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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探讨脑利钠肽前体（ＮＴｐｒｏＢＮＰ）和超敏肌钙蛋白Ｔ（ｃＴｎＴ）在急性脑出血患者血浆中的水平。
方法：高血压脑出血患者６０例，根据病历资料及治疗结果分为康复组和死亡组，用电化学发光法检测２组患者
入院第１天时血浆ＮＴｐｒｏＢＮＰ和ｃＴｎＴ水平，同时观察康复组患者入院后第７天和第１４天时血浆ＮＴｐｒｏＢＮＰ和
ｃＴｎＴ水平。结果：与康复组比较，入院第１天时死亡组患者ＮＴｐｒｏＢＮＰ和ｃＴｎＴ均显著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康复组患者脑出血第７天时，ＮＴｐｒｏＢＮＰ和ｃＴｎＴ显著高于第１天和第１４天，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结论：急性脑出血预后与发病时患者血浆 ＮＴｐｒｏＢＮＰ和 ｃＴｎＴ水平有关，ＮＴｐｒｏＢＮＰ和 ｃＴｎＴ水平在
发病后第７天最高。

［关键词］脑出血；高血压；脑利钠肽前体；超敏肌钙蛋白Ｔ；化学发光

［中图分类号］Ｒ７４３３４；Ｒ３４９８９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２７０７（２０１４）０６０８４８０３

ＬｅｖｅｌｓｏｆＢｒａｉｎＮａｔｒｉｕｒｅｔｉｃＰｅｐｔｉｄｅＰｒｅｃｕｒｓｏｒａｎｄＨｉｇｈ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ｅＴｒｏｐｏｎｉｎ
ｏｆＩｎｔｒａｃｅｒｅｂｒａｌＨｅｍｏｒｒｈａｇ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ａｎｄＩｔｓ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ＹＡＮＧＨｕｉ１，ＳＯＮＧＡｎｊｕｎ２，ＬＩＵＸｉｎｇｄｅ１

（１．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Ｃａｒｄｉｏｌｏｇｙ，Ａｆｆｉｌｉａｔｅｄ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ｏｆＧｕｉｙａｎｇＭｅｄｉｃ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Ｇｕｉｙａｎｇ５５０００４，Ｇｕｉｚｈｏｕ，Ｃｈｉｎａ；２．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Ｎｅｕｒｏｌｏｇｙ，Ａｆｆｉｌｉａｔｅｄ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ｏｆＧｕｉｙａｎｇＭｅｄｉｃ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Ｇｕｉｙａｎｇ５５０００４，Ｇｕｉｚｈｏｕ，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Ｔｏ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ｐｌａｓｍａｌｅｖｅｌｓａｎｄｉｔｓ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ｏｆｂｒａｉｎｎａｔｒｉｕｒｅｔｉｃ
ｐｅｐｔｉｄｅｐｒｅｃｕｒｓｏｒ（ＮＴｐｒｏＢＮＰ）ａｎｄｈｉｇｈ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ｅｃａｒｄｉａｃｔｒｏｐｏｎｉｎＴ（ｃＴｎＴ）ｉｎｉｎｔｒａｃｅｒｅｂｒａｌｈｅｍｏｒ
ｒｈａｇ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Ｍｅｔｈｏｄｓ：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ｍｅｄｉｃａｌｒｅｏｃｒｄｓａｎｄ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ｒｅｓｕｌｔｓ，６０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ｈｙｐｅｒ
ｔｅｎｓｉｖｅｃｅｒｅｂｒａｌｈｅｍｏｒｒｈａｇｅｗｅｒｅｄｉｖｉｄｅｄｉｎｔｏｒｅｈａｂｉｌｉｔ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ｄｅａｔｈｇｒｏｕｐ．ＮＴｐｒｏＢＮＰａｎｄ
ｃＴｎＴｌｅｖｅｌｓｏｆｄｅａｔｈｇｒｏｕｐｏｎ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ｄａｙａｆｔｅｒａｄｍｉｓｓｉｏｎａｎｄｒｅｈａｂｉｌｉｔ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ｏｎｔｈｅ１ｓｔ，７ｔｈａｎｄ
１４ｔｈｄａｙｓａｆｔｅｒａｄｍｉｓｓｉｏｎｗｅｒｅｔｅｓｔｅｄｂｙｅｌｅｃｔｒｏｃｈｅｍｉｌｕｍｉｎｅｓｃｅｎｃｅｉｍｍｕｎｏａｓｓａｙ．Ｒｅｓｕｌｔｓ：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ｒｅｈａｂｉｌｉｔ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ＮＴｐｒｏＢＮＰａｎｄｃＴｎＴｌｅｖｌｅｓｏｆｄｅａｔｈｇｒｏｕｐｏｎ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ｄａｙａｆｔｅｒａｄｍｉｓｓｉｏｎ
ｗｅｒｅ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Ｐ＜０．０５）．ＮＴｐｒｏＢＮＰａｎｄｃＴｎＴｌｅｖｅｌｓｏ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ｉｎｒｅｈａｂｉｌｉｔａｔｉｏｎ
ｇｒｏｕｐｏｎｔｈｅｓｅｖｅｎｔｈｄａｙｗｅｒｅ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ｏｎ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ｄａｙａｎｄｔｈｅｆｏｕｒｔｅｅｎｔｈｄａｙ（Ｐ＜００５）．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Ｐｒｏｇｎｏｓｉｓｏ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ａｃｕｔｅｃｅｒｅｂｒａｌｈｅｍｏｒｒｈａｇｅｉｓ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ＮＴｐｒｏＢＮＰａｎｄ
ｃＴｎＴｌｅｖｅｌｓ，ｗｈｉｃｈｒｅａｃｈｔｈｅｈｉｇｈｅｓｔｏｎｔｈｅｓｅｖｅｎｔｈｄａｙａｆｔｅｒｄｉｓｅａｓｅ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ｃｅｒｅｂｒａｌｈｅｍｏｒｒｈａｇｅ；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ｏｎ；ｂｒａｉｎｎａｔｒｉｕｒｅｔｉｃｐｅｐｔｉｄｅｐｒｅｃｕｒｓｏｒ；ｈｉｇｈ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ｅ
ｃａｒｄｉａｃｔｒｏｐｏｎｉｎＴ；ｅｌｅｃｔｒｏｃｈｅｍｉｌｕｍｉｎｅｓｃｅｎｃｅ

８４８

第３９卷　第６期
２０１４年１２月 　　　 贵 阳 医 学 院 学 报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ＵＩＹＡＮＧＭＥＤＩＣＡＬＣＯＬＬＥＧＥ　　　
Ｖｏｌ．３９　Ｎｏ．６
２０１４．１２

 贵阳医学院２０１２级硕士研究生
通信作者 Ｅｍａｉｌ：ｌｘｄ＠ｇｍｃ．ｅｄｕ．ｃｎ
网络出版时间：２０１４－１１－１９　网络出版地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ｎｋｉ．ｎｅｔ／ｋｃｍｓ／ｄｅｔａｉｌ／５２．５０１２．Ｒ．２０１４１１１９．１２２９．００７．ｈｔｍｌ



　　急性脑出血是临床常见病症，起病急，病死、病
残率高，患者往往并发心肌损害［１－３］。有研究发

现，脑利钠肽前体（ＮＴｐｒｏＢＮＰ）和心肌坏死标志物
超敏肌钙蛋白Ｔ（ｃＴｎＴ）与急性脑出血的预后有关，
但急性脑出血后患者 ＮＴｐｒｏＢＮＰ和 ｃＴｎＴ的水平
与急性脑出血患者预后的相关研究少见报道［４］。

本研究对急性脑出血患者 ＮＴｐｒｏＢＮＰ和 ｃＴｎＴ的
水平变化与急性脑出血患者预后的关系进行探讨，

为急性脑出血患者的治疗和预后提供参考。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２０１３年１月 ～２０１４年 ４月急诊神经内科和

ＩＣＵ收治的高血压脑出血患者６０例，均经ＣＴ证实
为脑出血，根据临床病历资料分为两组。（１）康复
组患者３０例，其中男性１８例，女性１２例，３５～７５
岁，平均（５５±２０）岁；出血部位基底节区２８例，脑
干１例，蛛网膜下腔１例；出血量２０～７２ｍＬ，平均
（４６±２６）ｍＬ；（２）死亡组患者３０例，其中男性１６
例，女性１４例，４０～７５岁，平均（５７５±１７５）岁；
出血部位基底节区２７例，脑干２例，蛛网膜下腔１
例；出血量３０～１０６ｍＬ，平均（６８±３８）ｍＬ；患者均
于发病７ｄ内治疗无效死亡。两组患者一般资料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所有患者排
除有严重心脏疾病、肾脏疾病、恶性肿瘤。

１２　方法
患者入院第１天采集静脉血３ｍＬ，康复组患

者还于入院后第 ７天和第 １４天时采集静脉血
３ｍＬ，采血后均立即４０００ｒ／ｍ离心５ｍｉｎ，取血浆
检测采用电化学发光法 ＮＴｐｒｏＢＮＰ、ｃＴｎＴ水平，相
关试剂由罗氏试剂公司提供。

１３　统计学分析
数据采用ＳＰＳＳ１７０统计软件分析，计数用均

数±标准差（ｘ±ｓ）表示，两两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
分析，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脑出血患者入院第１天ＮＴｐｒｏＢＮＰ和ｃＴｎＴ水
平比较，死亡组均显著高于康复组，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１。康复组患者脑出血第７
天时ＮＴｐｒｏＢＮＰ、ｃＴｎＴ两项指标显著高于第 １天
和第１４天，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而第１

天和第１４天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见表２。

表１　两组脑出血患者入院第１天
ＮＴｐｒｏＢＮＰ和ｃＴｎＴ水平（ｘ±ｓ）

Ｔａｂ．１　ＬｅｖｅｌｓｏｆＮＴｐｒｏＢＮＰａｎｄｃＴｎＴｏ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ｃｅｒｅｂｒａｌｈｅｍｏｒｒｈａｇｅｉｎ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

ｏｎ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ｄａｙａｆｔｅｒａｄｍｉｓｓｉｏｎ
组别 ｎ ＮＴｐｒｏＢＮＰ（ｎｇ／Ｌ） ｃＴｎＴ（ｕｇ／Ｌ）
康复组 ３０ 　３７７８±１８４７ ００２７４±００１９７
死亡组 ３０ 　３５０７３±２１９１９ ０３２１９±０４８８８
Ｆ ７８８３ ３３１４
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２

表２　康复组脑出血患者ＮＴｐｒｏＢＮＰ
和ｃＴｎＴ的动态变化（ｘ±ｓ）

Ｔａｂ．２　ＤｙｎａｍｉｃｃｈａｎｇｅｓｏｆＮＴｐｒｏＢＮＰａｎｄｃＴｎＴ
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ｃｅｒｅｂｒａｌｈｅｍｏｒｒｈａｇｅ

ｉｎｒｅｈａｂｉｌｉｔ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
时间 ｎ ＮＴｐｒｏＢＮＰ（ｎｇ／Ｌ） ｃＴｎＴ（ｕｇ／Ｌ）
第１天 ３０ ３７７８±１８４７ ００２７４±００１９７
第７天 ３０ ８４３７±４００２（１） ００６６１±００４２２（１）

第１４天 ３０ ３９４６±１７９５ ００２３３±００１５４
（１）与第１天和第１４天比较，Ｐ＜００５

３　讨论

ＮＴｐｒｏＢＮＰ主要储存于心脏的心室肌，具有扩
张血管，增加排钠，对抗肾上腺素、肾素血管紧张
素等的水、钠潴留效应，当心室内压力增高时，ＮＴ
ｐｒｏＢＮＰ分泌增加，并与心衰的严重程度呈正相关，
ＮＴｐｒｏＢＮＰ血浆水平可作为心力衰竭及心肌梗死
后心功能评价与预后判定方面的良好生化指

标［５－６］。ｃＴｎＴ是心肌损伤的敏感标志物，其水平
与心肌梗死范围及预后明显相关。有研究认为

ｃＴｎＴ和ＮＴｐｒｏＢＮＰ联合检测对急性左心衰竭的预
后能作出更准确的判断［７］。也有研究认为 ｃＴｎＴ
和 ＮＴｐｒｏＢＮＰ联合检测与急性脑出血的预后有
关［８１０］。本研究结果显示，脑出血患者入院第１天
ＮＴｐｒｏＢＮＰ和ｃＴｎＴ水平比较，死亡组均显著高于
康复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提示急性
脑出血发病时 ｃＴｎＴ和 ＮＴｐｒｏＢＮＰ显著增高则患
者预后不良 ［１１－１２］。本研究还发现，康复组患者脑

出血第７天时 ＮＴｐｒｏＢＮＰ、ｃＴｎＴ两项指标显著高
于第１天和第 １４天，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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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０５），而第 １天和第 １４天比较无差异（Ｐ＞
００５）。提示脑出血患者在１周内风险最大，临床
上应密切注意患者病情，在积极治疗脑出血的同

时，应注意心肌功能的保护，以免由于急性脑出血

继发心肌受损，尤其是对冠心病高危患者引发心脏

性猝死。但急性脑出血导致 ＮＴｐｒｏＢＮＰ和 ｃＴｎＴ
水平升高的机制尚不清楚。可能与急性脑出血后

血肿占位效应导致高颅压，引起心血管中枢神经调

节系统受损、心脏的自主神经功能严重失调，造成

使心肌受损，心房压增高有关［１２－１３］。详细机制有

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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