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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院2007年 l0月 ～2008年 10月有胸痛及外伤的患者 

(年龄 35～7O岁，男性 130名，女性 70名)200名进行肌钙蛋 

白I(CTNI)及肌红蛋白(Myo)的测定，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门诊及住院患者 中有胸痛及外伤后怀疑有心肌损伤的， 

进行 CTNI及 Myo测定。方法采用非均项分析法，仪器采用美 

国进口的德灵(Dimension Pand Plus)全自动生化分析仪，试剂 

采用原装进口试剂。 

2 结果与讨论 

200例患者中有 34例为 Myo升高，占 17％；有 21例为 

CTNI升高，占10％；有 21例为 Myo和 CTNI两项同时升高，占 

10％ 。 

目前认为心肌标志物 CTNI和 Myo在急性心肌梗死中是 
一 个重要的指标。据报道，其敏感性和特异性均超过 CK— 

MB。其中CTNI是唯一存在于心肌细胞收缩器的结构蛋白， 

对心肌坏死或损伤有高度的敏感性和特异性。特别是当 CK 

— MB在正常参考区间或临界值时，测定 CTNI来分辨有无心 

肌坏死更有意义。 

而 Myo是心肌细胞的一种色素蛋 白，在肌细胞中担负着 

载氧功能，也是心肌细胞损伤后较敏感的标志物。但是 Myo 

也存在于肌肉中，特别是外伤病人 Myo升高就特别高。结合 

心肌酶和心电图，超声心电图等的检查，最后诊断为心肌梗死 

的病人还是 CTNI和 Myo都升高；如果单项 Myo升高，应结合 

其他检查仔细分析。在我们的观察中，单项 Myo升高 的有 

65％的患者后来都不是心肌梗死。但是也不能放弃，也许有 
一 小部分患者有小的梗死。二者同时升高的就一定是心肌梗 

死。CTNI特别是在诊断微小心肌损伤时，有足够的敏感性和 

特异性。所以有条件者应该连续多次测定 CTNI和 Myo，特别 

是对不稳定型心绞痛患者中 CTNI升高应给予高度重视。因 

其极易发展成为心肌梗塞，而 CTNI不升高者将有一个稳定的 

预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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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较为常见，南昌地区 sP对喹诺酮类药物的耐药率与台湾地 

区相近 j，都维持在低水平。 

所有分离的 sP中未发现对原始霉素、喹奴普丁／达福普 

丁、利奈唑胺、万古霉素耐药的菌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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