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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量检测对心血管疾病患者的诊断价值%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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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量%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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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明显增高!并随心血管疾病程度的加

重而呈线性增加&实验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下面积为
&6'5$

&心血管疾病的诊断敏感性和特异性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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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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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目前用于评价心血管疾病患者的最佳实验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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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在中国仍然呈逐年上升趋

势#临床上对心脏功能的评价主要依靠心电图和超声心动图及

患者自诉#而现有的一些生化指标在心脏功能的判断上存在明

显的不足*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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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检测用于心脏功能的评价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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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临床应用国内已有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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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采用定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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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进法对血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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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量进行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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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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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量与不同程度的心血管疾病的心功能分级间的关系进行

分析*现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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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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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采用定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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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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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类型间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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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量诊断心血管疾病的敏感度和特异度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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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管疾病的实验诊断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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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符合诊

断#敏感度为
'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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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健康对照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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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结果符合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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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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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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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性

似然比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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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性似然比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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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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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结果显示#不同级别的心血管疾病患者的血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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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都有明显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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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的心血管疾病患者的血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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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呈线性上升趋势*本组研究发现心衰患者的血

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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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分析#而得出

从高到低的类别依次为肺动脉高压'扩张型心肌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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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发

性高血压'心肌病'心绞痛*所以建议在不同类型的心血管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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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感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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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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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心血管疾病的诊断符合率为
'5654

*本组还研

究了少数乳腺癌患者的血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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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结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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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量检测血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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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

在评价心血管疾病方面#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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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具有高敏感度和高特异度的实

验室指标#是临床准确诊断心血管疾病的重要数据#在基层医

院值得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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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制甲状腺乳头状

癌细胞增殖和侵袭分子的调控机制#从而为抗甲状腺乳头状癌

侵袭和转移的治疗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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