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
!!

著!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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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清水平在急性冠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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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在
!.5

危险分层及诊断中有一定的临床意义&

关键词"缺血修饰清蛋白$

!

超敏肌钙蛋白
B

$

!

肌酸激酶同工酶$

!

危险分层

!"#

!

$%&'()(

"

*

&+,,-&$)./0(122&/%$.&%.&%%'

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9&/$#""

"

&)%9

%

)9/)$)$/)'

J>,>HAC?8-#IF

#

930<OPOH-6<K0IQ+-F<3A+,R,4AH4+@+CH4+8-

"

6$N'"

2

7)'

%

#

&

#

49-6*'

&

#

L$-63)'

&

#

.%$H)"

&

#

N%9O*'

&

#

6+O4)P)/"

&

#

.%9-6.'"

&

#

&3959%Q%6+*%E'

1

'>'

%

#

&

#

.+K,'F'

&

#

$

%<=0FF,

2

,0

?

Q!/A'>'0"/F=7'",B,E,A'C'",

#

.'"

1

'/"

2

E,A'C/F+"'G,!B'>

(

#

+!);

D

'

#

.'"

1

'/"

2

6'))))

#

=7'"/

%

&<9

??

'F'/>,A30B

@

'>/F0

?

Q!/A'>'0"/F=7'",B,E,A'C'",

#

.'"

1

'/"

2

E,A'C/F+"'G,!B'>

(

#

+!);

D

'

#

.'"

1

'/"

2

6'))))

#

=7'"/

&

FG,4AHC4

!

"G

*

>C4+E>

!

BCEFOK

S

FJDE<

>

=<L<NG=NDCLEDMO7IDPDIECL<ENJD7<N7CK<L<DKGIHO7<=

$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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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JD Ŷ!IDPDI<=FJDICTM<Ea

>

MCO

Q

#

7DK<O7M<Ea

>

MCO

Q

G=KJ<

>

JM<Ea

>

MCO

Q

TGE<=NMDGEDKT<FJFJDM<EaKD

>

MDD<=NMDGED

#

FJDK<LLDMD=NDHDFTDD=FJDICT/M<Ea

>

MCO

Q

G=K7DK<O7/M<Ea

>

MCO

Q

JGKEFGF<EF<NGI

E<

>

=<L<NG=ND

$

L

%

)()"

&#

TJ<IDFJDK<LLDMD=NDHDFTDD=FJD7DK<O7/M<Ea

>

MCO

Q

T<FJJ<

>

J/M<Ea

>

MCO

Q

G=KICT/M<Ea

>

MCO

Q

JGK=CEFGF<EF</

NGIE<

>

=<L<NG=ND

$

L

$

)()"

&#

FJDK<LLDMD=NDHDFTDD=FJDICT/M<Ea

>

MCO

Q

#

7DK<O7/M<Ea

>

MCO

Q

G=KJ<

>

J/M<Ea

>

MCO

Q

T<FJFJDNC=FMCI

>

MCO

Q

JGKEFGF<EF<NGIE<

>

=<L<NG=ND

$

L

%

)()"

&%

FJDEDMO7IDPDIECL+5/.BZBG=K.U/Y3JGKEFGF<EF<NGIK<LLDMD=NDHDFTDD=FJDICT/

M<Ea

>

MCO

Q

#

7DK<O7/M<Ea

>

MCO

Q

G=KJ<

>

J/M<Ea

>

MCO

Q

T<FJFJDNC=FMCI

>

MCO

Q

$

L

%

)()"

&%

7CMDCPDMT<FJFJDM<EaKD

>

MDD<=NMDGED

#

FJD

EDMO7IDPDIECL+5/.BZBG=K.U/Y3TDMD

>

MGKOGII

S

<=NMDGEDK(<8-CD5,+8-

!

+5/.B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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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生活水平的提高#冠心病已成为严重影响健康人

生活的疾病#其发病率(病死率逐年增高+急性冠状动脉综合

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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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冠心病最危险的一种类型#其发病机制是由于冠状

动脉内的不稳定粥样斑块发生破裂(糜烂(出血#引起血栓形成

导致心脏急性缺血的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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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临床症状(实验室检查(心

电图表现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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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为不稳定性心绞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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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抬高性心

肌梗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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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5B

段抬高性心肌梗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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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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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为了及早诊断尽快治疗#不同严重程度
!.5

患者#治疗方

案也有所不同+对
!.5

患者进行全球急性冠状动脉事件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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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分层#有助于
!.5

患者的早期诊断及临床治疗

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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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试验通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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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的缺血修饰清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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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清水平的变化#探寻出早期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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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及危险程度

的生化指标#以及时治疗患者#现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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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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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其中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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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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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平均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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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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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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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指标比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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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是由于心肌细胞缺血致使细胞周围缺氧(酸中

毒(自由基损伤导致清蛋白与过渡金属离子结合能力发生改变

所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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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最近发现的心肌缺血生化标志物#国内外已有

学者开始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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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心肌缺血的早期诊断及分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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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研

究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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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评分等级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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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越高+本研

究发现#低危组(中危组(高危组与对照组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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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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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为主#心肌坏死标志物升高显著#低危组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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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为主#

其坏死标志物升高不显著+研究报道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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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的检测结

果受多种因素的影响#主观因素包括年龄(性别(体质因素(营

养状态等#客观因素包括温度(体位及保存环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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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随着危险程度的加重#

.U/

Y3

的血清水平也随之升高+目前#国内外将
]2!.[

危险分

层与
.U/Y3

联合研究
!.5

的报道较少+

综上所述#

+5/.BZB

(

.U/Y3

(

Ŷ!

在诊断
!.5

及其危

险分层中有一定的临床意义+

Ŷ!

在
!.5

临床应用中的价

值尚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下转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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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目的和关键环节+每家实验室均按照比对计划要求#视比对

样品为患者标本#按照每家实验室的日常工作流程同患者标本

一同测定#不做特殊对待+因此#对比对样品的测定能够反映

实验室的实际检测状况+

在比对计划中#组织者选择了
"

个批号的商品化校准品和

质控品#并自制了
%

个批号的患者新鲜混合血清作为比对样

品+

*

个批号的比对样品检测结果提示#除
+@-/.

混合血清

变异系数较大外#其他项目混合血清的变异系数均小于商品化

的校准品和质控品#说明自制的混合血清在比对工作中发挥了

较好的作用#可能与混合血清具有较小的基质效应有关+但制

备异常结果的混合血清难度较大#限制了新鲜混合血清在多家

实验室比对中的应用#这也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采用稳健
0

分数法统计显示!在
6

家实验室中#其中
#

家

实验室脂类
#

个项目所有批号的稳健
'

0

'(

&

#说明这
#

家实验

室脂类项目检测结果具有较好的一致性+在其他
#

家实验室

中#有一家实验室
B.

项目所有批号检测结果的稳健
'

0

')

'

#

说明该实验室与其他实验室
B.

检测结果比较#发生较严重的

正偏离#存在显著的系统误差#应及时查明原因#并对检测系统

进行校准+在另外的三家实验室中#脂类
#

个项目分别有
9

个

批号的比对样品检测结果稳健
0

分数为
&

%'

0

'%

'

或
'

0

')

'

#

提示这些批号的检测结果与其他实验室结果的一致性较差+

通过
6

家实验室脂类项目的结果比对#可及时发现实验室内存

在的问题并及时采取纠正措施+

总之#兵团
6

家临床实验室尚需不断加强质量体系的标准

化建设#才能确保脂类
#

个项目检验结果互认的有效性+各实

验室还存在操作者(环境(试剂配方(仪器状态等诸多因素影响

检验结果+为了更大程度地获得检测结果的一致性#还需要在

检测系统的标准化上多做工作#构建合理科学的参考体系#为

检验结果互认提供更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

%

* 李有强#张云燕#陈茶#等
(

肌酐在不同检测系统间的测量

不确定度和可比性研究)

e

*

(

重庆医学#

&)%"

#

##

$

%9

&!

&'$6/&#))(

)

&

* 李栋#包安裕#宋霖#等
(&)

家国家临床重点专科实验室肾

功能检验项目实验室间结果互认的探讨)

e

*

(

现代检验医

学杂志#

&)%'

#

&6

$

"

&!

%""/%"6(

)

'

* 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
(

能力验证结果的统计处

理和能力评价指南!

.Z!5/2-)&

)

5

*

(

北京!中国合格评

定国家认可委员会#

&)%#

!

$(

)

#

* 彭琪彦
(&

种生化分析系统对血清
.U

(

!5B

(

-@+

检测结

果的比对分析和偏倚评估)

e

*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

'*

$

%#

&!

&)'%/&)''(

)

"

* 王红彦#王培昌
(

血脂测定结果的临床可接受性分析)

e

*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

'"

$

*

&!

9*"/9**(

)

*

* 高梅兰
(

不同全自动生化分析仪血脂检测实验室比对和

偏倚评估)

e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

%)

$

%%

&!

%'$9/%'$6(

)

9

* 吴际#郑卫东#李广华#等
(

不同检测系统凝血四项结果的

可比性验证)

e

*

(

临床输血与检验#

&)%"

#

%9

$

%

&!

&*/&$(

)

6

* 陈玲#牛华#马顺高#等
(

血液细胞检测结果互认方案的设

计和实施)

e

*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

'#

$

&'

&!

'&"$/

'&*)(

)

$

* 杨有业#张秀明
(

临床检验方法学评价)

Y

*

(

北京!人民卫

生出版社#

&))6(

)

%)

*李云飞#马建锋#陈晓婷
(

检验结果一致性评价方法的选

择)

e

*

(

临床检验杂志#

&)%"

#

''

$

6

&!

*&&/*&"(

$收稿日期!

&)%*/%&/&9

!!

修回日期!

&)%9/)%/&6

&

$上接第
$%)

页&

参考文献

)

%

* 黄国强#杜国有#顾向明#等
(

超敏肌钙蛋白
'

及缺血修饰

白蛋白和心型脂肪酸结合蛋白水平在急性冠脉综合征中

的意义)

e

*

(

广东医学#

&)%#

#

'"

$

%

&!

66/$)(

)

&

* 郭清芳#李星新#赖晓霏#等
(+5/.BZB

联合检测在急性

冠状动脉综合征诊断中的价值比较)

e

*

(

国际检验医学杂

志#

&)%#

#

'"

$

%#

&!

%6*%/%6*'(

)

'

* 曹辉彩#蔡会欣#张志强#等
(

缺血修饰白蛋白在急性冠状

动脉综合征危险分层中的应用价值)

e

*

(

检验医学#

&)%#

#

&$

$

%%

&!

%%$6/%&))(

)

#

*

[MFDa<=3

#

UCNGa5

#

@O=KGM0@

#

DFGI(@<G

>

=CEF<NPGIODCL

<ENJD7<G/7CK<L<DKGIHO7<=<=GNOFDNCMC=GM

S

E

S

=KMC7D

G=KGNOFD<ENJD7<NEFMCaD

)

e

*

(,Gae YDK5N<

#

&)%'

#

&$

$

#

&!

%))'/%))9(

)

"

* 辛增莲#杨丽#郭宇璇#等
(

缺血修饰清蛋白和心型脂肪酸

结合蛋白检测在不稳定性心绞痛诊断及危险分层中的应

用)

e

*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

'*

$

%*

&!

&'#*/&'#6(

)

*

* 严字斐#朱正其#陈跃光
(

缺血修饰白蛋白在诊断急性冠

状动脉综合征中的临床意义)

e

*

(

诊断学理论与实践#

&)%%

#

%)

$

'

&!

&"%/&"#(

)

9

*

YODIIDMY

#

3<D=DMY

#

;GLG<DY

#

DFGI(!HECIOFDG=KMDIG/

F<PDa<=DF<NNJG=

>

DECLJ<

>

J/ED=E<F<P<F

S

NGMK<GNFMC

Q

C=<=B

<=GNOFDNCMC=GM

S

E

S

=KMC7DG=K<=

Q

GF<D=FET<FJ<=NMDGEDK

FMC

Q

C=<=<=FJDGHED=EDCLGNOFDNCMC=GM

S

E

S

=KMC7D

)

e

*

(

.I<=.JD7

#

&)%&

#

"6

$

%

&!

&)$/&%6(

)

6

*

3GI7DII<..

#

BTDMD=HCIKB2(,GF<D=FET<FJGNOFDNCMC/

=GM

S

E

S

=KMC7G=K=CM7GIJ<

>

J/ED=E<F<P<F

S

FMC

Q

C=<=

)

e

*

(

!YeYDK

#

&)%%

#

%&#

$

%&

&!

%%"%/%%"9(

)

$

* 黎卓华#崔敏涛#吴丽川#等
(

血清超敏肌钙蛋白
B

在急性

冠状动脉综合征患者中危险分层的研究)

e

*

(

国际检验医

学杂志#

&)%#

#

'"

$

%"

&!

&)$'/&)$"(

)

%)

*蔡英#周晓茜#于萍#等
(

血清超敏肌钙蛋白
B

在急性冠状

动脉综合征患者中危险分层及预后价值的探讨)

e

*

(

临床

心血管病杂志#

&)%%

#

&9

$

9

&!

")9/"%)(

)

%%

*杨伟民#李绍波
(

三种心肌标志物在急性心肌梗死早期诊

断中的临床意义)

e

*

(

国际医药卫生导报#

&)%&

#

%6

$

$

&!

%&'*/%&'6(

$收稿日期!

&)%*/%&/&&

!!

修回日期!

&)%9/)%/%'

&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9

年
#

月第
%#

卷第
9

期
!

-GHYDK.I<=

!

!

Q

M<I&)%9

!

;CI(%#

!

ZC(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