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呈正相关'

;JQ

患者测定血浆
N̂V

水平#对于判断
;JQ

面

积有较高的灵敏度和特异度)

"

*

'心肌梗死后血清
N̂V

持续升

高与进展性心室重塑有关)

.

*

'

W)

二聚体是
;!K

发病的独立危险因素'

W)

二聚体是目前

公认的体内存在活动性血栓的特异性分子标志物)

-

*

'患者急

性发病时血浆
W)

二聚体水平明显增高#

W)

二聚体检测不仅可

作为观察心肌梗死病情的一项指标#而且也是观察溶栓治疗的

一种理想检测方法'血清
W)

二聚体水平升高提示冠状动脉内

血栓形成)

0

*

'有研究分析
W)

二聚体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

脏病的主要决定因素#与其发生(发展密切相关)

+$

*

'与谢爵

隆)

++

*的观察结果一致'

综上所述#血清
N̂V

(

W)

二聚体水平与
;!K

的发生及发

展密切相关#联合检测具有很好的临床诊断和预后评估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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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研究!

心肌酶三合一检测在急性心肌梗死诊断中的应用评价

罗虹灿

"湖南省辰溪县人民医院!湖南怀化
#+0/$$

#

!!

摘
!

要"目的
!

对艾康公司心肌酶三合一检测板进行临床应用评价$方法
!

该院内科收治的急性心肌梗死"

;JQ

#可疑患者

0-

例纳入研究组!其中临床确诊患者
,0

例!另外参与健康体检成人
#/

例纳入对照组$所有被试均进行心肌肌钙蛋白
Q

快速检测

板%心肌酶三合一检测板和传统心肌酶生化检测等
,

种方法检测并进行对比$结果
!

心肌酶三合一检测板对
;JQ

检出阳性率

,01-U

!阴性符合率
+$$1$U

!阳性符合率
0-1,U

!均高于肌钙蛋白
Q

金标检测法和心肌酶生化检测法!发病
+*B

内检出符合率心

肌酶三合一检测为
0#10U

!均高于其他
*

种方法$结论
!

心肌酶三合一检测金标检测板法操作简便!结果迅速准确!可作为
;JQ

早期诊断的可靠指标$

关键词"急性心肌梗死'

!

心肌标志物'

!

心肌酶三合一检测

!"#

!

+$1,0"0

"

8

19((:1+".,)#+,$1*$+/1++1$"#

文献标识码"

;

文章编号"

+".,)#+,$

"

*$+/

#

++)+"*$)$*

!!

急性心肌梗死$

;JQ

%是威胁人类生命的主要疾病之一#及

时诊治是挽救生命的关键'自
+0-.

年英国
!E339:(

首先报

告用检测血清肌蛋白浓度来诊断
;JQ

以来#心肌标志物引起

了研究者们的广泛重视#许多标志物检测方法也先后用于

;JQ

诊断'本院首次采用心肌酶三合一检测技术诊断
;JQ

#

通过临床观察结果比较满意#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1?

!

一般资料
!

本院内科收治的
;JQ

可疑患者$发病时间小

于
,G

%

0-

例纳入研究组#年龄
,/

!

-*

岁#其中临床确诊患者

,0

例'本院门诊参与健康体检成人
#/

例纳入对照组#年龄

,$

!

"$

岁#均排除心血管疾病'

?1@

!

仪器与试剂
!

金标心肌肌钙蛋白$

&<:

%

Q

快速检测板由

中生公司提供&心肌酶三合一检测板由艾康公司提供&传统心

肌酶
,

项检测包括乳酸脱氢酶$

6W%

%(肌酸激酶$

!X

%(肌酸激

酶同工酶$

!X)Ĵ

%#试剂由
,O

公司提供#采用美国魅力
*$$$

全自动生化仪检测'

?1A

!

检测方法
!

心肌酶
,

项检测采用全自动生化仪检测&

&<)

:Q

和心肌酶三合一检测均采用金标法检测#先从冰箱取出检

测板放置室温#用塑料吸管吸取
,

!

#

滴新鲜血液标本#加入加

样孔中'加样后
+$

!

+/39:

读取结果#并按说明书要求判断

阴性或阳性'

?1B

!

判断标准
!

6W%

$

,$$

"

"

6

(

!X

$

*#$

"

"

6

(

!X)Ĵ

$

*/

"

"

6

则判断为心肌梗死)

+)*

*

'

&<:Q

金标法检测结果及临床意

义!阴性即不出现检测线#只出现对照线#表示
&<:<

浓度低于

试剂盒检测的临界值&阳性即在检测区出现一条检测线#对照

区出现一条清晰的对照线#即样品浓度
&<:<

$

$1,:

7

"

36

#

&<:<

浓度越高#检测区出现色带的速度越快#色带越深'

&<:

和心肌酶三合一检测均采用金标记免疫层析技术#其结果判断

+

$*"+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Q:AR6DHJ=G

!

R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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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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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

,

*

!测试线与质控线均出现红色条带为阳性&仅质控线出

现红色条带为阴性&质控线不出现红色条带#即使测试线出现

红色条带均为试验失败#提示试剂失效或操作失当#应重做试

验'假阳性率
P

$健康对照检出阳性或异常例数"健康对照总

例数%

b+$$U

&阴性符合率
P

)阴性或正常例数"$阳性或异常

例数
m

阴性或正常例数%*

b+$$U

&阳性符合率
P

)阳性或异常

例数"$阳性或异常例数
m

阴性或正常例数%*

b+$$U

&总阳性

符合率
P

$确诊病例
,

种方法检出阳性或异常总例数"临床确

诊总病例数%

b+$$U

&

?1F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KVKK+-1$

软件和
[>&=5*$$,

软件进

行数据处理及统计学分析'

@

!

结
!!

果

@1?

!

,

种方法检测阴性符合率及检出阳性率比较
!

对照组检

测#心肌酶三合一检测法和
&<:Q

快速检测阴性符合率为

+$$1$U

#而传统心肌酶生化检测阴性符合率
0/1"U

#发现有

#1#U

假阳性'研究组心肌酶异常检出阳性率最低为
,$1"U

#

&<:Q

阳性率
,.1-U

#心肌酶三合一检测阳性率最高为
,01-U

'

表
+

!!

,

种方法检测结果对比#

(

$

组别
(

传统心肌酶
,

项检测

正常 异常

&<:Q

快速检测

阴性 阳性

心肌酶三合一检测

阴性 阳性

对照组
#/ #, * #/ $ #/ $

研究组
0- "- ,$ "+ ,. /0 ,0

@1@

!

不同发病时间
,

种方法检测阳性符合率比较
!

对
,0

例

确诊的
;JQ

患者根据不同发病时间进行
,

种检测#心肌酶生

化法检测异常符合率
.01/U

#

&<:Q

为
0/1.U

#心肌酶三合一

检出阳性符合率最高为
0-1,U

'其中发病
+*B

内检出符合率

心肌酶三合一检测最高为
0#10U

#

&<:Q

为
-01.U

#心肌酶生

化法符合率最低
.+1-U

'

表
*

!!

不同发病时间
,

种方法检测阳性符合率比较#

(

$

发病时间
传统心肌酶

,

项检测

正常 升高

&<:Q

快速检测

阴性 阳性

心肌酶三合一检测

阴性 阳性

发病
+*B

内
++ *- * ,. # ,/

发病
+*B

后
0 ,$ $ ,0 + ,-

发病
.*B

后
# ,/ $ ,0 $ ,0

@1A

!

标本外观溶血或脂血状态对心肌标志物检测结果的影

响
!

选择门诊
"

份脂血标本和
+$

份溶血标本#同时进行心肌

酶三合一检测(

&<:Q

检测和心肌酶生化检测#发现前
*

种金标

方法显带较慢#且部分背景不太清楚#需要适当延长试验时间

或待反应区本底背景清晰后再读取结果#对结果判定不会产生

影响'而心肌酶生化法可导致检测结果增高'

A

!

讨
!!

论

*$

世纪
.$

年代以来#

!X)Ĵ

被公认为是诊断
;JQ

的金

标准'但是#

!X)Ĵ

的特异性问题仍无法得到解决#再则
!X)

Ĵ

在血液中有的时间也较短$

+

!

#G

%#故
!X)Ĵ

的.金标

准/地位已逐渐被其他心肌标志物和
&<:Q

所取代'在
;JQ

的

发生前及其发生过程中存在许多物质#如一些蛋白质(酶及辅

酶(黏附分子(氨基酸等会发生变化#可作为诊断
;JQ

新的标

志物)

+

*

'

当心脏或骨骼肌受伤时#肌红蛋白被释放到血液#在损伤

后的几个小时内可检测到肌红蛋白浓度的升高'作为一种心

肌标志物#肌红蛋白联合
&<:

检测有助于诊断或排除心脏病

发作#肌红蛋白水平在心脏病发作或其他肌肉损伤后的
*

!

,B

内开始升高#在
-

!

+*B

内达到峰值#通常在
+G

内回落至正常

水平'它的阳性出现早于
&<:

#血清肌红蛋白升高对心肌损伤

而言是非特异性的'相对来讲肌红蛋白阴性能有效地排除心

脏病发作#但阳性结果必须通过
&<:

检测来确认)

*

*

'

在心肌细胞膜完整状态下#

&<:Q

(

&<:<

不能透过细胞膜

进入血循环#故健康人血内不含
&<:Q

和
&<:<

或浓度极低#当

心肌缺血(缺氧#发生变性坏死#细胞膜被损时#

&<:Q

#

&<:<

弥

散进入细胞间质#较早地发现在外周血中'

&<:

在发病后出现

较早$

,

!

+*B

%#持续时间长$

#

!

+$G

%#而且对心肌损伤的灵

敏度和特异度都较高#其增高表明已存在心肌损伤(坏死#故被

认为是目前诊断
;JQ

最好的确定标志物)

#

!

-

*

'

通过结果对比#心肌酶三合一反应板检出阳性率(灵敏度

及诊断符合率均高于其他
*

种方法'对发病
+*B

内患者进行

比较#心肌酶三合一检测符合率最高#其次是
&<:Q

检测#心肌

酶生化检出符合率最低'个别脂血或溶血标本可致显带或背

景欠清楚#可适当延长肉眼结果观察时间以消除干扰#不会影

响结果判定'因此心肌酶三合一检测可以克服其他
*

种方法

的局限#不受标本外观溶血或脂血和个人因素如运动的影响#

具有操作简便(结果快速准确和具有早期诊断意义等优点'

本文对心肌酶三合一金标快速检测板进行了比较#其检测

阳性率(准确性或阳性符合率均高于心肌酶谱生化检测和单一

&<:Q

金标方法#临床应用表明#心肌梗死三合一检测板可以
,

项指标同时检测$一步法%#操作简便快速#适用于全血(血清(

血浆等多种检测标本#无需缓冲液#具有灵敏度高#特异度或准

确性高等特点'为
;JQ

早期诊断提供了一种简便快速的实验

室诊断方法#值得临床应用或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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