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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Ｂ型钠尿肽（ＢＮＰ）的检测应用于心衰的诊断及治疗其时

效性与准确性已越来越得到临床医生的重视与认可。在慢性

心力衰竭（ＣＨＦ）时ＢＮＰ分泌增多并释放入血液，在血液中浓

度明显增高，通过与肾素血管紧张素醛固酮系统的拮抗作用

来控制体液和电解质的动态平衡。本研究应用雅培 Ａｂｂｏｔｔ

ｉ２０００全自动化学发光仪定量检测血浆ＢＮＰ水平，探讨其在

ＣＨＦ诊断及治疗中的应用。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１．１．１　ＣＨＦ组　２０１１年１月至２０１１年５月本院心内科住院

已确诊的ＣＨＦ患者５８例，平均年龄７３岁。

１．１．２　对照组　同期本院心内科其他心血管疾病住院患者

５０名，平均年龄６８岁。

１．２　标本采集　所有对象在入院时立即抽取外周静脉血３

ｍＬ，肝素抗凝，并立即分离血清待测。

１．３　方法　采用化学发光法检测。

１．３．１　仪器与试剂　采用美国雅培Ａｂｂｏｔｔｉ２０００全自动化学

发光分析仪及其配套试剂。

１．３．２　整个测试过程由专人严格按照操作规程执行，并用配

套室内质控品进行室内质量控制分析。

１．４　统计学处理　数据采用ＳＳＰＳ１３．０统计软件分析，组间

资料比较采用ｔ检验，计量资料以狓±狊表示，犘＜０．０５为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检测结果显示ＣＨＦ组ＢＮＰ浓度为（５９５±６９０）ｐｇ／ｍＬ，

对照组ＢＮＰ浓度为 （２７．５±１１．０）ｐｇ／ｍＬ，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犘＜０．０５）；本文分别以血ＢＮＰ值５０ｐｇ／ｍＬ、１００ｐｇ／ｍＬ、２００

ｐｇ／ｍＬ、３００ｐｇ／ｍＬ、４００ｐｇ／ｍＬ作为心力衰竭判定阈值，阳性

率分别为９８．２８％、８４．４８％、６２．０７％、５０．００％、４３．１０％。

３　讨　　论

由于ＣＨＦ患者症状变化快、猝死率高，因而早期确诊对

于ＣＨＦ患者有重要的临床意义。葛咏梅等
［１］研究结果显示，

心衰患者的血浆ＢＮＰ浓度较健康人有明显升高，并且随其心

功能纽约心脏病协会（ＮＹＨＡ）分类级别升高而相应增高，并

且各级别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提示血浆ＢＮＰ含量与ＣＨＦ严

重程度明显相关，可作为ＣＨＦ的诊断和监测指标。梁孙英

等［２］研究结果显示无症状心力衰竭组ＢＮＰ浓度与健康对照组

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说明ＢＮＰ可以作为判断

早期无症状左室功能不全的血液生化指标，且 ＮＹＨＡ分级增

高，血浆ＢＮＰ水平呈递增趋势，结果还显示血浆ＢＮＰ水平较

高者病死率增加；赵慧群［３］研究结果证实心衰患者ＢＮＰ与左

室射血分数（ＬＶＥＦ）呈负相关，与左室舒张末内径（ＬＶＥＤＤ）呈

正相关。

本研究结果同样也说明ＢＮＰ浓度对ＣＨＦ的诊断大大有

益。有研究表明分别以血 ＢＮＰ值１００ｎｇ／Ｌ、２００ｎｇ／Ｌ、３００

ｎｇ／Ｌ、４００ｎｇ／Ｌ 作为 ＣＨＦ判定阈值，阴性预测率分别为

９７．７３％、８４．９１％、７８．６９％、７４．６３％，阳性预测率分别为

７３．５３％、７２．００％、７６．４７％、８１．８２％
［４］。即阴性预测率变动显

著，而阳性预测率几乎没有大的变化。

ＢＮＰ在鉴别无症状心衰时与健康人有部分重叠，这使

ＢＮＰ对这类患者的诊断意义稍逊于症状性ＣＨＦ患者
［５］。若

ＢＮＰ＜５０ｐｇ／ｍＬ基本可排除心衰存在，可见有很高的阴性预

测值。对于急性呼吸困难患者，若ＢＮＰ＜１００ｐｇ／ｍＬ可基本

除外心力衰竭所致，若ＢＮＰ＞５００ｐｇ／ｍＬ则基本可确诊是由

心力衰竭引起，有助于医生对病因做鉴别诊断［５］。王立军［６］曾

报道在门诊或急诊患者当中症状多为轻微的或者不稳定的发

作，这给诊断增加了困难，往往怀疑为心力衰竭的患者中仅有

一半被确诊为心力衰竭患者。假如能够参考ＢＮＰ检测，诊断

结果可能会大有改观。

根据以上的研究结果，如果患者的血浆ＢＮＰ浓度出现升

高，这类患者存在心力衰竭的可能性就增大，依此帮助临床医

师提高对心力衰竭的诊断水平；在成人疑似心力衰竭患者当

中，除了Ｘ线胸片、心电图、心脏超声检测以外，血浆ＢＮＰ浓度

检测是一种新的非常有益的检测指标，它可作为一种排除性的

检测方法对门诊或急诊呼吸困难而怀疑为心力衰竭患者进行

区分。可以预见ＢＮＰ逐渐会成为预示心力衰竭、诊断心衰的

一个最主要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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