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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急诊呼吸困难患者氨基末端脑钠肽前体检测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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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快速测定氨基末端脑钠肽前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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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急诊呼吸困难患者病因鉴别诊断的应用价值'方法
!

选

取以呼吸困难为主要症状的患者
%-&

例!分为心源性呼吸困难"

)

组!

!'"

例%和非心源性呼吸困难"

(

组!

!//

例%两组!分别测定

患者血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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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度!对比分析心力衰竭所致呼吸困难和非心力衰竭所致呼吸困难患者的血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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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度'结果
!

)

组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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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度明显高于
(

组患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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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

;

=1(]W

与左室射血分数"

*bĜ

%呈负相关'

)

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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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

度在不同年龄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组患者不同心功能分级血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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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度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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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

床边快速测定血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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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度对急诊以呼吸困难为主要表现的心力衰竭患者病因鉴别诊断和处理具有较高的应用价值'

关键词"呼吸困难$心力衰竭$氨基末端脑钠肽前体

012

!

!&#%3-3

"

4

#2556#!-'!7/%./#"&!!#&3#&!'

文献标识码"

)

文章编号"

!-'!7/%./

"

"&!!

%

&37&/'.7&"

=<')'+,<,),<

/

&'&(*P20%$-'),<

#

$(2.$,')),0$';$%0'+

#

%

#

0'3%(*%-&

#

,0'%)0&?'09,+;0%3

/

&

#

)%,

"#$*

+

E')-(

#

H(G'*

#

Q$*

+

"#%*

+7

(*

+

$

1-

2

$34)-*4%

5

6)-3

+

-*;

7

#

.'(?(*&%9

2

(4$?%

5

T*4-

+

3$4-AQ3$A(4(%*$?$*A8-94-3*B-A(;(*-

#

.'(?(*

#

.'$*

+

=($.!&&.

#

>#(*$

&

5.&0$,+0

!

6.

7

%+0'4%

!

819IA<KA>9>?9A

;;

<290IA<K91@09>9=B2626

Eg

K2+N<

D;

<A5BA<9I9<1@]7>9=B26A<

;

=17C=A266A>=2K=9>2+

;

9

;

7

>209

$

]87

;

=1(]W

&

26>?902@@9=96>2A<02A

E

615251@A+K>90

D

5

;

69A#8%09(3&

!

8?=99?K60=90A6052:>

D;

A>296>5J2>?0

D

5

;

69AJ9=9027

I209026>1>J1

E

=1K

;

5

!

+A=02A+0

D

5

;

69A

E

=1K

;

$

!'"+A595

&

A606167+A=02A+0

D

5

;

69A

E

=1K

;

$

!//+A595

&

#W<A5BA]87

;

=1(]W<9I9<5J9=9

09>9=B2690#W<A5BA]87

;

=1(]W<9I9<51@>?9

;

A>296>5J2>?0

D

5

;

69A260K+90C

D

?9A=>@A2<K=9A606167?9A=>@A2<K=9J9=9A6A<

D

a90

+1B

;

A=A>2I9<

D

#:%&;<0&

!

8?9]87

;

=1(]W<9I9<1@>?9

;

A>296>5J2>?0

D

5

;

69A+AK590C

D

?9A=>@A2<K=9JA51CI21K5<

D

?2

E

?9=>?A6>?A>

1@>?9

;

A>296>5J2>?0

D

5

;

69A+AK590C

D

6167?9A=>@A2<K=9

$

!

$

&#&!

&#

A6069

E

A>2I9<

D

+1==9<A>90J2>?<9@>I96>=2+K<A=9

4

9+>216@=A+>216

$

*b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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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困难是内科急症的常见症状#通常由心肺疾病引起*

在缺乏临床病史的情况下#必须要快速诊断*然而迅速判断呼

吸困难是源于心力衰竭还是其他原因有时十分困难*急性心

力衰竭通常危及生命并需紧急治疗(

!

)

#因此#寻求快速鉴别急

性呼吸困难的特异性指标十分重要#本研究应用床边快速测定

氨基末端脑钠肽前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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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度#旨在了解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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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度在不同原因所致呼吸困难中的诊断价值*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病例来源!选择
"&&/

年
!

月至
"&&3

年
!"

月

因呼吸困难'咳嗽'水肿为主要症状就诊的急诊或门诊留观及

收住院的患者
%-&

例*患者入选标准!剔除严重的肾功能衰竭

$肌酐清除率大于
"&&

#

B1<

"

*

&'胸部创伤后出现的呼吸困难'

心肌梗死出现的呼吸困难以及非盲法测定的脑钠肽浓度*

%-&

例患者中诊断为心力衰竭引起的呼吸困难
!'"

例#其中缺血性

心脏病
-.

例#高血压性心脏病
$&

例#肺心病
!'

例#心肌病
!%

例#风湿性心脏病
!"

例#老年瓣膜退行性变
!&

例#甲亢性心脏

病
.

例#肺栓塞右心功能不全
"

例*非心力衰竭引起呼吸困难

!//

例#其中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或哮喘
!%%

例#肺炎
""

例#急

性冠脉综合征
/

例#肺栓塞
%

例#急性支气管炎
!$

例#过度通

气综合征
"

例#其他
$

例*

@#A

!

方法

@#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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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方法
!

将样本放入
GT8)

试管中#

]87

;

=1(]W

的检测使用干免法检测条$

H1+?9

公司&#在
F_7

()OU"%"

系统上进行#数值采用
"&&/

年美国心脏病学会推荐

采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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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助诊断心力衰竭标准(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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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定标本按照常规常温标本送检即可满足检测要求*应尽可

能在药物治疗前采血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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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定#以防干扰*

@#A#A

!

研究方法
!

对被确认有呼吸困难的患者立即进行病史

采集'常规体格检查'心电图'胸片
P

线检查及血常规'动脉血

气分析等检查#作相应的治疗#据以上资料将患者分为心源性

呼吸困难组$

)

组&和非心源性呼吸困难组$

(

组&*所有患者

均于入院后
".?

内测定血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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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度#完成心脏彩超

检查并计算左室射血分数$

*bĜ

&*

@#A#B

!

诊断标准
!

心力衰竭根据
=̂AB26

E

?AB

标准'心脏彩

超'胸片及对治疗的反应作出诊断*心功能分级按美国心脏病

协会
]eU)

分级方法*肺源性心脏病右心功能不全引起的

呼吸困难归于
)

组*其他疾病诊断参照陈灏珠主编1实用内

科学2

!"

版标准*心脏超声以
*bĜ

$

.$R

为心力衰竭*

@#B

!

统计学处理
!

应用
OWOO!&#&

软件分析*计量资料以

=d9

表示#两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的
4

检验#多组间的差异

性分析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以
!

$

&#&$

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A

!

结
!!

果

A#@

!

基础临床情况
!

两组患者在年龄'性别'血压'心率'血脂

浓度及合并高血压'糖尿病等方面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A#A

!

两组患者血浆
]87

;

=1(]W

浓度'

*bĜ

值比较
!

)

组患

.'/

重庆医学
"&!!

年
%

月第
.&

卷第
3

期



者血浆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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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度显著高于
(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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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度与心力衰竭的症状显著相

关*

)

组患者
*bĜ

值明显低于
(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见表
!

*血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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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度与心脏彩超测得的

*bĜ

值呈负相关$

3,Z&#-$/

#

!

$

&#&$

&*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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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度越高#心室的压力和容量负荷越大#心室肌的储备功能

越差*

表
!

!!

两组患者血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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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度'

*bĜ

值

!!!!

比较$

=d9

%

组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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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

B*

&

*bĜ

)

组
!'"

"'//#&d$"&#&

"

&#."d&#!-

"

(

组
!// "$-#&d/"#& &#'&d&#&/

!!

"

!

!

$

&#&!

#与
(

组比较*

A#B

!

不同年龄患者血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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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W

浓度比较
!

(

组患者血

浆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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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W

浓度在不同年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

)

组大于
'$

岁患者血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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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度显著高于小

于
'&

岁患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见表
"

*

表
"

!!

)

组不同年龄患者血浆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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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度的比较

年龄$岁&

* ]8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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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

B*

&

%

'$ '3 %3/&#&d%"&#&

"

$&

"

'$ -$ !"3&#&d".&#&

$

$& "/ /3&#&d!%/#&

!!

"

!

!

$

&#&$

#与
$&

"

'$

岁'

$

$&

岁比较*

A#E

!

)

组不同心功能分级患者血浆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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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度比较
!

)

组心功能
+

级
$$

例患者血浆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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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W

浓度($

.%"&d

$!&

&

;E

"

B*

)显著高于心功能
&

级
-&

例患者($

!"/.d%-&

&

;E

"

B*

)和
)

级
$'

例患者($

!3"&d.'$

&

;E

"

B*

)#差异均有统

计学意义$

!

$

&#&$

&*

B

!

讨
!!

论

在急诊的情况下#区别以呼吸困难为主要表现患者的病因

非常重要(

%

)

#呼吸困难是由于心源性还是呼吸系统疾病所致有

时单凭病史及症状'体征等往往难以鉴别#而心脏彩超'肺毛细

血管压的测定在紧急情况下又不切合实际#因此#寻找一些生

化标志物快速准确地早期鉴别急性呼吸困难的病因具有非常

重要的意义(

.

)

*

本研究结果显示#

)

组患者血浆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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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度比
(

组

升高显著$

!

$

&#&!

&#这主要是由于心力衰竭时容量负荷过

重#心室壁张力明显增加#导致心室肌合成和释放的
]8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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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大量增加#说明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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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呼吸困难患者的早期诊

断和鉴别诊断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本研究中#

%

'$

岁患者

血浆
]8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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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度显著高于
$&

"

'$

岁及小于
$&

岁患者

$

!

$

&#&$

&*

)

组心功能
+

级患者血浆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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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W

浓度显著

高于心功能
&

'

)

级患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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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度与心脏彩超测得的
*bĜ

值呈负相关#提示二者

对诊断心源性呼吸困难可能有互补作用#联合应用可能有益于

提高诊断的准确性#由于
*bĜ

仅能提示左室收缩功能#而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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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高可提示心室的功能不全(

$

)

*本研究证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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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急诊室的用途*为了进一步确定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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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诊断心力衰竭的阈值及年龄对其的影响#国际
]87

;

=1(]W

合作研究入选了
!"$-

例患者#经多变量分析发现#随着年龄

的不同#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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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诊断心力衰竭的最佳阈值也明显不

同#脑钠肽前体研究$

WHLTG

&中采用
3&&

;E

"

B*

作为诊断阈

值的阳性预测值明显升高#而总体敏感度和特异度均不受影

响(

-

)

*

(9=0A

E

K9

等(

'

)的研究亦证实年龄是影响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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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断心力衰竭阈值的主要因素*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健康成

年个体
(

型钠尿肽$

(]W

&水平轻度升高预示
$

年随访期心血

管不良事件发生率增加(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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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由
'-

个氨基酸组成的肽类激素#具有利

钠'利尿'舒血管'抑制肾素
7

血管紧张素
7

醛固酮系统以及交感

神经系统的作用*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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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由心室肌细胞合成分泌#

且以左心室合成为主#室壁张力及容量负荷增加都可促进
]87

;

=1(]W

的分泌#其在分泌过程中被水解酶裂解为两个片段#

即为
(]W

和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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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力衰竭时#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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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
(]W

的血浆浓度升高更为明显#测定也较容易(

3

)

*

(]W

和内皮素

的变化是敏感指标之一(

!&

)

*

(]W

比其他神经激素更稳定#且

来源于心室#对左心室功能不全更加敏感(

!!

)

#

(]W

在调节体液

容积'血管压力和电解质平衡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

!"

)

*

(]W

和心钠素是两种由心脏分泌的神经内分泌因子#二者均有一个

!'

氨基酸环的特征性结构#分别反映心房及心室压力与容量

负荷的变化(

!%

)

*

近年来的研究发现#心力衰竭患者的利钠肽显著升高#且

增高水平同病情的严重程度及预后明显相关#其中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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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W

因半衰期长'稳定性好#在心力衰竭的诊治中更受青睐(

!.

)

*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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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急诊心力衰竭诊断中具有极高的敏感度和特异

度*其中#来源于急诊科呼吸困难患者
WHLTG

肯定了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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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急诊室中用以诊断心力衰竭的临床意义(

!$

)

*

综上所述#床边快速测定
]87

;

=1(]W

对急性呼吸困难为

主要表现的心力衰竭具有较高的应用价值*检测急诊患者的

]87

;

=1(]W

浓度#可缩短心力衰竭疑似患者的确诊时间#对于

急诊呼吸困难患者的鉴别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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伸#能改变医生的思维观念'技术路线和操作#为妇科疾病的治

疗提供了一种较好的方法(

!

)

*本院除恶性肿瘤外常见的妇科

手术均能通过腹腔镜手术完成*本组
!"'&

例患者术中平均

出血量仅
"&B*

#

3/#$R

患者不需要术后镇痛治疗#术后
".?

均能下床活动#住院时间
%

"

$0

*其所具有的优势是开腹手

术所不能代替的(

"7%

)

*

B#A

!

妇科腹腔镜手术必须严格掌握适应证
!

病例选择是手术

成功的关键(

.

)

*本组中转开腹的
!

例原发不孕患者#术前忽略

了既往盆腔结核病史#广泛盆'腹腔粘连致术中建气腹失败*

有报道腹腔镜是治疗子宫内膜异位症的最佳方法#各期患者均

可选择腹腔镜手术(

$

)

#本院
"

例子宫内膜异位症患者因粘连严

重中转开腹#

!

例术后发生输尿管瘘*作者认为子宫内膜异位

症患者要先估计期别#无经验医生以及严重粘连者不宜行腹腔

镜手术*本院有
"'$

例既往有腹部手术史仍在腹腔镜下完成

了手术#说明有无手术史不是腹腔镜手术的禁忌证(

-7'

)

#只要无

严重粘连仍可以选择腹腔镜手术*在开展妇科腹腔镜手术的

早期更应严格掌握腹腔镜手术指征#选择合适病例以提高手术

的成功率*本院的近期和远期并发症几乎都发生在开展妇科

腹腔镜手术的
!&&

例以内#与手术医生技术不熟练'手术技巧

与经验不足'手术团队的协调配合不密切有关(

/

)

*腹腔镜手术

的并发症发生率各家报道不一#有报道其发生率为
!#/R

"

%R

(

37!&

)

#北京协合医院冷金花等(

!!

)报道
!'-3

例妇科腹腔镜

手术#其并发症发生率为
!#3R

*本组并发症发生率为

&#/'R

#低于上述报道*要减少腹腔镜并发症发生率#术中需

注意!电凝操作要准确可靠#远离肠管及脏器#异位病灶位于大

血管表面及输尿管周围'肠管'膀胱等处不宜使用电凝(

!"

)

#镜

头进出时
8=1+A=

移动幅度切勿过大#以免引起皮下气肿#

8=17

+A=

穿刺时避开腹壁血管#避免腹壁皮下淤血的发生*腹腔镜

手术并发症大多是可以预防的#随着腹腔镜术者经验的增加#

腹腔镜手术并发症的发生率明显降低(

!%

)

*

B#B

!

腹腔镜手术作为一种微创的手术方法为妇科疾病的治疗

提供了一种较好的方法(

!.

)

!

本组妇科疾病都能在腹腔镜下完

成#说明其适应性广泛*而且手术的远期疗效高于开腹手术#

术后腹腔粘连发生率低于开腹手术(

!$

)

*随着腹腔镜设备的不

断更新#腹腔镜医师的不断努力#相信腹腔镜能完成的手术会

越来越多*但开展腹腔镜手术必须遵循由易到难'由简单到复

杂的原则#手术困难时必须果断中转开腹(

/

)

#以避免将.微创/

变为.巨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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