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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著摘要·

血清C反应蛋白对老年人急性心肌梗死并发

多器官功能不全的早期预测价值

袁桂莉 肖晔 肖国民 刘坤申

1目 的

老年人急性心肌梗死并发多器官功能不全综合征

(MODS)发病率和死亡率高，临床上预测指标尚少，C反应蛋

白与其的相关性未见报道。本研究回顾性调查了老年人急

性心肌梗死中患者合并MODS者血清高敏C反应蛋白(hs．

cRP)水平，探讨老年人急性心肌梗死早期血清hs-CRP变化

与并发MODS的关系。

2方法

回顾性分析65岁以上患急性心肌梗死老年人51例，发

病24 h内检测血清hs—CRP，根据hs—CRP不同水平值分为3

组：1组hs-CRP正常(<1．1 ms／on)：男性11例，女性5例，共

16例，平均年龄(70．24-6)岁(65—78岁)；2组hs-CRP轻度升

高(1．1—2．0 mg／d1)，男性14例，女性6例，共20例，平均年

龄(73．7±5)岁(65—80岁)；3组ks．CRP明显升高(≥

2．1 mg／d1)，男性13例，女性2例，共15例，平均年龄(76．3±

7)岁(68—83岁)。

诊断标准：(1)急性心肌梗死的诊断根据WHO标准：持

续典型的胸痛30 min以上；典型心电图动态变化；心肌酶

(CK／CK．MB或TnT)的升高且动态变化，具有以上任何两项可

确诊。(2)多器官功能不全的诊断，根据王士雯教授提出的

标准，即年龄>60岁，在器官老化和患有多种慢性疾病的基

础上，由于某种诱因激发，在短时间内两个或两个以上器官

序贯或同时发生衰竭。

剔除病例：严重感染如肺感染、胆系感染、泌尿系感染、

高热、脑卒中、周围血管疾病及应用非甾体类抗炎药和类固

醇药物的患者。

3结果

3．1 hs-CRP水平不同l组(O．46-4-0．08)mgcU，2组(1．73 4-

0．13)mg／dl，3组(4．58±0．46)mg／dl。方差分析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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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临床情况1组MODS 1例(6．3％)，死亡1例(6．3％)；

2组MODS 8例(40％)，死亡3例(15％)；3组MODS 9例

(60％)，死亡6例(40％)；3个组用药基本相同，平均年龄无

明显差别。

3．3结果对比分析及相关关系2组发生MODS多于1组，

3组比2组、1组发生MODS明显增多(3个组的比例为

6．3％：40％：60％)。结果表明随着hs。CRP水平增高，MODS

的发病率增多，死亡率增加，呈正相关(r=o．47，P<0．01)。

4讨论

目前已证实hs-CRP是急性冠脉综合征的独立危险因

素，同时也证实急性心肌梗死与炎症有关担J。而CRP是最理

想的一种反映体内炎症反应的标志物，它具有较长的半衰

期，24 h的血浓度稳定bj。炎症急性期在各种炎症因子的作

用下，血浆IL-6升高，肝细胞反应性的生成CRP，内皮组织也

产生一定量的cRPl⋯。本组病例除外了感染等炎症，所以

CRP的升高可表示急性心肌梗死的急性炎症反应。有研究

表明CRP具有直接促炎症的效应。本研究发现老年人急性

心肌梗死早期hs-CRP升高与并发MODS呈正相关，提示老年

人急性心肌梗死并发MODS的诱发因素，除与器官储备功能

下降、低灌注、应激反应中内分泌体液因素的变化有关外⋯，

可能还与炎症反应有关；同时也提示hs-CRP对老年人急性

心肌梗死早期预测MODS有一定价值，但本组病例较少，尚

待进一步研究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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