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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同类型急性

冠状动脉综合征中的临床意义"

曾海清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检验科!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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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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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目的
!

分析患者血清中脑钠肽"

RT8

$和超敏心肌肌钙蛋白
)

"

526F)K)

$水平在不同类型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

3!9

$

中的临床意义&方法
!

选取
3!9

住院患者
"?(

例!其中不稳定型心绞痛"

\3

$组
4$

例%急性非
9)

段抬高型心肌梗死"

T9)V+<

$

组
@"

例%急性
9)

段抬高型心肌梗死"

9)V+<

$组
(%

例!于入院当天检测血清中
RT8

和
526F)K)

水平&另选取无器质性心脏病

患者
"''

例作为对照组&结果
!

3!9

患者血清中
RT8

和
526F)K)

水平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

':'"$4

$&

8HJI2BK

相关分析显示!

3!9

患者血清中
RT8

和
526F)K)

无相关性"

!=':%("

$&亚组分析显示!

3!9

患者血清中
526F)K)

水平

在
\3

组%

9)V+<

组%

T9)V+<

组中依次递增!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4

$&

&

个亚组中!预后不良的患者血清
RT8

水平均

高于好转出院患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4

$&结论
!

RT8

水平与
3!9

患者住院期间的转归密切相关!

526F)K)

能在一定

程度上提示病情变化&联合检测
RT8

和
526F)K)

对于
3!9

疾病的辅助诊断有重要临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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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

3!9

%早在
$'

年前就已经占所有冠

心病患者的
&'b

左右(

"

)

#且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

3!9

已

经成为全球性的公共卫生问题'

3!9

分为不稳定型心绞痛

$

\3

%*急性非
9)

段抬高型心肌梗死$

T9)V+<

%和急性
9)

段

抬高型心肌梗死$

9)V+<

%'为了对高危患者采取更积极的治

疗措施#减少不良事件的发生#并避免对低危患者的过度治疗#

及时准确地对
3!9

患者诊断和疾病进展评估意义重大'脑钠

肽$

RT8

%及超敏心肌肌钙蛋白
)

$

526F)K)

%可以作为辅助诊断

3!9

的实验室指标'本文旨在研究联合检测血清中
RT8

和

526F)K)

水平在
3!9

的诊断中的临床意义#并通过
3!9

各个

亚组之间的统计分析研究二者是否对疾病的病情变化和住院

转归有提示作用'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择
$'"4

年
""

月至
$'"@

年
"'

月在首都医

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心脏重症监护病房住院诊断为
3!9

患者

"?(

例#其中
\3

组
4$

例$男
$>

例*女
$&

例#中位年龄
@>:?@

岁%#

T9)V+<

组
@"

例$男
&@

例*女
$4

例*中位年龄
(':"$

岁%#

9)V+<

组
(%

例$男
%(

例*女
$(

例#中位年龄
@>:@4

岁%'

分组标准依据
">>>

年美国心脏病协会"美国心脏病学会的诊

断标准'所有患者均详细询问病史#行完整的体检和胸片*心

电图*超声心动图*生化血气分析*凝血化验检查#排除严重感

染*创伤*恶性肿瘤*肝肾功衰竭等其他疾病'选取同期住院*

心功能正常*除外器质性心脏病患者
"''

例为对照组#其中男

%4

例*女
44

例#中位年龄
@@:(4

岁'两组患者年龄*性别等一

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4

%#具有可比性'

$:/

!

方法

$:/:$

!

526F)K)

*

RT8

检测
!

所有患者均于住院当日进行
526

F)K)

检测及
RT8

检测'均采用电化学发光免疫分析法定量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4

期
!

AJL+HG!-DK

!

31

C

12E$'"(

!

WB-:"%

!

TB:"4

"

基金项目"北京市卫生系统高层次人才基金资助项目$

$'"&6&6'4$

%'

!!

作者简介"曾海清#女#主管技师#主要从事临床生化检验方面的研究'



检测#用罗氏电化学发光
V@'"

仪器及配套原装试剂进行检测

526F)K)

及
RT8

#质控品及定标液均为罗氏原装试剂'

$:/:/

!

3!9

患者预后与
526F)K)

*

RT8

水平分析
!

根据患者

出院时的情况#分为好转出院组和预后不良即患者死亡或靠仪

器维持生命组'分析两组
526F)K)

*

RT8

水平#并行亚组分析'

$:'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9899">:'

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非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采用中位数和四分位数间距(

5

$

!

$4

#

!

(4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秩和检验'

526F)K)

*

RT8

的相关性

分析采用
8HJI2BK

相关性分析#以
!

$

':'4

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

!

结
!!

果

/:$

!

3!9

各亚组及对照组
526F)K)

*

RT8

水平比较
!

3!9

各

亚组患者血清
526F)K)

*

RT8

平均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

$

':'"$4

%$

%

组研究对象两两比较#检验水

准
=':'4

"

%=':'"$4

%'见表
"

'

3!9

的
&

个亚组中的血清

526F)K)

在
\3

组*

9)V+<

和
T9)V+<

组之间依次递增#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

$

':'"$4

%'而
RT8

的水平在
&

个亚组中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表
"

!!

3!9

各亚组与对照组血清
526F)K)

%

!!!

RT8

水平比较&

5

#

!

$4

'

!

(4

$(

组别
) RT8

$

0C

"

/A

%

526F)K)

$

K

C

"

/A

%

\3 4$ &>':'

$

?':@

#

"'@(:4

%

"

':'&

$

':'$

#

':'%

%

"$#

T9)V+< @" $%&:'

$

"'':"

#

@%?:'

%

"

":>$

$

':4'

#

4:%'

%

"

9)V+< (% ('':4

$

$&":?

#

"$((:4

%

"

':&'

$

':'>

#

":&'

%

"

对照组
"'' 4":'

$

&@:'

#

@@:>

%

':''4

$

':''&

#

':''(

%

!!

注!与对照组比较#

"

!

$

':'"$4

&与
9)V+<

组比较#

#

!

$

':'"$4

&与
T9)V+<

组比较#

$

!

$

':'"$4

/:/

!

526F)K)

与
RT8

的相关性分析
!

结果显示#

3!9

患者

526F)K)

与
RT8

无明显相关性$

!=':%("

%'

/:'

!

3!9

预后不良与好转出院患者
526F)K)

*

RT8

水平比较

!

各亚组中不同转归结局的
RT8

水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4

%#而
526F)K)

组内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4

%'见表
$

'

表
$

!!

3!9

各亚组中不同转归结局的
RT8

!!!

及
526F)K)

水平&

5

#

!

$4

'

!

(4

$(

组别 结局
) RT8

$

0C

"

/A

%

526F)K)

$

K

C

"

/A

%

\3

好转出院
%( $4(:'

$

@(:@

#

??@:4

%

':'$

$

':'"

#

':'%

%

预后不良
4 "?(':'

$

"%@':'

#

$@'':'

%

"

':'>

$

':'4

#

':"'

%

T9)V+<

好转出院
4' $'":'

$

?":"

#

%?":4

%

":?

$

':4

#

4:$

%

预后不良
"" 4($:4

$

&(>:4

#

"?&4:'

%

"

%:%

$

":&

#

@:%

%

9)V+<

好转出院
4> %$"

$

"@4:(

#

"""4:'

%

':$>

$

':'?

#

':>'

%

预后不良
"4"?&@:'

$

""$$:4

#

$$4':'

%

"

":$(

$

':"'

#

":@'

%

!!

注!与同组好转出院患者比较#

"

!

$

':'4

'

!

讨
!!

论

!!

我国
3!9

发病率和病死率呈快速增长趋势#已严重危害

人民群众的健康和生命'

3!9

是临床常见的突发病之一#其

致残及致死率较高(

$

)

'随着医学的发展#

3!9

的发作与易损

板块的炎症*破裂和血栓之间的奥秘和标志物也逐渐被破

译(

&

)

'目前#临床上诊断
3!9

金标准是冠状动脉造影#以此来

判断血管狭窄程度'但由于冠状动脉造影是一种具有创伤性

的检测并且要配套设备和专业医师来完成#使得在某些基层医

院的使用受到限制'

单一的心脏标志物检测常无法取得理想的检测效果(

%

)

#

526F)K)

是一种反映心肌损伤的高度敏感*高度特异的血清学

指标(

46@

)

'

RT8

是一种由
&$

个氨基酸组成的多肽类心脏激

素#主要在心室壁张力增加时由心室分泌(

(

)

#

RT8

作为诊断心

力衰竭的标记物*判断心衰患者病情程度*预后以及指导治疗

有重要价值#与心血管疾病密切相关(

?

)

'有研究表明#

RT8

测

定能给
3!9

患者提供独立而重要的预后信息(

>

)

#

RT8

分泌主

要集中在梗死与非梗死区域交界的边缘地带#此处室壁张力最

大#周围存活的心肌细胞中的
RT8

会显著增加#这也充分证实

心肌缺血也是独立诱导
RT8

水平升高的因素'本研究中
3!9

组和对照组
RT8

水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4

%#并且在

\3

组*

T9)V+<

组和
9)V+<

组
&

个亚组中预后不良组的

RT8

水平明显高于好转出院组#说明
RT8

对于疾病的转归有

良好的预测价值'但
RT8

不能很好地区分各个类型的
3!9

患者'随着检测技术的不断发展#

526F)K)

在急性心肌梗死的

诊断和预后判断方面取得了较多成绩#被认为是心肌损伤最具

有特异性指标(

"'

)

'有些研究中也发现#与传统肌钙蛋白相比#

526F)K)

与
3!9

患者的不良预后关系密切'在预测有临床意

义的冠状动脉病变方面#

526F)K)

也优于传统肌钙蛋白(

""

)

'

本研究显示
3!9

患者
526F)K)

水平明显升高'在亚组分析

中#

526F)K)

在
T9)V+<

组和
9)V+<

组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

$

':'"$4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示
3!9

的类型及病情

变化'但在预后方面
526F)K)

的价值不如
RT8

'血清
RT8

和
526F)K)

等生物标记物的联合检测为
3!9

的辅助诊断提供

一定的帮助#并且能够及时提示病情变化和患者的预后情况'

本研究结果还观察到#

526F)K)

与
RT8

不存在相关性#提

示联合检测
526F)K)

和
RT8

能更加全面地反映
3!9

的病理

变化'

3!9

的早期诊断#同时对不同类型患者给予不同防治

措施#对降低致残率*病死率*减轻患者医疗费用和节约医疗资

源具有重要意义'总之#联合检测血清
RT8

和
526F)K)

水平

对于
3!9

患者的诊断*病情变化的判断及预后有重要指导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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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实验采用的是
;<W

假病毒感染
)d+6L-

的细胞系统'

)d+6L-

细胞为表达
!*%

*

!f!7%

和
!!74

的
;H-J

细胞系#细

胞内含有
)JE

调控的荧光素酶和
!

6

半乳糖苷酶基因#细胞一旦

被
;<W

感染#

)JE

转录激活使得报告基因活化表达#且表达水

平与病毒感染量成正相关#由此可以反映假病毒在宿主细胞内

复制情况并可进行滴度测定'

;<WHKN

蛋白的表达量是影响假病毒包装效率的关键因

素(

&6%

)

#可以通过
HKN

基因的密码子优化提高病毒滴度#但是对

于不同亚型的
;<W6"HKN

突变株的研究#若将每一个突变株的

HKN

基因都进行优化#费时耗力且成本投入较大#因此首先应

该考虑如何提高假病毒的包装和感染效率'本实验比较了不

同因素对包装和感染效率的影响#实验设计遵循单一变量原

则#结果发现#骨架质粒与
HKN

真核表达质粒的比值对假病毒

的包装效率影响较大#该比值为
%c"

时包装效率最高'而包

装质粒与转染试剂的比值也决定了质粒通过脂质体进入细胞

的效率#实验表明#当该比值为
$c@

时#假病毒包装效率最高'

但是随着转染试剂量的增加$该比值达到
$c?

时%#并没有进

一步提高假病毒的滴度#滴度反而降低了#推测可能由于转染

试剂的毒性影响了细胞的状态#进一步影响假病毒的包装'转

染后培养时间也是一个影响病毒滴度的关键因素#质粒进入细

胞后开始基因的转录*表达和翻译#转染
$%5

后病毒各个蛋白

的表达水平还很低#所以包装出的病毒滴度也很低&转染
($5

后#由于获得的假病毒只具备单轮感染活性#释放在上清中的

假病毒无法再次感染细胞#其中一部分可能被降解#因此滴度

也较低'实验证明#转染后
%?5

收获假病毒可获得较高滴度'

*V3V6*HUEIJK

是一种高分子量的阳离子多聚物#能促进

哺乳动物细胞捕获外源的
*T3

#实现瞬时的有效表达#是最早

应用哺乳动物细胞转染试剂之一(

46@

)

'

*V3V6*HUEIJK

等阳离

子多聚物很早就被证实可以增加逆转录病毒体外感染效率(

(

)

'

像其他转染试剂一样#高浓度的
*V3V6*HUEIJK

也会具有细胞

毒性'既往文献(

?6>

)显示#不同实验室所使用的
*V3V6*HU6

EIJK

浓度不尽相同#而且
*V3V6*HUEIJK

对细胞的毒性与其来

源和批次有关#因此在使用新一批的
*V3V6*HUEIJK

前#最好

进行剂量效应实验#以便确定其最佳使用浓度(

?

)

'本实验条件

下#假病毒
9Q"@$

在
*V3V6*HUEIJK

浓度为
"4

%

C

"

/A

时#有

较高的感染效率'而当其浓度超过
$'

%

C

"

/A

时#细胞对照孔

的
7A\

值较之不加
*V3V6*HUEIJK

的细胞对照孔
7A\

值有

所降低#提示高浓度的
*V3V6*HUEIJK

会对细胞活力有一定的

影响'

综上所述#本研究通过对包装和感染过程中关键条件的优

化#有效地提了
;<W6"

假病毒的包装和感染效率#增加实验技

术稳定性#为新型抗艾滋病药物筛选和艾滋病疫苗评价等研究

在实验技术稳定性方面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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