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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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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中明显升高!其联合检测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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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诊

断%进展及治疗具有重要的临床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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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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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呼吸系统最常见的疾病之

一#以气流受限为特征#气流受限不完全可逆#呈进行性发展#

与肺部对有害气体或有害颗粒的异常炎症反应有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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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VW

急性加重期易出现肺动脉高压#进而产生慢性肺源性心

脏病及右心衰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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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

!MVW

患者的死亡主要发生在急性

加重期#若能在此期准确判断患者的病情进展#并采取有效的

治疗措施#对改善患者预后(降低患者病死率具有重要的意义'

本研究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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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进行监测#以探讨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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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及发展中的作

用#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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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预防(诊断和治疗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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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纳入研究组#其中男
*"

例#女
+#

例&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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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岁&同一患者根据病程不同而分为急性加重期和

治疗缓解期两个阶段'诊断标准符合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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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断标准!患者在短期内出现超越日常状况的持续恶

化#并需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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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规用药#患者在短期内咳嗽(气短和"或

喘息加重#痰量增多呈脓性或黏液脓性#可伴发热等症状明显

加重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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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加重期患者经吸氧(抗感染(扩张支气管(

去痰或呼吸机通气等治疗后症状消失或缓解而出院#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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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解期'排除间质性肺炎(支气管哮喘(支气管扩张症(

充血性心力衰竭(肺结核等疾病'本院体检健康者
#$

例纳入

对照组#其中男
*/

例#女
+/

例#排除
!MVW

(支气管哮喘(冠心

病(糖尿病等全身性疾病#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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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组与研究组不同病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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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指标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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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聚体是交联纤维蛋白经纤溶酶降解后产生的一种特

异性降解产物#其水平的增高反映继发性纤溶活性增强'近年

的研究发现#血液凝血状态的异常和肺血管微血栓的形成可加

速
!MVW

进展#并导致肺动脉高压形成)

,

*

'血栓形成导致继

发纤维蛋白溶解#即可引起交联纤维蛋白降解产物
W)

二聚体

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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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显示
!MVW

急性加重期患者血浆
W)

二聚

体水平明显高于治疗缓解期和对照组#而研究组治疗缓解期患

者
W)

二聚体水平仍高于对照组#说明
!MVW

治疗缓解期仍处

于高凝状态#

!MVW

患者体内存在血栓形成#可能伴有继发性

纤溶的发生#并随
!MVW

病情发展#浓度进一步增加'

&<:Q

作为心肌细胞损伤的标志物#在冠心病尤其是在急

性心肌梗死的诊断与治疗中广泛应用#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李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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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道
!MVW

急性加重期患者在不同程度低氧血症

时#血浆
&<:Q

的增高幅度与
!MVW

的严重程度一致'原因为

部分
!MVW

急性加重期患者低氧血症可损伤心肌细胞#心肌

细胞内的
&<:Q

释放到周围血中#同时
!MVW

急性加重期患者

肺组织对
&<:Q

清除能力降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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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显示#

!MVW

急性加

重期者血清
&<:Q

水平明显高于治疗缓解期#而治疗缓解期

&<:Q

水平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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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利尿钠肽$

N̂V

%是由心室分泌的一类具有扩张血管#拮

抗肾素
)

血管紧张素
)

醛固酮系统#抑制交感活性等作用的心血

管肽类激素#随着心室壁张力的增加#其合成及分泌增加#以发

挥相应的生物学效应)

-)0

*

'临床上通过检测其血浆水平#判断

心室壁张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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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首先编码出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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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氨基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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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体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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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存于心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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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N

端

*"

个氨基酸的信号肽被切割后成为含
+$-

个氨基酸的
N̂V

前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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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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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裂解为含
N

端
."

个氨基

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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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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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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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氨基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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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

@4̂ NV

无内分泌活性#经肾脏清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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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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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是等量分泌#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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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NV

相比
N̂V

半衰期长(清除慢(更稳定(血浆浓度更

高#更适合临床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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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循环是
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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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要代谢

场所#有研究表明#

!MVW

急性加重期患者随着严重程度加重#

N<)

?

@4̂ NV

水平逐渐增高#并且
N<)

?

@4̂ NV

水平的监测#可

以帮助了解
!MVW

患者是否存在肺心病#初步判断心功能不

全的严重程度)

+/)+"

*

'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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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NV

可以作为
!MVW

急性

加重的一项危险因素#对于临床评估
!MVW

患者急性加重的

风险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
!MVW

急性加重期患者血清
N<)

?

@4̂ NV

$

-+01"*2+.*1,.

%

?7

"

36

#治疗缓解期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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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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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1$/

%'而对

照组
N<)

?

@4̂ NV

$

-/1-+2,+1+,

%

?7

"

36

#相较于治疗缓解期

明显降低$

"

#

$1$/

%'对于肺心病等并发症的发生#需继续进

一步观察和随访'

综上所述#对
!MVW

患者动态监测
W)

二聚体(

&<:Q

和
N<)

?

@4̂ NV

水平#有助于临床医师及时采取有效的防治措施#控

制病情的发展#预防并发症的发生及改善患者的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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