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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浆 4U;91274%检测在 &=$"%!合并
#

型

呼吸衰竭患者治疗中的临床价值研究

封凯旋!马!斌!黄晓丽!凌杰兵!苟!鑫!周!膗!崔轶坤!罗向阳

摘!要!目的!探讨血浆 NReKELBN$检测在 "a#:$>合并
"

型呼吸衰竭患者机械通气治疗中的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

选择中心 ?#i进行有创机械通气 56U 以上"临床诊断为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急性加重&"a#:$>'合并
"

型呼吸衰竭患者 5( 例为

研究对象!监测患者的血浆 NReKELBN$值!动脉血气分析及 "$"#9a

"

评分!分析之间的相关性% 比较患者机械通气治疗前后

的血浆 NReKELBN$值!动脉血气分析及 "$"#9a

"

评分的变化!观察其随病情变化的规律% 评价血浆 NReKELBN$在 "a#:$>

合并
"

型呼吸衰竭患者诊断!病情监测及预后评估中的临床意义% 结果!相关性分析表明!患者血浆 NReKELBN$值分别与

$G#:

'

和 "$"#9a

"

评分呈正相关!与 $G:

'

呈负相关!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患者治疗后血浆 NReKELBN$值""$"#9a

"

评

分和血气分析指标等均较治疗前有明显改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血浆 NReKELBN$水平检测可作为预测

"a#:$>肺功能和预测 "a#:$>合并呼吸衰竭患者机械通气效果的指标!在 "a#:$>呼吸衰竭的诊断"病情严重程度以及发展

变化的预测中具有较好的临床价值%

关键词!血浆 NReKELBN$!"a#:$>!呼吸衰竭!"$"#9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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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0̂U ^̀K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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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2 0̂MĜ0L2 02 ?#i,RUCNReKELBN$cGMVC! GÊCE0GMYMLLJ \G1G2GM̀101G2J "$"#9a

"

1TLECLd̂UC1CKĜ0C2 1̂ZCECJĈCT̂CJ! EC1KCT̂0cC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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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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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ECMĜ0L2 G2GM̀1011ULZCJ ÛĜNReKELBN$cGMVC1ZCECKL10̂0cCM̀TLEECMĜCJ Z0̂U $G#:

'

G2J "$"#9a

"

1TLEC! ZU0MC2C\Ĝ0cCM̀TLEEC4

MĜCJ Z0̂U $G:

'

! G2J ÛCJ0ddCEC2TCZG11̂Ĝ01̂0TGMM̀10\20d0TG2 &̂!]&,&(',$MG1_GNReKELBN$cGMVC1! YMLLJ \G1G2GM̀101! "$"#9a

"

1TLEC1JĈCT̂CJ 02 ÛC1CKĜ0C2 1̂ZCEC0_KELcCJ 10\20d0TG2 M̂̀Gd̂CÊECĜ_C2 &̂!]&,&(',$2D0BC5/2D!>ĈCT̂0L2 LdKMG1_GNReKELBN$

cGMVC1TG2 YCV1CJ L̂KECJ0T̂ ÛCMV2\dV2T̂0L2 G2J ÛCCddCT̂Ld_CTUG20TGMcC2 0̂MĜ0L2 02 KĜ0C2 1̂Z0̂U "a#:$>,RUCJĈCT̂0L2 LdNRe

KELBN$cGMVC1ZG1cGMVGYMC02 ÛCJ0G\2L101G2J KECJ0T̂0L2 Ld"a#:$>_CE\CJ Z0̂U EC1K0EĜLÈdG0MVEC,

O?F P21I5!$MG1_GNReKELBN$, "a#:$>, *C1K0EĜLÈdG0MVEC, "$"#9a

"

!!肺功能测定是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TUEL20TLY4

1̂EVT̂0cCKVM_L2GÈ J01CG1C!#:$>' 诊断和治疗中必

不可少的检查手段!也是对病情"预后及治疗效果进

行评价的依据%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急性加重&"a#:4

$>'合并
"

型呼吸衰竭是由于通气和换气功能障碍

可引起缺氧和二氧化碳潴留!最终发生低氧血症和高

碳酸血症!出现呼吸衰竭
-%.

% 由于急性发作期患者

不能配合相应的操作和检查!所以急需要一种容易操

作而又能客观反应肺功能指标的检测手段% 目前!氨

基末端脑钠肽前体&NReKELYEG02 2ĜE0VEĈ0TKCK 0̂JC!

NRKELBN$'是临床的一个研究热点% 研究表明 NRe

KELBN水平和心力衰竭严重程度呈正相关!该检测指

标能准确诊断慢性心力衰竭所致的呼吸困难已得到

普遍的认可
-'.

% 但目前国内对血浆 NReKELBN$在

"a#:$>合并
"

型呼吸衰竭患者进行机械通气治疗

中的临床研究却是空白!本研究希望通过观察 "a4

#:$>合并
"

型呼吸衰竭患者治疗前后 NReKELB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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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变化!评价血浆 NReKELBN$在 "a#:$>合并
"

型

呼吸衰竭患者诊断!病情监测及预后评估中的临床意

义!为准确诊断"及时治疗提供参考%

资料与方法

%,临床资料(选择 '&%' 年 + 月 ='&%5 年 ) 月在上海市金

山区中心医院 ?#i进行有创机械通气 56U 以上"年龄 +& 周岁

以上"临床诊断为 "a#:$>合并
"

型呼吸衰竭患者 5( 例为观

察对象!所有患者均符合 '&&3 年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制

定的 #:$>诊断指南中的诊断标准% 其中男性患者 '5 例!女

性患者 '% 例!年龄 +& =6& 岁!患者平均年龄 3%,) X%+,6 岁%

',病例纳入与排除标准(纳入标准(#:$>的诊断符合

'&&3 年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制定的 #:$>诊断指南中的

诊断标准
-).

% 排除标准(

#

影响血浆 NReKELBN$浓度的基

础疾病!包括合并左心力衰竭"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等心血管

疾病,甲状腺功能亢进症"甲状腺功能减退症"#V1U02\综合征

等内分泌疾病及恶性肿瘤,

$

使用甲状腺素"

!

受体阻滞剂"

利尿药等可能影响 NReKELBN$水平的药物%

),治疗方法(所有患者给予抗感染"支气管扩张剂"祛痰"

糖皮质激素"纠正电解质紊乱及营养支持等常规治疗!同时给

予气管插管建立人工气道!行机械通气!呼吸机辅助呼吸%

5,检测指标(血浆 NReKELBN$测定(抽取静脉血 (_M!

'&&&E._02 离心 %&_02!分离血清放置于冰箱中冻存!用双抗体

夹心免疫荧光 & ab?@"'检测测定 NReKELBN$值% 血气分

析(检测仪器采用 *LTUC:_20T血气分析仪!测定动脉血氧分

压&$G:

'

'"血二氧化碳分压&$G#:

'

'% "$"#9a

"

评分(所有

研究对象在入选时即进行急性生理学及慢性健康状况评分

&GTV ĈKU 1̀0LML\̀ G2J TUEL20TUCGM̂U CcGMVĜ0L2

"

!"$"#9a

"

评

分'% 各项指标分别于治疗前和治疗 56U 后进行检测或评分%

(,统计学方法(采用 @$@@ %+,& 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

析!计量资料采用均数 X标准差 &.X:'表示% 实验数据经正

态性"方差齐性检验!符合条件后!组内样本均数检验使用配

对样本检验!组间样本均数采用独立样本 #检验!两因素之间

的相关性分析采用 !"$5:(1 直线相关性分析!以 !]&,&( 为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患者血浆 NReKELBN$值与血气分析指标""4

$"#9a

"

之间的相关性(患者血浆 NReKELBN$值分

别与 $G#:

'

和 "$"#9a

"

评分呈正相关!与 $G:

'

呈

负相关!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表 %'%

表 ,)患者血浆 4U;91274%值与血气分析#

&%&$:=

#

评分之间的相关性

项目 5 !

$G:

'

&__9

'

:'

e&,+&) &,&&&

$G#:

'

&__9

'

:'

&,((% &,&&%

"$"#9a

"

&,5+- &,&&'

!!',患者治疗前后血浆 NReKELBN$值"血气分析

指标""$"#9a

"

评分变化(患者治疗 56U 后患者病

情好转!血浆 NReKELBN$值和 "$"#9a

"

评分均较

治疗前明显下降!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表

''% 同时血气分析各项指标均较治疗前有明显改善

&$G:

'

明显升高!$G#:

'

明显下降'!差异均有统计学

意义&!]&,&(!表 )'%

表 *)患者治疗前后血浆 4U;91274%值#

&%&$:=

#

评分比较&.X:'

组别 1 NReKELBN$& K\._M' "$"#9a

"

&分'

治疗前 5( -5),(3 X')),%' '(,&% X(,+(

治疗后 5(

'%-,63 X-3,-'

$

'&,)% X+,)'

$

!!与治疗前比较!

$

!]&,&(

表 R)患者治疗前后血气分析指标比较&.X:!__9

'

:'

组别 1

$G:

'

$G#:

'

治疗前 5( (6,'( X%',%( ++,53 X%',6(

治疗后 5(

3+,(6 X%),&%

$

5,66 X6,+6

$

!!与治疗前比较!

$

!]&,&(

讨!!论

脑钠肽&YEG02 2ĜE0VEĈ0TKCK 0̂JC!BN$'是 %-66 年

由日本学者最先从猪脑内分离出来的一种由左右心

室肌分泌的心血管肽类激素
-5.

% 研究表明心肌细胞

受到刺激后合成的 BN$前体在蛋白酶作用下裂解为

NReKELBN$和生物活性激素 BN$!两种多肽都释放

进入 血循 环, NReKELBN$生 物 半 衰 期 为 +& =

%'&_02!相比生物半衰期仅为 '&_02 的 BN$要长得

多!因此检测 NReKELBN$更有利于实验室操作
-(.

%

早期对 BN$或 NReKELBN$的研究主要局限于

左心功能不全的诊断"鉴别诊断及预后评价% 研究发

现!脑钠素的水平与肺动脉及肺血管阻抗密切相关!

而且与心排出量有很弱的线性相关性!在逐级的多因

素 @(.危险因素回归分析中 NReKELBN$是一种极

其有用的右心室负荷过重和慢性肺疾病死亡的标志

物
-+.

% 有研究结果表明!NReKELBN$参与了肺心病

右心室改变的病理生理过程!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急性

加重期 NReKELBN$水平是最高的!趋缓解期下降%

动物实验研究发现大鼠在慢性缺氧的条件下!血浆脑

钠肽浓度提高 3&<!右心室脑钠肽"脑钠肽信使 *N"

浓度可提高 ) =5 倍!证实缺氧可促进脑钠肽的合成

与分泌
-3.

% QL̂G20JLV 等
-6.

研究 ')) 例 ?#i没有心脏

疾病的行机械通气的危重症患者发现血清 NRe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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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LBN$水平随着病情的加重明显的升高!与其他炎

性因子呈正相关!认为血清 NReKELBN$水平能够独

立预测危重症症患者的预后%

国内研究表明!NReKELBN$对老年人呼吸困难

的鉴别诊断及疗效评估具有一定的价值!资料显示老

年慢性肺源性心脏病患者治疗前与治疗后 ' 周血浆

NRe$ELBN$水平 $:

'

呈显著负相关!与 $#:

'

呈显

著正相关
--!%&.

% 目前国内缺乏对血浆 NReKELBN$

在 "a#:$>合并
"

型呼吸衰竭患者进行机械通气治

疗中的临床研究% 本研究旨在观察 "a#:$>合并
"

型呼吸衰竭患者治疗前及治疗后 NReKELBN$的变

化!评价血浆 NReKELBN$在 "a#:$>合并
"

型呼吸

衰竭患者诊断!病情监测及预后评估中的临床意义%

研究结果显示!相关性分析表明!所有研究对象

血浆 NReKELBN$值分别与 $G#:

'

和 "$"#9a

"

评

分呈正相关!与 $G:

'

呈负相关!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

义&!]&,&('% 患者治疗前后血浆 NReKELBN$值"

血气分析指标""$"#9a

"

评分均较治疗前有明显改

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以上研究结果表

明!血浆 NReKELBN$水平检测可作为预测 "a#:$>

肺功能和预测 "a#:$>合并呼吸衰竭患者机械通气

效果的指标!在 "a#:$>呼吸衰竭的诊断"病情严重

程度以及发展变化的预测中均具有较好的临床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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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cCUCGÊdG0MVEC-H.,#M02 bGY @T0! '&&+! %-&5' ( '%5 e'%3

3 !IVDU02 N"! PL_02 AA! $LKLcGaN! "#$%,a1̂0_Ĝ0L2 LdKMG1_0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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肌酐 ;胱抑素 $公式在糖尿病肾病

超滤过检出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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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比较 I>*>公式"胱抑素 #公式及肌酐 e胱抑素 #公式在中国糖尿病患者中的表现!尤其是在高滤过检出

中的作用% 方法!选取笔者医院 '%(( 名糖尿病患者!以
--_

RTe>R$"[P*为金标准!比较 I>*>公式"胱抑素 #公式及肌酐 e

胱抑素 #公式在估测 [P*方面的优劣% 观测指标包括偏倚"精确性及准确性!并对各公式检测结果与金标准进行相关性及线性

分析% 采用 *:#曲线评估各公式对肾功能不全及高滤过的诊断效能% 结果!I>*>"胱抑素 #及肌酐 e胱抑素 #公式在总体人

群中的绝对偏倚分别为 %6,-6"'6,35"%6,&5!肌酐 e胱抑素 #公式的偏倚显著低于其他公式&!]&,&('!精确度最好&!]&,&%'%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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