$1%

"

方法
"

所有患者入院后均接受常规血清相关指

标检查'患者均于入院后第
.

天晨起空腹经肘静脉

采血'于实验室立即经
.;''[

"

U57

超高速率进行离

心(离心时间约为
.'U57

(结束后对血浆进行分离(并

放置于
R-'e

环境中保存备检'血清
T&''

蛋白)心

型脂肪酸结合蛋白$

?,O<̀ E

&及肌钙蛋白
A

$

\D7A

&指

标水平的检测方法均为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VHAT<

&(

采用荧光免疫方法检测血清肌酸激酶同工酶$

/!,

J̀

&(检测时严格按照说明书进行操作'所有患者均

接受介入再灌注治疗及常规对症治疗'

表
&

""

两组一般资料比较#

MgF

$

组别
&

性别*

&

$

@

&+

男 女

年龄

$

MgF

(岁&

并发症*

&

$

@

&+

高血压 糖尿病 高血脂

发病至入院

时间$

MgF

(

%

&

心功能分级$

&

&

!

级
$

级
&

级
/

级

心血管不良事件组
8' .8

$

3'1''

&

&3

$

8'1''

&

;91&8g91;- &-

$

8.1;'

&

2

$

-1;'

&

&.

$

2'1''

&

218&g&1&. &. &9 ( &

非心血管不良事件组
3' 23

$

3'1''

&

.8

$

8'1''

&

;91.8g913& .3

$

82122

&

8

$

313-

&

.'

$

22122

&

21;.g&1&- &9 .9 &2 &

!

.

"

@ '1''' '1';- '1'-( '183( '1&.&

!

%

'1';

%

'1';

%

'1';

%

'1';

%

'1';

$1&

"

观察指标
"

观察并比较两组患者血清
T&''

)

?,

O<̀ E

)

/!,J̀

及
\D7A

水平情况(分析各血清指标与

急性心肌梗死患者病情预后之间的相关性'采用荧

光免疫方法检测(采用
VHAT<

法检测血浆'

$1'

"

统计学处理
"

应用
TETT.'1'

统计学软件处理

数据(以
MgF

表示计量资料(用
@

检验(以百分比表示

计数资料(用
!

. 检验(等级资料采用秩和检验(

!

$

'1';

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1$

"

急性心肌梗死后心血管不良事件发生情况
"

经

观察
&''

例患者中有
8'

例患者发病后出现心血管不

良事件'见表
.

'

%1%

"

实验指标水平比较
"

心血管不良事件组患者血

清
T&''

蛋白)

?,O<̀ E

)

/!,J̀

)

\D7A

水平均高于非

心血管不良事件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1';

&(见

表
2

'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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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心肌梗死后心血管不良事件发生情况(

&

#

@

$)

心血管不良事件 住院期间 随访期间 合计

充血性心力衰竭
9

$

.'1''

&

&.

$

2'1''

&

.'

$

;'1''

&

室颤)室速
;

$

&.1;'

&

8

$

&'1''

&

(

$

..1;'

&

心源性休克
.

$

;1''

&

2

$

-1;'

&

;

$

&.1;'

&

猝死
&

$

.1;'

&

&

$

.1;'

&

.

$

;1''

&

再发心肌梗死
&

$

.1;'

&

2

$

-1;'

&

8

$

&'1''

&

合计
&-

$

8.1;'

&

.2

$

;-1;'

&

8'

$

&''1''

&

%1&

"

治疗前后实验指标比较
"

治疗后(患者血清

T&''

蛋白)

?,O<̀ E

)

/!,J̀

)

\D7A

水平较治疗前均

明显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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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

两组实验指标水平比较#

MgF

$

组别
&

血清
T&''

蛋白$

7

Z

"

H

& 血清
?,O<̀ E

$

bZ

"

H

& 血清
/!,J̀

$

)

"

H

& 血清
\D7A

$

U

Z

"

H

&

心血管不良事件组
8' 2(&18-g9(1.8 -'1.;g221&8 (218-g&(1.8 ;1-;g&1&8

非心血管不良事件组
3' .9-199g-;1(9 8918-g..1;& 32199g&;1(9 81'-g&1'&

@ 31..3 -1;&2 912;2 31('(

!

$

'1';

$

'1';

$

'1';

$

'1';

表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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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前后实验指标水平比较#

MgF

$

组别
&

血清
T&''

蛋白$

7

Z

"

H

& 血清
?,O<̀ E

$

bZ

"

H

& 血清
/!,J̀

$

)

"

H

& 血清
\D7A

$

U

Z

"

H

&

治疗前
&'' 22&1;3g;;1.; 3'1&(g.21&; -&18;g&'1.2 ;1&;g&1&.

治疗后
&'' &.-139g2;1(. .;182g..123 .'199g;1.3 &1'-g'18;

@ 2'1(29 &'19'' 821(3. 2219'.

!

$

'1';

$

'1';

$

'1';

$

'1';

&

"

讨
""

论

""

急性心肌梗死是一类以冠状动脉不稳定动脉斑

块糜烂或破裂等诱发的急性血栓而引起的心脏急性

缺血缺氧综合征(患者发病后多伴休克)急性心力衰

竭)恶性心律失常等诸多严重并发症(对患者的身体

健康及生活质量均带来严重影响*

3

+

'目前诸多研究

及实验发现在冠状动脉粥样斑块地不稳定中炎症起

到极为关键的促进作用(因此为急性心肌梗死患者检

测相关炎症指标水平可对不稳定斑块及血栓的形成

及发展情况进行反映*

-,9

+

'

以往针对急性心肌梗死患者的相关血清指标检

测以血清
?,O<̀ E

较常见(该指标是一类含有
&2.

个

氨基酸的蛋白(且蛋白具有可溶性(在心肌细胞细胞

质内大量存在(血清
?,O<̀ E

在机体心肌内的含量是

骨骼肌的十倍之多(且在小肠)肝)肾等脏器中并不常

见(具有较别的血清蛋白指标无法比拟的心肌特异

性(同心肌细胞内所含长链脂肪酸可直接结合(并将

长链脂肪酸经细胞质膜向氧化部位及脂化部位大量

运输(从而促进能量代谢系统发生氧化分解(最终有

三磷酸腺苷的合成及释放(为心肌细胞提供所需的能

量*

-

+

'患者若发生急性心肌梗死(心肌将发生明显缺

血及缺氧情况(极易导致心肌细胞受到损伤或发生严

重坏死现象(此时血清
?,O<̀ E

将经心肌细胞向血液

中大量渗漏(从而导致外周血中的
?,O<̀ E

水平含量

显著升高(

?,O<̀ E

对于急性心肌梗死早期诊断具有

很好的敏感性及特异性(是临床上用于急性心肌梗死

早期诊断的重要标志物之一*

(,&'

+

'血清
\D7A

及
/!,

J̀

在急性心肌梗死的发生与进展过程的变化较为明

确(在临床诊断及预后判断中起到一定的作用'本研

究结果表明(急性心肌梗死患者病情的变化与
?,

O<̀ E

)

/!,J̀

)

\D7A

水平呈正相关'

在炎性反应发生)发展的过程中(

T&''

蛋白最主

要的作用是将炎症细胞送至炎症局部(单核粒细胞及

中性粒细胞的渗出均是导致炎性反应的重要原因(而

血清
T&''

蛋白则主要由细胞外被激活的单核细胞及

中性粒细胞分泌'在急性心肌梗死患者发病后(其血

清
T&''

蛋白在血清中的表达水平将显著升高(然而

这并不是由心肌细胞所导致*

&&

+

'血清
T&''

蛋白属于

一类中性粒细胞激活物(该指标同中性粒细胞迁移至

炎症局部部位有着密切的相关性(血清
T&''

蛋白将

对
H,

选择素产生刺激(促进其大量脱落(对巨噬细胞

分化抗原有着激活及上调之效(经巨噬细胞分化抗原

&

"细胞间黏附分子
,&

将显著促进内皮细胞及单核细

胞黏附性增加(并对中性粒细胞对纤维蛋白原的黏附

作用起到介导功效*

&.

+

'若为小鼠注射
T&''

蛋白则将

导致其机体内中性粒细胞快速且短暂地聚集(由此证

实了血清
T&''

蛋白在机体内存在的活性(而若血清

T&''

蛋白水平降低甚至缺乏(则动脉粥样变化的病变

范围将显著缩小(局部炎性反应将减轻(为患者施以

血管成形术后血管炎性反应及再狭窄情况有效减少(

在损伤血管的过程中(血清
T&''

蛋白起到了促血管

炎性反应)对粒细胞调节作用及促进平滑肌细胞炎症

增殖反应增加的作用(而单核细胞及内皮细胞的黏附

及中性粒细胞的激活(血清
T&''

蛋白将存在于体液

或血清中(可作为对炎性反应进行评价的一个潜在指

标*

&2

+

'而因炎性反应的发生是启动斑块不稳定的关

键(因此炎症指标可作为心肌坏死前对患者斑块不稳

定及血栓形成急性反应的相关指标(因此血清
T&''

蛋白与斑块的不稳定性有着极为密切的相关性'急

性心肌梗死作为一类常见的冠状动脉综合征(其早期

表现包括巨噬细胞及中性粒细胞的激活)炎症介质的

分泌(血清
T&''

蛋白作为炎性反应早期主要标志物(

在急性心肌梗死发病后可马上检测出(而此时诸多患

者的肌酸激酶同工酶及肌钙蛋白等指标水平仍然呈

阴性(因此考虑可将血清
T&''

蛋白作为急性心肌梗

死早期诊断主要血清标志物*

&8,&;

+

'本研究表明急性

心肌梗死患者的血清
T&''

蛋白水平与患者的病情及

预后有着密切的相关性(且二者之间关系呈正相关'

'

"

结
""

论

""

综上所述(急性心肌梗死患者血清
T&''

蛋白水

平与患者的病情及预后有着一定相关性(为患者检测

其血清
T&''

蛋白水平(水平越高预示着患者不良心

血管发生风险越高(预后情况不佳(可作为急性心肌

梗死预后评估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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妊娠期糖尿病孕妇不同血糖指标异常与妊娠结局的相关性分析!

符小丽!许丽俐

"文昌市庆龄妇幼保健院检验科!海南文昌
;-&2''

#

""

摘
"

要"目的
"

探讨妊娠期糖尿病孕妇不同血糖指标异常与妊娠结局的相关性$方法
"

选取该院
.'&3

年

-

月至
.'&-

年
-

月期间收治的妊娠期糖尿病患者
&(2

例作为观察组!根据不同血糖指标异常分为
<

组"

&f

32

#%

`

组"

&f-8

#%

/

组"

&f;3

#$

<

组为单纯空腹血糖异常!

`

组为空腹血糖正常而餐后
.%

血糖异常!

/

组为

空腹血糖和餐后
.%

血糖均异常$另选取该院于
.'&3

年
-

月至
.'&-

年
-

月期间
3'

例血糖正常孕妇作为对照

组$比较两组妊娠结局情况"包括早产%胎膜早破%胎儿窘迫及胎儿过大#!妊娠期糖尿病不同血糖异常妊娠结

局情况!及血糖异常与妊娠结局相关性$结果
"

观察组早产%胎膜早破%胎儿窘迫及胎儿过大的发生明显多于对

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1';

#&

2

组早产%胎膜早破%胎儿窘迫及胎儿过大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1';

#&血糖异常与妊娠结局呈线性正相关$结论
"

妊娠期糖尿病孕妇不同血糖指标异常与妊娠结局呈线性正

相关$

关键词"妊娠期糖尿病&

"

血糖指标&

"

妊娠结局&

"

相关性

!"#

!

&'12(3(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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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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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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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糖尿病是由于身体无法接受胰岛素作用或胰岛

素分泌下降甚至无法分泌胰岛素的一种疾病(会导致

代谢紊乱(其发病率呈不断上升趋势(严重影响人们

身心健康和生活质量*

&,2

+

'妊娠期糖尿病主要是在妊

娠期间发生的一种血糖持续高于正常值的疾病'妊

娠期糖尿病属一种高危妊娠(对胎儿的孕育会造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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