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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血性心力衰竭患者肾上腺髓质素与内皮素、血

管紧张素Ⅱ结果比较
刘义明揭育丽

【摘要】目的研究充血性心力衰竭(cHF)患者血浆肾上腺髓质素(AM)含量变化及其与血浆内

皮素(E∞、血管紧张素Ⅱ(AngⅡ)的关系。方法用放射免疫法测定95例cHF患者(cHF组)和50例

正常人(正常对照组)的血浆AM、ET和AngⅡ含量，同时用彩色超声心动图测定56例cHF患者的

左心室射血分数(LvED。结果cHF患者血浆AM高于正常对照组；cHF患者血浆AM、ET、AngⅡ升

高程度与心力衰竭严重程度正相关；cHF患者血浆AM与ET、AM与AngⅡ均呈显著正相关；血浆

AM与LvEF呈显著负相关(r=一0．6258，P<0．001)，与心脏横径／胸廓最大内径呈显著正相关

(仁0．6037，P<0．001)。 结论AM参与了cHF的病理生理过程，血浆AM升高可能与血浆ET和

AngⅡ升高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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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omparision between adre抛medIlllin， endothelin and angiotensin II in patients

with congestive heart f柚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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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changes of plasma adrenomedu(AM)， endothelin(ED and

an舀oteusin II(Ang II)in patients with congestive hean failure(CHF)．Methods Plasma AM，ET and Ang II

levels were detennined by radioimmuncassay in 95 patients with CHF and 50 healthy control subjects．In 95

patients with CHF， the left ventricular ejection fhction(LVED of 56 patients was measured by

echocardiography．Results The plasma AM level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patients with CHFthan that in

contml subjects．The increase of plasma AM，ET and Ang 11 was paraUel with the severity of CHF．There was a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between plasma levels of AM and ET(r=0．7218，P<0．01)and Ang II(r=O．6566，

P<0．001)．LVEF inversely coITelated(r=一0．6258，p<0．001)with plasma AM levels and significantly positiVe

correlated between the plams AM levels and the caIdiothoracic ration(卢0．6037，P<0．05)in patients with CHF．

Conclusio粥 These results suggest出at AM mi曲t play a cenain role in出e pa也叩hysiology of CHF．The

elevated plasma ET and Ang II may be responsible for the rise of plasma AM levels in patients with CHF．

【Key words】Hear failure， congestive；Adrenomedullin；Endothelin；Angiotensin II

肾上腺髓质素(adrenomedullin，AM)参与了心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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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活动的调节【1]，本研究测定了多种病因的充血性

心力衰竭(congestive heart failure，cHF)患者在不同

心功能状态下的血浆AM水平，同时分析血浆AM

水平与血浆内皮素(endothelin，ET)、血管紧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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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an垂oteusin II，AngII)水平、左心室射血分数

(1eft ventricular ejection fraction，LVEF)、心脏横径／

胸廓最大内径的相关性，旨在研究心力衰竭患者血

浆AM含量的变化，并探讨其机制和临床意义。

l资料与方法

1．1研究对象

在我院住院治疗的95例CHF患者，男47例，

女48例，年龄23～83岁，平均(55±14)岁，其中冠

心病31例，风湿性心脏病28例，扩张型心肌病

19例，高血压性心脏病17例；心功能分级(NYHA

标准)Ⅱ级30例，Ⅲ级3l例，Ⅳ级34例，各级之

间性别及年龄均无显著性差异；肾功能不全、急性

心肌梗死等患者除外。正常对照组50例，均为无

心、肝、肾和内分泌等疾病的健康体检者，其中男

24例，女26例，年龄23～8l岁，平均(56±16)岁，

与CHF组比较无性别及年龄差异。

1．2方法

①标本采集与处理：受检者清晨坐位采取肘静
脉血2 IIll，立即置于含有50山抑肽酶、50斗llO％

乙二胺四乙酸的预冷试管中，在4 cC下以3000转，

min(半径为12 cm)离心15 min后，取血浆于一80℃

冰箱保存，待测。AM、ET和An“I均采用放射免

疫法，药盒均由天津协和有限公司提供。②LvEF

测定：当日经彩色超声心动图测量LVEF测量方法

如下：测量收缩末期内径(D。)及舒张末期内径(玩)，

使Teichholz校正公式计算出左室容积：y=7．O佃+

2．4×D，LVEF_yr矿。∥d×100％(y产左室舒张末期容

积，ys_左室收缩末期容积)。③心胸比率测定：同

时摄胸部后前位片测量心胸比率，心胸比率=心脏

横径，胸廓最大内径。

1．3统计学处理

本均数比较用￡检验，组间行方差分析，部分资料

采用相关分析。

2结果

2．1各血浆AM、ET和AngII水平结果见表l。

2．2 CHF患者血浆AM与ET、AngII水平、LVEF

的相关关系

血浆AM含量升高与血浆ET、AngII水平的升

高均呈显著正相关(r=O．7218，P<0．ool；r=0．6566，

P<0．001)，与LVEF呈显著负相关(r=一0．6258，P<

0．001)。

2．3不同病因的CHF患者血浆AM含量

血浆AM水平在冠心病、风湿性心脏病、扩张

型心肌病、高血压性心脏病患者中分别为(47．47±

23．77)ng·L～、(48．42±18．88)ng·L一、(55．07±27．03)

ng·L—l、(55．15±24．21)ng．L一，均较正常对照组

[(16．92±4．09)ng·L一1】显著升高(拉3．254，尸≮0．01)，

但不同病因间比较无显著差异(拄2．345，乃0．05)。
2．4 CHF患者LVEF和心胸比率

CHF组LVEF明显低于对照组(t=3．567，尸<

O．001)。各心功能组与对照组比较均有显著差异

(t=2．845，P<0．01)。心功能各组之间比较也有显著

差异(￡=2．125，氏0．05；t=2．978，P<0．01)；CHF组

心胸比率较对照组明显增大(t=3．525，P<O．001)。

见表2、3。

2．5 CHF患者血浆AM水平与LVEF和心胸比率

的相关关系

CHF患者血浆AM水平与LVEF呈显著负相关

(r=一0．6258，P<O．001)，与心胸比率呈显著正相关

(r=0．6037，P<0．001)。

3讨论

数据以(互±s)表示。应用SPSS软件分析，两样 AM是一种强效舒血管活性肽，目前认为AM

表1各组血浆AM、ET、AngⅡ水平(ng·L-1，互虹)

组别 例数 AM ET AngⅡ

正常对照组

CHF组

心功能Ⅱ级

心功能Ⅲ级

50

95

30

3l

16．92±4．09

50．64±23．130

31．47±7．83“

45．36±10．Olk

55．87±7．64

100．97±22．316

80．76±11．54b

96．59±9．43bc

43．91±14．38

91．56±16．41“

76．43±12．84b

94．1l±9．52be

心功能Ⅳ级 34 72．37±23．05埘 122．8l±18．42M 102．59±14．14M

—’茬雨舔匿蕊FF灭丽稚芤葡瓤陬莉礴——丽丽百可丽r———————一
(下转第1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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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内合成陆MG机制的加强，体内产生BrMG过

剩，导致尿液BrMG排出增加所致。本组结果说

明，血清BrMG浓度增高可反映肾小球滤过率降低 1

或体内合成增多；尿液BrMG的浓度增高表明肾小

管再吸收能力下降，检测prMG是反映肾小球滤过 ．

率及‘肾小管功能的一项灵敏、特异的方法，可作为

Graves’甲亢伴白细胞减少疗效观察的指标之一。 3

本组结果表明，Graves’甲亢伴白细胞减少患

者血清和尿液B：．MG与FT3、n’4水平均呈显著正

相关，B：．MG变化与甲状腺的功能状态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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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一氧化氮、C端利钠肽相似，都是血管内皮源的

舒血管因子，不仅通过血循环起循环激素作用，还

通过旁分泌方式直接调节血管平滑肌的张力【2l。本

研究观察到CHF患者血浆AM与血浆ET、AngII

水平均较对照组显著升高，它们升高的程度亦与心

力衰竭的程度相平行，且AM与ET、AngII呈显著

正相关，与国外报道相一致网。CHF患者血浆AM水

平升高的机制尚不清楚，我们认为CHF时由于心

房压增高、心输出量减少、肾血流量减少等因素促

使机体合成及释放ET和AngII增多，它们一方面

引起血管强烈收缩，而且AngII引起醛固酮分泌，

使心脏前、后负荷增加，使心功能恶化；另一方

面，血浆ET及AngII水平升高的本身又可以刺激

机体合成及释放AM，使血浆AM升高【4】。AM可通

过其强大的舒血管效应降低总的外周血管阻力，并

可排钠利尿而减轻心脏前后负荷，从而在CHF发

生发展中起着重要的心功能保护作用嘲。本研究结

表2 cHF患者LVEF和心胸比率(；蜘)

女：与对照组比较，P<O．05

表3各心功能组LVEF和心胸比率(；妇)

m：与对照组比较，P<O．05

果还显示，血浆AM与LVEF呈显著负相关，提示

血浆AM水平可部分反映患者CHF程度。血浆AM

水平与病因无明显关系，说明AM升高仅是对

CHF时病理生理变化的反应。AM在CHF的病理

生理过程中的作用及其与ET和AngII等血管活性

肽之间的确切关系还需进一步探讨。

LVEF是反映左室收缩功能的敏感指标，心胸

比率则反映心脏扩大程度。我们发现，随着心功能

恶化，LVEF逐渐降低，心胸比率逐渐升高，血浆

AM与LVEF呈显著负相关，说明cHF时AM可间

接反映左室收缩功能。同时，AM与心胸比率显著

正相关，提示心脏扩大越明显，心脏合成与分泌

AM越多，AM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心脏扩大的程

度。本研究结果提示，血浆AM可作为反映CHF

严重程度的一项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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