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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心肌肌钙蛋白的临床应用》是根据《肌钙蛋白升高的临床意义（美国心脏学会2012年专家共识文件
）》、《高敏心肌肌钙蛋白在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中的应用中国专家共识》和欧洲心脏病学会的《心
脏急症时如何应用高敏肌钙蛋白》3个文件编写而成，旨在为各位同道在临床应用肌钙蛋白检测时提
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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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6.1.5 化疗相关的心脏毒性 专家组已经确定将肌钙蛋白作为检测药物引起的心脏损
伤的首选生物标志物[156]。
已经证实，高剂量的化疗药物（包括蒽环类药物、环磷酰胺以及可能的铂类药物）可以导致短暂性（
早期）和永久性左室收缩功能障碍、舒张功能障碍和心律失常。
对使用这些化疗药物的患者进行肌钙蛋白检测的多项研究得出的一些结果值得注意：①周期性化疗时
任何时间和任何水平的肌钙蛋白阳性，均明显增加患者永久性或更严重的左室收缩功能降低和（或）
早亡的风险；②肌钙蛋白升高的程度和频率与从早期治疗（疗程）开始的累积药物剂量有关[160]：③
在早期的化疗导致左室射血分数降低之后，随着时间的延长，肌钙蛋白未升高的患者左室功能更容易
出现明显或完全恢复，④低水平的肌钙蛋白升高可能主要与心室舒张功能的改变有关；⑤对患者进行
了充分的危险分层后，肌钙蛋白水平正常的阴性预测值非常有价值[164]。
最后，1项对473例患者（接受高剂量化疗药物后72h内出现肌钙蛋白水平升高）进行的随机研究显示，
应用依那普利（最后1次化疗1个月后开始每日2.5mg，随后分3步逐渐增加到每日20mg，治疗1年）可以
明显降低1年时发生左室功能障碍的危险（与安慰剂相比，风险比0.015；左室射血分数较基线时降低
≥10％的患者数依那普利组为0，安慰剂组为25）。
这些研究结果表明检测肌钙蛋白在指导辅助治疗中的作用[165]。
根据这些数据，肌钙蛋白可能是检测心脏毒性以及对左室功能障碍的严重程度进行危险分层的有效工
具。
如果有进一步的、实施良好的随机临床试验证实，应用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或许可以有效预防某
些化疗产生的心脏毒性效应。
 仅对儿童进行的观察性研究显示，应用蒽环霉素化疗期间较少有肌钙蛋白升高[166]，即使肌钙蛋白升
高，也与收缩功能无关[167]。
其他的研究表明左室扩张与肌钙蛋白升高有关，至少短期内如此。
关于化疗人群的一个关键问题是目前仍不清楚肌钙蛋白是否可以预测长期心血管死亡率。
 6.1.6在药物发中评估心脏毒性 正如临床实践中肌钙蛋白是蒽环霉素心脏毒性的标志一样，另一个关于
检测肌钙蛋白是否有价值的引起人们强烈兴趣的领域是新型药物早期研发阶段的心脏毒性监测。
与临床一样，敏感性和心脏特异性的相似优点对此领域很有意义。
同样，考虑到人群差异、正常水平和相对增量变化（尤其是应用高敏的肌钙蛋白检测方法）的定义，
以及缺乏特异性的病因，在药物研发早期阶段应用肌钙蛋白作为心脏毒性的生物标志物是可行的。
心脏安全性研究联合会关于这一问题制定了一个白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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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心肌肌钙蛋白的临床应用》由中国环境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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