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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衰入院风险上升 43%[9]。另临床研究发现当 UMA

水平增加5倍时，发生心肌梗死的风险上升达43.9%，

心血管死亡危险率也显著上升，增加比例达到88.7%，

尤其对患有糖尿病、高血压与肥胖等基础疾病的患者

而言，UMA 水平在一定程度上预示着心血管事件的

发生[10]。

BNP 是由日本学者 Sudoh 等于 1988 年从猪脑分

离出来的，并通过研究证实BNP血浆水平可作为判断

心力衰竭病情及预后的一项指标，具有较好的敏感

性。临床上重度充血性心力衰竭时血浆BNP浓度可

比正常高 200~300倍，与充血性心力衰竭的严重程度

相关[11]。慢性心力衰竭发生发展的原因除心脏功能损

害、神经激素失衡外，炎症也起着重要作用。CRP是

由肝脏在细胞因子的作用下合成的，是一种机体非特

异性炎性反应的敏感标志物，在心肌损伤早期CRP水

平就表现为增高，但浓度并不高，因此需要采用较为

灵敏的检测方法，故称为hs-CRP。CRP其作为炎性反

应的敏感标志物广泛地参于动脉粥样硬化等心血管

疾病的介导。hs-CRP水平升高被证实是心衰患者发

生不良心血管事件的独立危险因子，而hs-CRP水平的

升高与心血管疾病危险性则表现为显著的正相关关

系[12]。本研究通过对UMA、BNP及 hs-CRP各指标的

检测结果显示，观察组UMA、BNP及hs-CRP水平均明

显高于健康对照组水平，经治疗后，均有不同程度的

下降。另对UACR水平与心功能分级的相关性分析，

UACR水平与不同心功能分级呈正相关。UACR能够

准确预测24 h尿蛋白排出量，与24 h尿白蛋白定量比

较，因尿样收集过程时间长，影响因素较大，尤其在低

龄患儿中收集 24 h尿样很困难，所以，即时测定尿蛋

白/肌酐比值，具有快速、简便、精确等特点，易于在临

床工作中推广。

综上所述，通过对 UMA、BNP、hs-CRP 及 UACR

等指标的检测，有利于对心功能诊断与分层做出判

断，并对患者的心功能做出客观的反映。上述指标与

心力衰竭严重程度密切相关，因此可将指标的检测作

为心力衰竭早期诊断与治疗，以及疗效与预后观察的

重要依据。虽然 BNP 的检测价格相对较高，但是

UMA、hs-CRP、UACR检测简单易行，花费较少，乡镇

一级的医疗单位就可以检测，随着经济的发展，BNP

的检测也会广泛开展，相信对 UMA、BNP、hs-CRP 及

UACR的检测有助于早期、客观评价CHF患者的心功

能、治疗效果及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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