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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尿酸和脑钠肽水平评估进展性缺血性脑卒中的价值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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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的
"

探讨血尿酸和脑钠肽水平评估进展性缺血性脑卒中的价值&方法
"

选取该院于
"'!3

年

!'

月至
"'!:

年
!'

月收治的进展性缺血性脑卒中患者
3#

例作为观察组!根据病情严重程度分为'轻型+美国国

立卫生研究院卒中量表"

WP̂ YY

$评分
$

:

分,%中型"

WP̂ YY

评分
:

!

!%

分$%重型"

WP̂ YY

评分
%

!%

分$&另选

取该院于
"'!&

年
!

月至
"'!3

年
!"

月收治的非进展性缺血性脑卒中患者
3'

例作为对照组&两组患者均于入

院后采集空腹外周静脉血
#4U

!分离血清!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0UPY.

法$测定脑钠肽水平!采用尿酸(过

氧化物酶偶联法测定血尿酸水平&结果
"

观察组血尿酸和脑钠肽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重型组血尿酸和脑钠肽水平高于轻型组和中型组!且中型组血尿酸和脑钠肽水平高于轻型组!差异

均有统计学意义"

:

$

'$'%

$#血尿酸与脑钠肽联合检测的灵敏度和特异度高于血尿酸%脑钠肽单项指标检测!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结论
"

血尿酸和脑钠肽联合检测具有较高的灵敏度和特异度&

关键词#血尿酸#

"

脑钠肽#

"

进展性缺血性脑卒中#

"

联合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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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展性缺血性脑卒中发病原因尚不十分明确#主 要指在发病
!

周内通过治疗病情仍进行性加重的卒

*

37!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7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P6@TUAJV?I

!

TA6HAF

K

"'!7

!

S=D$&'

!

W=$"

!

基金项目#上海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

年度青年医师扶持计划$

YZ"'!:%"!:

%)

""

作者简介!孟倩#女#技师#主要从事临床免疫学检验相关研究)

""

本文引用格式#孟倩#徐珊#肖林林#等
$

血尿酸和脑钠肽水平评估进展性缺血性脑卒中的价值分析'

T

(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7

#

&'

$

"

%!

!73/!7($



中或者脑缺血造成的神经系统症状在
3B

至
!&I

仍

逐渐加重'

!

(

)现代医学认为脑卒中后#早期神经功能

障碍的进展性加重会造成缺血区周围正常脑组织和

缺血半暗带损伤#而晚期进展主要是由全身因素所

致'

"/&

(

)因此#早期诊断对于改善进展性缺血性脑卒

中预后尤为重要)近年研究表明血尿酸和脑钠肽水

平与进展性缺血性脑卒中发生具有一定的相关

性'

%/3

(

)本研究旨在探讨血尿酸和脑钠肽水平评估进

展性缺血性脑卒中的价值)现报道如下)

A

"

资料与方法

A$A

"

一般资料
"

选取本院
"'!3

年
!'

月至
"'!:

年

!'

月收治的进展性缺血性脑卒中患者
3#

例#均经
,<

或者
V*P

证实)诊断参照.各类脑血管疾病诊断要

点/

'

:

(中相关标准!$

!

%入院时出现局灶性神经系统的

症状&体征+$

"

%于发病
:"B

内病情进行性加重#且患

者瘫痪侧肢体肌力降
"

级或
"

级以上+$

#

%神经影像

学复查排放出血转化或由于感染&心功能不全所致的

病情进展)排除标准!$

!

%自身免疫性疾病+$

"

%各种

急慢性感染性疾病+$

#

%出血性疾病&消化性溃疡等+

$

&

%精神疾病)

3#

例患者中#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

岁#平均$

3'$#(b%$&"

%岁+根据病情严重程度

分为轻型组'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卒中量表$

WP̂ YY

%

评分
$

:

分(

!7

例&中型组$

WP̂ YY

评分
:

!

!%

分%

"3

例和重型组$

WP̂ YY

评分
%

!%

分%

!(

例)另选取该

院
"'!&

年
!

月至
"'!3

年
!"

月收治的非进展性缺血

性脑卒中患者
3'

例#均经
,<

或者
V*P

证实+其中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

岁#平均$

3'$:7b%$!3

%

岁)各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

%)

A$B

"

方法

A$B$A

"

标本采集
"

观察组和对照组患者均于入院后

采集空腹外周静脉血
#4U

#以离心半径
!%E4

#转速
#

'''F

"

456

#离心
!'456

#分离血清#置于
M"'`

下保

存待测)

A$B$B

"

检测方法
"

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0UPY.

法%测定脑钠肽水平#采用尿酸"过氧化物酶偶联法测

定血尿酸水平)应用贝克曼
-[,(''

全自动生化分

析仪进行测定)脑钠肽试剂盒购自上海西唐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血尿酸试剂盒购自上海新睿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A$B$C

"

观察指标
"

$

!

%观察组和对照组患者血尿酸

和脑钠肽水平+$

"

%进展性缺血性脑卒中不同病情程

度血尿酸和脑钠肽水平变化+$

#

%评估血尿酸和脑钠

肽联合诊断方法学指标#包括特异度&灵敏度等)

A$C

"

统计学处理
"

应用
Y)YY!3$'

统计学软件进行

数据分析#计量资料以
8bA

表示#两两比较采用
?

检

验+计数资料以率或构成比表示#采用
!

" 检验)采用

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

*e,

曲线%评估诊断价值)

: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B

"

结
""

果

B$A

"

观察组和对照组血尿酸和脑钠肽水平变化比较

"

观察组血尿酸和脑钠肽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

$

'$'%

%)见表
!

)

表
!

""

两组血尿酸和脑钠肽水平变化比较$

8bA

%

组别
'

血尿酸$

$

4=D

"

U

% 脑钠肽$

6

2

"

U

%

观察组
3# #("$#!b"($#7 &!#$"7b##$"3

对照组
3' "(&$%"b"&$3: "(#$#%b"&$3(

? "'$#&7 "&$%'7

:

$

'$'%

$

'$'%

B$B

"

不同病情严重程度血尿酸和脑钠肽水平变化比

较
"

重型组血尿酸和脑钠肽水平高于轻型组和中型

组#且中型组血尿酸和脑钠肽水平高于轻型组#差异

均有统计学意义$

:

$

'$'%

%)见表
"

)

表
"

""

不同病情严重程度血尿酸和脑钠肽水平

"""

变化比较$

8bA

%

病情程度
'

血尿酸$

$

4=D

"

U

% 脑钠肽$

6

2

"

U

%

轻型组
!7 #"7$(#b"%$:3 #%3$"7b"7$:3

中型组
"3 #:3$#"b":$#"

!

&!%$#"b#"$:3

!

重型组
!( &#7$("b#"$&7

!-

&%7$(#b#:$&'

!-

P "%$&7( #!$("!

:

$

'$'%

$

'$'%

""

注!与轻型组比较#

!

:

$

'$'%

+与中型组比较#

-

:

$

'$'%

B$C

"

血尿酸和脑钠肽联合诊断方法学评估
"

血尿酸

与脑钠肽联合诊断的
*e,

曲线下面积大于血尿酸单

核诊断和脑钠肽单独诊断#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a

3$7:!

&

%$(3&

#

:

$

'$'%

%)见表
#

&图
!

)

表
#

""

血尿酸和脑钠肽联合诊断方法学评估

诊断方法 灵敏度$

+

% 特异度$

+

% 曲线下面积

血尿酸
%($7# 3'$#7 '$:77

脑钠肽
3!$&7 3#$'" '$(#7

联合诊断
(%$"7 ("$%# '$7##

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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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

讨
""

论

""

进展性缺血性脑卒中预后较差#致残率和病死率

较高#且由于病情进展容易造成医疗纠纷#越来越受

到重视'

(

(

)现代医学认为#进展性缺血性脑卒中发病

机制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7/!!

(

!$

!

%原发动脉部位血栓

蔓延出现新的狭窄或者原有狭窄血管出现闭塞或者

经阻断侧支血管使侧支循环消失+$

"

%原发梗死区域

无扩大#以及脑水肿扩散使神经功能缺损程度加重+

$

#

%在动脉粥样硬化最严重的一侧#伴或不伴狭窄和

$或%溃疡#开始血栓不足以致闭塞#以及这种血栓灶

继续加速#从而慢慢使血管腔消失#进一步逐渐或者

间断递增脑缺血区域+$

&

%患者一般状态包括全身感

染&酸碱平衡或者电解质调节等改变&心肺功能改变

均可干扰脑代谢#且会致使神经功能缺损加重)

脑钠肽是由心脏和脑分泌的一种循环激素#是利

钠肽家族的重要成员之一#同时也是肾素
/

血管紧张

素
/

醛固酮系统唯一的天然拮抗剂'

!"

(

)脑钠肽主要由

心室分泌#具有扩张血管&利尿&排钠&降低体循环血

管阻力等作用)研究认为在进展性缺血性脑卒中病

理生理中#脑钠肽的降低交感神经张力和扩张外周血

管作用会致使血压下降和系统血管阻力下降#降低脑

血流量#从而导致出现梗死周围缺血半暗带的组织坏

死#且其利尿&利钠作用#使血液浓缩#血容量减少#进

一步加重缺血'

!#

(

)近年来研究报道显示#尿酸可损害

血管内皮细胞功能#刺激血管平滑肌增殖和激活血小

板#促进血栓形成#且释放的前炎症因子会诱发动脉

粥样硬化'

!&

(

)当出现进展性缺血性脑卒中后#血尿酸

会影响急性缺血时梗死灶的血流再灌注)有学者研

究报道显示#进展性缺血性脑卒中患者血尿酸水平明

显高于对照组#但血尿酸与进展性缺血性脑卒中关系

尚存在争议'

!%

(

)尿酸主要是因嘌呤在肝脏内产生)

血尿酸在进展性缺血性脑卒中中水平升高的原因可

能包括以下几方面!$

!

%血尿酸结晶在血管壁沉积#血

管内皮损伤#诱发炎性反应#从而促进动脉粥样硬化

的快速进展#而受损的血管内皮使血小板黏附&聚集#

进一步导致血栓形成)$

"

%在进展性缺血性脑卒中发

生初期#机体为避免体内自由基的损害#对抗进展性

缺血性脑卒中的各种氧化应激而发生血尿酸水平上

升#缺血越重#导致机体血尿酸水平越高)本研究结

果表明#观察组脑钠肽及尿酸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

重型组高于轻型组和中型组#且中型组高于轻型组#

提示进展性缺血性脑卒中患者脑钠肽及尿酸水平明

显上升#且随着病情加重其水平明显增加)

D

"

结
"

论

""

血尿酸和脑钠肽水平评估进展性缺血性脑卒中

患者具有重要价值#随着病情加重血尿酸和脑钠肽水

平上升#且血尿酸和脑钠肽联合检测具有较高的灵敏

度和特异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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