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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心脏标志物临床与检验》由黄山、刘志琴、樊学军主编。

《心脏标志物临床与检验》按心血管疾病的发生、发展和转归的进程，对近100种心脏标志物的生物学
特性、实验室检验方法、临床意义、检验影响因素和正常参考范围作了详尽阐述，是一部具有实用性
与指导性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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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十一、动脉粥样硬化危险因素标志物 动脉粥样硬化（arteriosclerosis，AS）和冠状动脉粥样
硬化性心脏病是多因素参与的缓慢发展的疾病。
AS是一个多种遗传因素和环境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感染、免疫、炎症三者共同作用，是AS的病理基
础。
寻找理想的标志物，就是要研究标志物与疾病发生机制、疾病进程和疾病严重程度以及转归的关系，
要求标志物要有很强的指示作用，可以评价疾病状况、反映治疗效果，要通过大量的对比研究来进行
。
许多标志物都与AS密切相关，但是，笔者认为，可以代表AS已形成的确定性的标志物，主要是同型半
胱氨酸（Hcy）、转化生长因子β1（TCF—β1）、血红素加氧酶1（HO—1）、糖基化终末产物
（AGE）、核因子κB（NF—κB）、骨保护素（OPG）、羧基端糖肽、瘦素等。
 十二、心力衰竭（heart failure，HF）标志物 脑钠肽和氨基端脑钠肽前体是近期发现的与心血管疾病密
切相关的少数几种有力的血清标志物之一，其血浆水平的升高与左心室功能下降程度密切相关，且在
心力衰竭的排除诊断方面具有极高的诊断价值，而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心功能不全和高血压等疾病状
态下导致左心室张力增高时，外周循环中的血清脑钠肽（BNP）水平会显著升高。
而氨基端脑钠肽前体（NT—proBNP）为BNP生成过程中产生的无活性肽段残片，它与BNP呈1：1生成
，由于其较之BNP血浆半衰期更长，因此变化幅度更大，并与BNP浓度有着良好的相关性，多项研究
证实，BNP和NT—proBNP对于临床诊断和评估包括心功能不全、心律失常和高血压在内的众多心血
管疾病具有一定的意义。
同时，与此类似的标志物还有心钠素（ ANP（又称高半胱氨酸，Hcy））、钠氢交换体1（NHE1）、
尾加压素Ⅱ（UⅡ）、心血管活性肽、肾上腺髓质素（ADM）、肾素—血管紧张素—醛固酮系统
（RAAS）、Periostin蛋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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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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