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短篇论著"

脓毒血症患者心肌酸激酶同工酶与心肌肌钙蛋白的检验分析#

石晓卉!陈
!

东!肖
!

东"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重症医学二科!乌鲁木齐
674445

%

!!

摘
!

要!目的
!

研究脓毒血症患者肌酸激酶同工酶"

V̂ GQ

%与心肌肌钙蛋白
@

"

0Z(@

%变化!为临床相关诊

治提供参考'方法
!

选取该院于
345;

年
55

月至
3459

年
55

月收治的
84

例脓毒血症作为脓毒血症组!选取同

期来院参加体检的一般感染患者
84

例"一般感染组%和健康人群
84

例"健康人群组%'三组受试者均进行
V̂ "

GQ

&

0Z(@

及
V

反应蛋白"

VCX

%检测!并进行
?X?VY!

&

评分'所有受试者均在入院
3:+

内行超声心动图检

测!观察左房舒张期末内径"

E?P

%&左室舒张末期内径"

EK!PP

%&左室射血分数"

EK!̀

%&短轴缩短率"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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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由微生物侵入机体导致感染而诱导的全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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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因

此!本文特研究脓毒血症患者
V̂ GQ

与
0Z(@

变化!

为临床相关诊治提供参考"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取本院于
345;

年
55

月至
3459

年
55

月收治的
84

例脓毒血症作为脓毒血症组!选取

同期来院参加体检的一般感染患者
84

例&一般感染

组'和健康人群
84

例&健康人群组'"脓毒血症患者

诊断严格参照
3445

年国际脓毒血症定义会议制定的

诊断标准&

A@CAg

感染证据'!即感染引起的全身炎性

反应!具有大于
3

项
A@CA

条件"所有入选对象或其

家属均签署知情同意书!且本研究已获医院伦理委员

会批准"排除标准#&

5

'电除颤*胸外心脏按压心肺复

苏*直流电复律患者-&

3

'近
9H

内有急性心肌梗死的

患者-&

7

'肌肉性疾病及慢性肾功能不全患者-&

:

'开

胸手术*胸部创伤*心肌炎患者-&

;

'临床资料不完全

者"其中!三组受试者中男性
5:;

例!女性
53;

例!年

龄
76

$

93

岁!平均&

;3/7f9/:

'岁"三组患者在年

龄*性别等一般资料方面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B

&

4/4;

'!具有可比性"

$/%

!

方法
!

所有受试者入院后均采集晨间空腹静脉

血
<#E

!经抗凝管行抗凝处理!给予
5;#%(

的离心!

将血清分离待测"

V̂ GQ

及
0Z(@

检测仪器均使用瑞

士罗氏公司的
C10+-!:55

型电化学发光分析仪!

V̂ GQ

配套试剂批号
586:345"4;

!

0Z(@

配套试剂批

号
;44:;<569735

"对三组受试者进行
?X?VY!

&

评

分并记录数值结果"所有受试者均在入院
3:+

内行

超声心动图检测!利用
XY@E@X@!"77

超声心动图测

量仪&探头频率为
3/;

$

7/;GY*

'!测定其左心房内

径&

E?P

'*左室舒张末期内径&

EK!PP

'*左室射血分

数&

EK!̀

'*短轴缩短率&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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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感染诱导的全身炎性反应综合征!脓毒症常

合并急性器官功能不全"近年来!脓毒症尤其是合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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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临床研究的热点及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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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超声心动图可明显判断脓毒症患者病

情变化"有研究认为!脓毒血症的主要并发症为心血

管系统障碍!而心电图较难识别脓毒血症导致的心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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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而其水平升高与脓毒血症患者心功能不全及死

亡风险增加关系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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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作为心肌酶的一种!

V̂ GQ

大量存在于心肌细胞中!较少存在于在其他组

织器官"若心肌发生坏死或损伤时!血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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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量升高!且目前报道普遍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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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能够更好地评估脓毒血症患者

的病情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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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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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相关!可为临床相关诊治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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