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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探讨胶体金法与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检测肌酸激酶同工酶"

)T4!Z

$的相关性及差异!为临床应

用提供依据%方法
!

选取
#'"&

年
"

月至
#'"6

年
"#

月重庆市精神卫生中心歌乐山院区收治的心肌损伤患者血清

标本
&#%

例!采用胶体金法及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检测同一血清标本
)T4!Z

浓度及活性!比较
#

种方法测定结果的

相关性及差异%结果
!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测出的
)T4!Z

活性范围为
&'

"

""'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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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标本数量与胶体金法测定

)T4!Z

显示)

]

*"浓度范围
7$'

"

#'$'9

,

'

3-

$的标本数量符合率为
<7$<%: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测出的
)T4!Z

活性范围为
""'

"

67'e

'

-

的标本数量与胶体金法测定
)T4!Z

显示)

]]

*"浓度范围
#'$'

"

"''$'9

,

'

3-

$的标

本数量符合率为
<7$6":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测出的
)T4!Z

活性范围大于
67'e

'

-

的标本数量与胶体金法测定的

)T4!Z

显示)

]]]

*"浓度范围大于
"''9

,

'

3-

$的标本数量符合率为
<6$;U:

%结论
!

胶体金法测定的
)T4!Z

的显色强度提示的浓度范围与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测定的血清
)T4!Z

活性范围呈一定比例的对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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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对血清肌酸激酶同工酶$

)T4!Z

&浓度检测主要以全

自动生化分析仪测定和胶体金法测定为主*

"4#

+

,全自动生化分

析仪测定
)T4!Z

适合大批量标本测定#胶体金法测定
)T4!Z

适合心肌损伤)心肌梗死等急诊检测*

&

+

,为探讨胶体金法检测

)T4!Z

的浓度范围与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检测的
)T4!Z

活性

范围的相关性#本研究选取
#'"&

年
"

月至
#'"6

年
"#

月重庆

市精神卫生中心歌乐山院区收治的心肌损伤患者血清标本

&#%

例#以探讨胶体金法与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检测
)T4!Z

的

相关性及差异,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取
#'"&

年
"

月至
#'"6

年
"#

月本院老年

科收治的心肌损伤及心肌梗死患者
&#%

例#其中男
#"U

例#女

"'<

例#年龄
7"

"

U%

岁#平均$

;<$"h;$6

&岁#所有患者均为心

肌损伤及心肌梗死患者,病程
"

"

#6

年,全部测试条件为清

晨空腹状态,本组全部患者入院前除心脏疾病外#均没有其他

胃肠道)肝)肾等主要脏器严重疾病,

$$/

!

仪器与试剂
!

人肌红蛋白$

!

H

>

&"

)T4!Z

"心肌肌钙蛋

白
+

$

F=9+

&三合一检测试剂$胶体金法&#英科新创$厦门&检测

-

UU"#

-

检验医学与临床
#'"7

年
U

月第
"#

卷第
"7

期
!

-BC!?J)D89

!

/L

,

L@A#'"7

!

*>D$"#

!

S>$"7



试剂板#奥林巴斯
/e6U'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及上海蓝怡生化

试剂,

$$'

!

方法
!

用肝素促凝管采集患者静脉血清标本
63-

#标本

采集后及时送至检验科静置
67389

后#以
&'''I

"

389

离心

7389

#同时用胶体金法和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检测分离血清标

本中
)T4!Z

浓度及活性#其中胶体金法测定结果采取人工观

察法#全自动生化分析仪采用免疫抑制法测定#以上操作均由

熟练医学检验人员严格按照仪器及试剂说明书进行#以保证测

定数据的可信度及避免由于人为因素引起的误差#全部测定在

"E

内完成,

$$1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2.."U$'

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及统

计学分析#计数资料采用百分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 检验,

以
%

\'$'7

为检验水准#

R

%

'$'7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胶体金法测定
)T4!Z

显示.

]

/的浓度范围为
7$'

"

#'$'

9

,

"

3-

#共
"#6

例#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测出的
)T4!Z

活性范围

为
&'

"

""'e

"

-

#共
""<

例#符合率为
<7$<%:

%胶体金法测定

)T4!Z

显示.

]]

/的浓度范围为大于
#'$'

"

"''$'9

,

"

3-

#

共
"'<

例#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测出的
)T4!Z

活性范围为大于

""'

"

67'e

"

-

#共
"'6

例#符合率为
<7$6":

%胶体金法测定

)T4!Z

显示.

]]]

/的浓度范围大于
"''9

,

"

3-

#共
<6

例#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测出的
)T4!Z

活性范围大于
67'e

"

-

#共

U<

例#符合率为
<6$;U:

,

&

组符合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

R

$

'$'7

&,

'

!

讨
!!

论

)T4!Z

是肌酸激酶$

)T

&的三种同工酶之一#

)T

是一个

二聚体#存在
&

种形式的同工酶!

#

个
Z

单体$

)T4ZZ

&#

#

个
!

单体$

)T4!!

&#

!Z

的单体混合体$

)T4!Z

&,这
&

种同工酶

相对分子质量相同#催化相同的化学反应#但其分子结构和来

源不同#

)T4ZZ

来源于横纹肌#

)T4!!

来源于大脑和消化道#

而
)T4!Z

来源于心肌,心肌中
)T4!Z

占
)T

总量的
"7:

"

#7:

#所以在心肌损伤#特别是急性心肌梗死$

/!+

&时#测定

)T4!Z

对
/!+

的诊断有极大的临床意义,

)T4!Z

的临床应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

&诊断

/!+

!有关实验表明#在症状发生后
"#

"

6UJ

时采样分析#

)T4

!Z

质量的临床灵敏度和临床特异性分别为
<;$U:

和
U<$;:

#

这就使它在众多心肌标志物中脱颖而出#成为对
/!+

临床诊

断起重要作用的一个指标*

6

+

,同时#结合心肌
F=9+

)

!

H

>

等心

肌特异标志物可提高临床诊断的准确性*

7

+

,$

#

&不稳定型心绞

痛$

e/

&的预后判断!

e/

易发展为
/!+

或猝死#由于传统的

酶学指标和心电图对一些亚急性心肌梗死及小灶性心肌梗死

等微小心肌损伤的患者难以检出或无特征性改变#使临床医生

很难对
e/

患者进行前瞻性观察并采取相应的措施,临床医

生可根据血清
)T4!Z

定量检测结果来判断
e/

患者的预后

情况#方便选择最佳的治疗方案#以期达到最佳的治疗效果,

$

&

&缺血性心肌损伤的危险分层!对于缺血性心肌损伤#特别是

/!+

#为了能了解疾病病情的进程#可利用
)T4!Z

质量升高

的程度对该疾病进行危险分层#以方便临床医生利用该危险分

层建立合理的治疗方案#减轻患者痛苦和经济负担*

;4%

+

,$

6

&监

护溶栓效果#确定再灌注!在缺血性心脏疾病中#当被阻塞的冠

脉再通时#心肌中的
)T4!Z

被血流冲刷出来#引起血液中

)T4!Z

质量升高#峰值时间提前,因此可通过
)T4!Z

定量

检测结果来判断溶栓治疗在短时间内再通与否#确定心肌再灌

注以及观察治疗效果等,除此之外#

)T4!Z

质量还可以用于

估计梗死范围大小或再梗死,

/!+

是危害人类生命的主要疾病之一#医务工作者一直

在努力寻找一种对
/!+

灵敏度高)特异性强)简便快捷的诊断

方法#以满足临床需要,

)T4!Z

是经典的诊断心肌梗死的血

清酶学标志物#

)T4!Z

曾被视为诊断心肌梗死的金标准#陶青

松等*

U

+提出#

)T4!Z

的质量阳性率明显高于活力阳性率,

)T4!Z

的质量诊断价值优于活力#临床实践中应当推荐
)T4

!Z

质量为诊断参考*

<

+

,虽然近年来其诊断金标准地位已被

F=9+

取代#但其作为心肌标志物的意义仍不容忽视#人
!

H

>

"

)T4!Z

"

F=9+

联合检测对急性心肌梗死的筛查诊断及监测具

有重要的意义*

"'4"6

+

,

在临床检验上#检测血清中
)T4!Z

浓度的方法主要有免

疫抑制酶法)化学发光法)胶体金免疫层析技术
&

种#其中#免

疫抑制酶法用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定量检测血清中
)T4!Z

活

力#浓度单位为
e

"

-

#化学发光法使用化学发光免疫分析仪定

量检测血清中
)T4!Z

质量浓度#浓度单位为
9

,

"

3-

#胶体金

免疫层析技术采用胶体金试剂板半定量检测血清中
)T4!Z

质量浓度#浓度单位为
9

,

"

3-

,胶体金法易受样本中类风湿

因子)人抗鼠抗体或异嗜性抗体影响造成假阳性结果#需要结

合临床更多的临床信息进行诊断%全自动生化分析仪采用免疫

抑制法测定
)T4!Z

活性#当患者在某些恶性肿瘤的情况下#

血清中
)T4!Z

的活性会增高#或出现巨
)T

现象#导致测定的

结果假性增高,

胶体金法测定血清
)T4!Z

的显色强度提示的浓度范围

与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测定的血清
)T4!Z

活性范围呈一定比

例的对应关系#两者符合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R

$

'$'7

&,胶

体金法适合心肌损伤及心肌梗死患者急诊检测使用#全自动生

化分析仪适合大批量的患者标本检测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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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通过随访)沟通)咨询随时了解患者对疾病的认知)自身健

康状况)不良生活习惯#并及时纠正#为患者提供生理)心理)社

会)环境等全方位的护理干预#实现将健康护理从医院过渡到

家庭和社区#使患者接受全面)合作)协调)延续的护理干预#符

合现代护理学的要求和发展方向,

本研究开创性地将
6)

自我管理模式应用于社区高血压

患者#结果显示干预
&

个月后
6)

组
.a.

)

./.

得分明显低于

对照组,有研究显示#高血压患者由于身体状况较差)并发症

较多)经济负担较重等#导致其焦虑)抑郁情况严重*

""

+

,

)>94

@>D8

等*

"#

+提出改善高血压患者的情绪有助于控制患者血压#提

高患者生存质量,本研究证实了
6)

自我管理模式能够有效

缓解患者的压力#减轻患者焦虑和抑郁的情绪#有利于患者配

合整个护理方案的进行,生存质量是体现高血压患者治疗效

果的一项重要指标#生存质量提高#有助于患者正确认识和对

待疾病#并树立起战胜疾病的信心,此外#正确掌握疾病的知

识和治疗技能#可以使患者采取争取)积极的行为控制病情,

本研究中#

6)

组干预后
.X4&;

各指标评分高于对照组#与吉云

兰等*

"&

+报道结论一致#说明
6)

自我管理模式能够有效提高患

者的生活质量#促进患者早日融入正常社会生活,研究显示#

良好的自我管理行为干预对控制高血压患者血压水平是可行

且有效的*

"6

+

,本研究中#

6)

组
.Z2

)

aZ2

均明显低于干预前

和对照组#说明自我管理模式能够有效降低患者血压#这是因

为
6)

自我管理不仅仅是治疗依从性的提高#还体现在患者自

觉主动参与到健康护理行为中#通过掌握正确的自我管理疾病

的技能和知识#降低高血压的危险因素#最终控制血压和病情,

综上所述#

6)

自我管理模式能够改善社区高血压患者的

心理状态#提高患者生存质量#控制患者血压#值得临床推广

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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