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淀粉样蛋白
.

与
W

反应蛋白对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急性

加重期的诊断价值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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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探讨淀粉样蛋白
.

在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急性加重期的表达!为临床提供参考%方法
!

选择百

色市人民医院
"&!#

年
"

月至
"&!)

年
+

月收治的
(&

例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急性加重期患者%根据分级将
(&

例患者

分成
.

组&

O

组!每组各
)&

例%随机选取同时期在百色市人民医院体检健康的
'&

例患者!纳为
W

组!观察检查结

果%结果
!

与
W

组相比!稳定期及加重期患者在血清淀粉样蛋白
.

&

W

反应蛋白"

WSZ

$方面对比后!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9]'$!!#

&

'$"*"

!

%$&*#

&

($#*#

!

K

$

&$&+

$%与稳定期患者相比!加重期患者的血清淀粉样蛋白
.

&

WSZ

方面对

比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9]'$)+(

&

($'+"

!

K

$

&$&+

$%对于
.

组患者!血清淀粉样蛋白
.

&

WSZ

的敏感度分别为

%&$&,

&

%+$&,

!特异度分别为
'&$&,

&

)"$+,

!而对于
O

组患者!其敏感度和特异度分别为
("$+,

&

'%$+,

!

*&$&,

&

'%$+,

!其水平更优%与患者没有脓性痰且痰培养结果阴性相比!有脓性痰或者痰培养结果阳性患者的血

清淀粉样蛋白
.

与
WSZ

等方面!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9]'$)*"

&

%$&(#

!

K

$

&$&+

$%结论
!

检测血清淀粉样蛋白
.

水平对患者的病情程度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同时可以帮助患者指导抗菌药物的使用!值得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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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是一种较为多发的疾病#多发人群一般

为老年人群/

!/"

0

*随着我国空气污染的加重#慢性阻塞性肺疾

病的发生率逐年升高*该疾病是一种慢性疾病#难以彻底治

愈*患者常常会由于疾病发生反复发作#使得住院进行治疗#

一定程度上加重了经济负担*血清淀粉样蛋白
.

是急性时相

蛋白*临床研究表明#人体出现伤害时#血清淀粉样蛋白
.

将

会出现显著的提升/

#/)

0

*这表明急性感染性疾病对于临床诊断

具有重要意义*而对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急性期血清淀粉样蛋

白
.

的测定#有助于患者病情评估及预后评估*本次研究对

(&

例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以血清淀粉样蛋白
.

进行治疗#

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择百色市人民医院
"&!#

年
"

月至
"&!)

年

+

月收治的
(&

例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急性加重期患者*纳入标

准如下/

+/%

0

!所有患者均符合1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全球倡议2中

的诊断标准*排除标准!患者具有哮喘)肺炎)肺癌等疾病*根

据美国胸科学会中的分级标准对患者进行分级#其中
)&

例患

者为
(

级#为
.

组*

)&

例患者为
&!)

级#为
O

组*同时随机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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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1=$!"

!

\1$!(



同时期在本院体检健康的
'&

例患者#纳为
W

组*

.

组中#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

岁#平均$

'($)"e($+'

&岁*

O

组

中#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

岁#平均$

'($)!e($)(

&岁*

三组患者的一般资料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K

%

&$&+

&#具

有可比性#详见表
!

*

表
!

!

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对比

组别
%

年吸烟

$

JeB

&

GRT!

占预计

值$

JeB

&

GRT!

"

GTW

$

JeB

&

家庭氧疗

比/

%

$

,

&0

吸入剂使

用/

%

$

,

&0

.

组
)& ))*e!!# +"$)"e!"$)+)'$!!e!"$'% !"

$

#&$&

&

"'

$

'+$&

&

O

组
)& )')e!") +)$&"e!#$(+)%$&)e!!$*! !!

$

"%$+

&

")

$

'&$&

&

A

"

9 &$)(" &$'"" &$'(" &$*%" &$+(!

K &$!() &$&(* &$"(+ &$#!" &$!)'

$$/

!

方法
!

所有患者均在肘静脉位置#抽取外周静脉血
'

>Q

#

"

管#对血液中的血清淀粉样蛋白
.

)

W

反应蛋白$

WSZ

&进

行检测*患者经过治疗后#进入稳定期时#对血清淀粉蛋白
.

)

WSZ

再次进行检测*检测方法为酶联免疫吸附测定法#仪器

为贝克曼库尔特
.L+(&&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

WSZ

)血清淀粉

样蛋白
.

的试剂盒分别由北京北瑞达医药科技有限公司)上

海酶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进行提供*对所有患者的痰标本进

行痰培养及药敏性检查*

$$'

!

观察指标
!

对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出现急性加重期的患

者)治疗后稳定期患者)

W

组患者的血清淀粉样蛋白
.

)

WSZ

进

行观察*

$$1

!

统计学处理
!

应用
[Z[[!%$&

统计学软件#计数资料用

百分比表示#采用卡方检验#计量资料以
JeB

表示#采用
9

检

验#以
K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健康体检者与慢阻肺稳定期)加重期患者血清淀粉样蛋

白
.

)

WSZ

水平比较
!

与
W

组相比#

.

)

O

组患者在血清淀粉样

蛋白
.

)

WSZ

方面对比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9]'$!!#

)

'$"*"

#

%$&*#

)

($#*#

#

K

$

&$&+

&*与
.

组患者相比#

O

组患者

的血清淀粉样蛋白
.

)

WSZ

方面对比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9]'$)+(

)

($'+"

#

K

$

&$&+

&#详见表
"

*

表
"

!

健康体检者与慢阻肺稳定期'加重期患者血清淀粉样

!!!

蛋白
.

'

WSZ

水平比较%

JeB

&

组别 血清淀粉样蛋白
. WSZ

W

组
"$(!e&$'! "$'&e&$)+

.

组
%$+)e!$(!

"

)$+'e!$!!

"

O

组
))$+'e!&$")

"#

!!$'%e#$)!

"#

9 '$)+( ($'+"

K &$&#" &$&)"

!!

注!与
W

组相比#

"

K

$

&$&+

%与
.

组相比#

#

K

$

&$&+

*

/$/

!

血清淀粉样蛋白
.

及
WSZ

工作特征分析
!

对于
.

组患

者#血清淀粉样蛋白
.

)

WSZ

的敏感度分别为
%&$&,

)

%+$&,

#

特异度分别为
'&$&,

)

)"$+,

#而对于
O

组患者#其敏感度和

特异度分别为
("$+,

)

'%$+,

#

*&$&,

)

'%$+,

#其水平更优#

详见表
#

*

/$'

!

不同痰培养结果患者的血清淀粉样蛋白
.

及
WSZ

对

比
!

与患者没有脓性痰且痰培养结果阴性相比#有脓性痰或者

痰培养结果阳性患者的血清淀粉样蛋白
.

与
WSZ

等方面#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9]'$)*"

)

%$&(#

#

K

$

&$&+

&#详见表
)

*

表
#

!

血清淀粉样蛋白
.

及
WSZ

的特征分析

组别 检测指标
敏感度

/

,

$

%

"

%

&0

特异度

/

,

$

%

"

%

&0

曲线下面积

$

.WL

值&

最佳临界值

$

>

E

"

Q

&

.

组血清淀粉样蛋白
. %&$&

$

"(

"

)&

&

'&$&

$

")

"

)&

&

&$%& !%$!

WSZ %+$&

$

#&

"

)&

&

)"$+

$

!%

"

)&

&

&$'! !&$&

O

组 血清淀粉样蛋白
. ("$+

$

##

"

)&

&

*&$&

$

#'

"

)&

&

&$*" !%$"

WSZ '%$+

$

"%

"

)&

&

'%$+

$

"%

"

)&

&

&$%' !&$&

表
)

!

不同痰培养结果患者的血清淀粉样蛋白
.

'

!!!

WSZ

对比%

JeB

&

痰培养结果 血清淀粉样蛋白
. WSZ

没有脓性痰且痰培养结果阴性
!&$*!e"$(" %$&)e!$!"

有脓性痰或者痰培养结果阳性
%*$#!e!+$'% ")$*!e'$+)

'

!

讨
!!

论

血清淀粉样蛋白
.

主要在人体内的肝脏进行合成/

(/*

0

*

临床上#血清淀粉样蛋白
.

水平能够表明感染性疾病的病情*

患者一旦因某种原因受损后#出现炎性反应之后#血清淀粉样

蛋白
.

的水平将会出现增高#同时将会在
(

!

!"9

内出现最高

值#且幅度较为显著*当影响因素可以良好控制时#炎性反应

症状缓解之后#血清淀粉样蛋白
.

水平将会出现下降#最终可

以恢复正常*

在本次研究中#与
W

组相比#

.

)

O

组患者在血清淀粉样蛋

白
.

)

WSZ

方面对比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9]'$!!#

)

'$"*"

#

%$&*#

)

($#*#

#

K

$

&$&+

&*与
.

组患者相比#加重期患者的血

清淀粉样蛋白
.

)

WSZ

方面对比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9]

'$)+(

)

($'+"

#

K

$

&$&+

&*这在本次研究中#在慢性阻塞性肺

疾病急性加重期患者中#

WSZ

水平和血清淀粉样蛋白
.

的水

平均显著升高#这与杨瑞青等/

!&

0研究一致*

对于慢性阻塞性肺急性加重期患者#其炎性反应的严重程

度相对于稳定期#更加严重*因此#与
W

组相比#

.

)

O

组患者

在血清淀粉样蛋白
.

)

WSZ

方面对比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9

]'$!!#

)

'$"*"

#

%$&*#

)

($#*#

#

K

$

&$&+

&*与
.

组患者相比#

O

组患者的血清淀粉样蛋白
.

)

WSZ

方面对比后#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9]'$)+(

)

($'+"

#

K

$

&$&+

&*这表明炎性反应对于患者

来说#是一种较为重要的病理过程*血清淀粉样蛋白
.

可以

显著地区分患者稳定期)急性加重期类型#这与陈明等/

!!

0的研

究一致*

与患者没有脓性痰且痰培养结果阴性相比#有脓性痰或者

痰培养结果阳性患者的血清淀粉样蛋白
.

与
WSZ

等方面#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9]'$)*"

)

%$&(#

#

K

$

&$&+

&*这些均表明患

者的血清淀粉样蛋白
.

)

WSZ

水平越高#患者出现细菌感染的

概率就越高*同时#以抗菌药物对患者进行治疗时#若血清淀

粉样蛋白
.

明显下降时#这表明此时可以停止服用抗菌药物#

最终防止患者服用抗菌药物的时间过短时#最终影响临床的治

疗效果*这对临床抗菌药物的规范使用有一定的指导意义#这

与高蔚等/

!"

0的研究结果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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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检测血清淀粉样蛋白
.

水平对患者的病情程

度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同时可以帮助患者指导抗菌药物的

使用#值得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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