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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外循环后急性肾损伤早期生化标记物的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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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急性肾损伤（ａｃｕｔｅｋｉｄｎｅｙｉｎｊｕｒｙ，ＡＫＩ）是体外循
环（ｃａｒｄｉｏ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ｂｙｐａｓｓ，ＣＰＢ）下心脏直视手术的
一种常见并发症。ＡＫＩ的发生与患者 ＩＣＵ停留时
间、住院时间、死亡率有显著的相关性。目前 ＡＫＩ
的诊断主要依靠术后血清肌酐的变化，但这会明显

延误ＡＫＩ的诊断，使患者ＣＰＢ心脏手术术后透析的
使用率增加，急性肾功能衰竭的发生率升高，患者死

亡率升高。而早期诊断 ＣＰＢ后 ＡＫＩ可有效的抑制
肾脏内皮功能不全、局部氧供不足、全身炎症反应以

及肾小管损伤。所以，临床上亟待于寻找能够早期

诊断ＣＰＢ后ＡＫＩ的生化标记物，以利于及早的诊断
和治疗。

１　ＡＫＩ的定义

目前国际上大多沿用两种急性肾损伤的分类标

准：ＲＩＦＬＥ（Ｒｉｓｋ－Ｉｎｊｕｒｙ－Ｆａｉｌｕｒｅ－Ｌｏｓｓ－Ｅｎｄｓｔａｇｅ
ｋｉｄｎｅｙｄｉｓｅａｓｅ）分类标准［１］和ＡＫＩＮ（ａｃｕｔｅｋｉｄｎｅｙｉｎ
ｊｕｒｙｎｅｔｗｏｒｋ）分类标准［２］。临床上多采用 ＲＩＦＬＥ分
类标准，其严重程度分为五个阶段：风险期，损伤期，

衰竭期，无功能期以及终末期肾病。ＲＩＦＬＥ分类标
准的最低实验室诊断标准为：肾小球滤过率下降超

过２５％，或血清肌酐上升超过基础值的１．５倍，或
尿量少于０．５ｍｌ／（ｋｇ·ｈ）且持续超过６ｈ［３］。

２　ＣＰＢ后ＡＫＩ的发病机理

ＣＰＢ介导的全身炎症反应，直接损伤肾小管，与
术后并发 ＡＫＩ相关［４－５］。ＣＰＢ转流过程中由于血
液与非生理的人工循环管路及膜肺中空纤维等人工

材料表面的直接接触，以及剪切力的作用，导致红细

胞溶解破坏，触发了大量炎性因子浓度的升高，如肿

瘤坏死因子α，白介素（ＩＬ）－６，ＩＬ－８等［６］，同时释

放大量血浆游离血红素，导致肾小管堵塞和小管细

胞的坏死［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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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ＣＰＢ中由于肾血管紧张度的改变，肾脏的有效
血流灌注可降低３０％，所产生的氧化应激直接造成
肾脏的缺血再灌注损伤［６，９］。在肾脏缺血再灌注损

伤中，起中心作用的是不稳定游离铁的释放。不稳

定游离铁通过破坏增殖，脂质过氧化，蛋白质氧化来

损伤肾小管上皮的功能［９－１０］。ＣＰＢ所造成红细胞
的破坏及其组分的释放，在参与肾脏缺血再灌注损

伤的同时，不仅加重了全身的炎症反应［９］，随之导

致铁传递蛋白，结合珠蛋白的消耗，引起全身血管阻

力的改变，血小板功能不全以及肾小管损伤［３，９］。

所有这些肾脏的再灌注损伤、低心排、肾血管收缩、

血液稀释、非搏动灌注共同导致了肾脏氧代谢的供

需不平衡，造成肾脏的细胞损伤［５，６，１１］。

ＣＰＢ的低温亦与ＣＰＢ后ＡＫＩ的发生相关［１２－１３］。

损伤机制是复温阶段增高的代谢需求和肾皮质的灌

注不足所导致的肾脏损伤［１３］。有报道称 ＣＰＢ期
间最低温度低于２７℃，会明显与术后ＡＫＩ的发生有
关［１２］。

ＣＰＢ中会形成大量的微栓子，包括纤维蛋白、聚
集的血小板、细胞碎片、脂肪和空气，但只有直径超

过４０μｍ的微栓子才能被有效滤除，小于４０μｍ的
微栓子则会直接损伤肾脏的毛细血管［６］。有报道

称，微栓子计数可作为独立因素影响ＣＰＢ后ＡＫＩ的
发生［１４］。

ＣＰＢ后ＡＫＩ的发病机理和病理生理学特征是
复杂的、多因素影响的。ＣＰＢ自身引起的变化又是
非常突出的，多中心报道非ＣＰＢ的心脏手术引起术
后ＡＫＩ的发生率明显低于ＣＰＢ下心脏手术［１５，１６］。

３　ＣＰＢ后ＡＫＩ发生的相关高危因素

尽早发现患者的相关高危因素，可以让患者在

整个围术期得到更好的治疗。ＣＰＢ后 ＡＫＩ发生的
相关高危因素可分为两大类：患者因素和手术因素。

患者因素包括：高龄，女性，术前肾功能不全，射血分

数（ＥＦ）＜４０％，急诊手术和糖尿病。手术因素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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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ＣＰＢ造成的血液稀释，使用主动脉内气囊反搏
（ＩＡＢＰ），瓣膜手术以及瓣膜置换联合冠状动脉旁路
移植术，ＣＰＢ时间过长［１７－２１］。在这些因素中可提示

ＣＰＢ后 ＡＫＩ最重要的预测性高危因素是术前血清
肌酐增高。ＣＰＢ后并发 ＡＫＩ需要透析治疗的患者
中，有 １０％ ～２０％的患者术前血清肌酐基础值在
１７７～３５４μｍｏｌ／Ｌ，有大约２５％的患者术前血清肌
酐基础值超过了３５４μｍｏｌ／Ｌ［１９］。

４　ＣＰＢ后ＡＫＩ的早期生化标记物

血清肌酐虽然是诊断 ＣＰＢ后 ＡＫＩ的最常用指
标，但因其缺乏特异性和敏感性，通常在肾功能受损

后数日才有明显的升高，所以用作ＣＰＢ后ＡＫＩ的早
期诊断有一定的局限性［３］。另外，血清肌酐受年

龄、性别、肌肉质量、容量分布、药物和蛋白质摄入的

影响较大，不能区分肾损伤的性质［３］，这就需要在

临床上寻找敏感性、特异性更好，表达更早的生化标

记物。

５　中性粒细胞明胶酶相关脂钙蛋白（Ｎｅｕｔｒｏｐｈｉｌｇｅ

ｌａｔｉｎａｓｅ－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ｌｉｐｏｃａｌｉｎ，ＮＧＡＬ）

ＮＧＡＬ是一种表达早，敏感性高，特异性高的肾
功能损伤指标。肾功能正常的患者，ＮＧＡＬ在其血
浆或尿液中几乎检测不到，当肾脏上皮细胞遭受再

灌注损伤，肾毒性药物，脓毒血症打击时，便会表达

并分泌大量的 ＮＧＡＬ［２２－２３］。肾功能损伤时表达大
量的ＮＧＡＬ，这在一些动物模型、新生儿、儿童、成人
病例中都有陆续的报道［２２－２３］。其标志性的研究当

属２００５年发表在柳叶刀上的一篇报道。作者观察
了７１例实施ＣＰＢ下心脏手术的儿童，术后 ＡＫＩ的
发生率为２８％，诊断标准是血清肌酐上升 ５０％以
上。用血清肌酐作为生化标记物要到术后１～３天
才能得到确诊，相比之下，ＡＫＩ的并发患者则在术后
２～６ｈ血清和尿液ＮＧＡＬ的浓度升高了１０倍，甚至
更高。作者将临界值定在５０μｇ／Ｌ，敏感性１００％，
特异性９８％［２４］。另有研究观察的患者样本中，ＣＰＢ
后ＡＫＩ的发生率为３７％，诊断的生化指标为血清肌
酐，但要到 ＣＰＢ后 ２～３ｄ才能得到确诊，而其
ＮＧＡＬ浓度的平均值却在 ＣＰＢ后２ｈ升高了３倍。
通过多元分析，ＣＰＢ后２ｈＮＧＡＬ的浓度是预测ＡＫＩ
最具说服力的独立因素（ｂｅｔａ＝０．００４，Ｐ＜０．０００１）。
ＮＧＡＬ的临界值为１５０μｇ／Ｌ，敏感性８４％，特异性
９４％。ＣＰＢ后２ｈＮＧＡＬ的浓度与血浆肌酐，ＡＫＩ持
续时间，住院时间均有很好的相关性。另外，术后

１２ｈ血浆ＮＧＡＬ的浓度与死亡率有高度相关性（ｒ＝

０．４８，Ｐ＝０．００４）［２２］。有的中心则采用 ＣＰＢ后４ｈ
血清ＮＧＡＬ的浓度来预测ＡＫＩ，临界值定在２２９μｇ／
Ｌ，且与术后血清肌酐浓度的变化存在显著相关性（ｒ
＝０．８６３，Ｐ＝０．００６）［２３］。

６　Ｈｅｐｃｉｄｉｎ

Ｈｅｐｃｉｄｉｎ是一种肝细胞合成的肽类激素，在正
常肾脏、心脏、大脑中也有少量的表达。Ｈａａｓｅ－
Ｆｉｅｌｉｔｚ等在研究中发现，ＣＰＢ后６ｈ和２４ｈ没有并
发ＡＫＩ的病例，其尿液 Ｈｅｐｃｉｄｉｎ浓度大量升高，为
并发ＡＫＩ病例的３～７倍，并发ＡＫＩ的病例，其术前
术后 Ｈｅｐｃｉｄｉｎ浓度变化不明显。最后作者的结论
是，Ｈｅｐｃｉｄｉｎ可作为ＣＰＢ后早期排除 ＡＫＩ的生化标
记物［２５］。ＨｏＪ等在分析ＣＰＢ后ＡＫＩ患者尿液蛋白
组学时亦发现，Ｈｅｐｃｉｄｉｎ作为一种维持铁动态平衡
的中心调节物，当其在尿液中高表达时，可作为排除

ＣＰＢ后ＡＫＩ的指标［２６］。ＨｏＪ在最近的一组病例中
再次证明了他的这个发现［２７］。澳大利亚的 Ｐｒｏｗｌｅ
等在观察了一组９３例患者后也指出 Ｈｅｐｃｉｄｉｎ是与
ＣＰＢ后ＡＫＩ相关的负性指标［２８］。

７　半胱氨酸蛋白酶抑制剂Ｃ（ＣｙｓｔａｔｉｎＣ）

ＣｙｓｔａｔｉｎＣ分子量较小，能自由通过肾小球，不
被肾小管上皮细胞吸收和分泌，在体内的浓度主要

受肾小球滤过率（ｇｌｏｍｅｒｕｌａｒｆｉｌｔｒａ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ＧＦＲ）的
影响，不受年龄，肌肉质量，炎性因子的影响，能更加

准确的反映肾脏的功能状态［２９］。在一项研究中，

ＣＰＢ后２ｈ，１２ｈ，２４ｈ分别测量血清ＣｙｓｔａｔｉｎＣ的浓
度，其中出现 ＡＫＩ的患者，ＣＰＢ后１２ｈ测得的 Ｃｙｓ
ｔａｔｉｎＣ的浓度要明显高于未出现ＡＫＩ的患者（Ｐ＜
０．０００１），并持续至ＣＰＢ后２４ｈ。其临界值定在１．１６
ｍｇ／Ｌ。ＣｙｓｔａｔｉｎＣ浓度的升高与 ＡＫＩ的严重程度与
持续时间，以及患者住院时间都密切相关，被认为是

早期诊断 ＣＰＢ后 ＡＫＩ的较可靠的生化标记物［３０］。

广东省人民医院的一篇报道中称，ＣｙｓｔａｔｉｎＣ用作早
期诊断ＣＰＢ后ＡＫＩ时，敏感性高达９２％，特异性高
达９５％，诊断时间较血清肌酐早１～１．５ｄ［３１］。

８　ＩＬ－１８

在一项随机对照实验中，ＣＰＢ后 ４～６ｈ并发
ＡＫＩ的患者尿液中ＩＬ－１８的浓度显著升高，１２ｈ时
达到峰值，为基础值的２５倍，至ＣＰＢ后４８ｈ时仍高
于基础值，相对于通过血清肌酐升高诊断 ＣＰＢ后
ＡＫＩ的４８～７２ｈ而言，被认为是早期诊断 ＣＰＢ后
ＡＫＩ的较好指标［３２］。但也有文章称，并未发现Ｉ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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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与ＣＰＢ后ＡＫＩ的相关性［３３］，或虽未发现 ＩＬ－１８
与ＣＰＢ后 ＡＫＩ的相关性，但认为 ＩＬ－１８可作为
ＣＰＢ相关全身炎症反应的非特异性标记物［３４－３５］。

９　α－１微球蛋白

同ＩＬ－１８一样，α－１微球蛋白（Ａｌｐｈａ－１ｍｉ
ｃｒｏｇｌｏｂｕｌｉｎ）作为ＣＰＢ后ＡＫＩ的早期诊断指标，是否
准确没有明确的结论。有报道称，ＣＰＢ后早期尿液
中α－１微球蛋白浓度的升高可准确的提示ＡＫＩ，且
经济方便［３６］，但也有学者称 α－１微球蛋白与 ＣＰＢ
后早期ＡＫＩ无任何相关性［３３］。

１０　脂肪酸结合蛋白

脂肪酸结合蛋白（ｆａｔｔｙａｃｉｄ－ｂｉｎｄｉｎｇｐｒｏｔｅｉｎｓ，
ＦＡＢＰ）是一类在肾脏表达繁杂的细胞内运输蛋白，
大小约１４ｋＤａ，分２型：肝型和心型。肝型脂肪酸结
合蛋白（ｌｉｖｅｒ－ｔｙｐｅｆａｔｔｙａｃｉｄ－ｂｉｎｄｉｎｇｐｒｏｔｅｉｎ，Ｌ－
ＦＡＢＰ）是脂钙蛋白超家族中的一员，通过细胞的内
噬作用在近曲小管被重吸收。脂肪酸结合蛋白参与

细胞内长链脂肪酸的转运，通过促进游离脂肪酸的

代谢和结合长链脂肪酸的氧化产物，发挥内源性抗

氧化的作用［３７］。Ｐｏｒｔｉｌｌａ等指出尿液中Ｌ－ＦＡＢＰ的
浓度可用做小儿心脏术后并发 ＡＫＩ的早期敏感预
测指标［３８］。他们发现并发 ＡＫＩ的患者术后４ｈ和
１２ｈ的尿液Ｌ－ＦＡＢＰ浓度分别升高９４倍和４５倍，
排除ＣＰＢ时间的影响后术后４ｈ的尿液 Ｌ－ＦＡＢＰ
浓度预测ＣＰＢ后ＡＫＩ的准确度为８１％，敏感度７１％。

１１　结　论

虽然大多数 ＣＰＢ后 ＡＫＩ的诊断标准依赖于术
后血清肌酐的升高，但由于其所受影响因素较多，明

显升高所需时间过长，特异性敏感性不高，无法作为

早期诊断ＣＰＢ后 ＡＫＩ的理想指标。近些年研究较
多的一些可用作早期预测 ＣＰＢ后 ＡＫＩ的生化标记
物，以其高特异性、高敏感性、准确度高，备受关注。

但某些生化标记物是否与 ＣＰＢ后 ＡＫＩ的发生有相
关性仍存争议。有效的生化标记物，其预测 ＣＰＢ后
ＡＫＩ的临界值也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目前，也缺
乏大样本前瞻性的临床对照试验，某些指标的作用

机理也尚未阐明。预测 ＣＰＢ后 ＡＫＩ的早期生化标
记物有待于进一步研究，使其能在临床上得到推广

应用。

参考文献：

　［１］　ＢｅｌｌｏｍｏＲ，ＲｏｎｃｏＣ，ＫｅｌｌｕｍＪＡ，ｅｔａｌ．Ａｃｕｔｅｒｅｎａｌｆａｉｌｕｒｅ－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ｏｕｔｃｏｍｅ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ａｎｉｍａｌｍｏｄｅｌｓ，ｆｌｕｉｄｔｈｅｒａｐｙ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ｎｅｅｄｓ：ＴｈｅＳｅｃｏｎｄ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ｓｅｎ

ｓｕｓ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ＡｃｕｔｅＤｉａｌｙｓｉｓＱｕａｌｉｔｙ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ＡＤＱＩ）

Ｇｒｏｕｐ［Ｊ］．ＣｒｉｔＣａｒｅ，２００４，８（４）：Ｒ２０４－２１２．

　［２］　ＭｅｈｔａＲＬ，ＫｅｌｌｕｍＪＡ，ＳｈａｈＳＶ，ｅｔａｌ．ＡｃｕｔｅＫｉｄｎｅｙＩｎｊｕｒｙ

Ｎｅｔｗｏｒｋ：ｒｅｐｏｒｔｏｆａｎ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ｔｏｉｍｐｒｏｖｅｏｕｔｃｏｍｅｓｉｎａｃｕｔｅ

ｋｉｄｎｅｙｉｎｊｕｒｙ［Ｊ］．ＣｒｉｔＣａｒｅ，２００７，１１（２）：Ｒ３１．

　［３］　ＫｕｍａｒＡＢ，ＳｕｎｅｊａＭ．Ｃａｒｄｉｏ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ｂｙｐａｓｓ－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ａ

ｃｕｔｅｋｉｄｎｅｙｉｎｊｕｒｙ［Ｊ］．Ａｎｅｓｔｈｅｓｉ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１，１１４（４）：９６４－

７０．

　［４］　ＰａｐａｒｅｌｌａＤ，ＹａｕＴＭ，ＹｏｕｎｇＥ．Ｃａｒｄｉｏ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ｂｙｐａｓｓｉｎ

ｄｕｃｅｄ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ｉｏｎ：ｐａｔｈｏ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Ａｎｕｐｄａｔｅ

［Ｊ］．ＥｕｒＪＣａｒｄｉｏｔｈｏｒａｃＳｕｒｇ，２００２，２１（２）：２３２－２４４．

　［５］　ＳｈｅｒｉｄａｎＡＭ，ＢｏｎｖｅｎｔｒｅＪＶ．Ｃｅｌｌｂｉ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ｍｅｃｈａ

ｎｉｓｍｓｏｆｉｎｊｕｒｙｉｎｉｓｃｈｅｍｉｃａｃｕｔｅｒｅｎａｌｆａｉｌｕｒｅ［Ｊ］．ＣｕｒｒＯｐｉｎ

Ｎｅｐｈｒｏｌ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２０００，９（４）：４２７－４３４．

　［６］　ＯｋｕｓａＭＤ．Ｔｈｅ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ｃａｓｃａｄｅｉｎａｃｕｔｅｉｓｃｈｅｍｉｃｒｅｎａｌ

ｆａｉｌｕｒｅ［Ｊ］．Ｎｅｐｈｒｏｎ，２００２，９０（２）：１３３－１３８．

　［７］　ＶａｌｅｒｉＣＲ，ＭａｃＧｒｅｇｏｒＨ，ＲａｇｎｏＧ，ｅ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ｃｅｎｔｒｉｆｕ

ｇａｌａｎｄｒｏｌｌｅｒｐｕｍｐｓｏｎｓｕｒｖｉｖａｌｏｆａｕｔｏｌｏｇｏｕｓｒｅｄｃｅｌｌｓｉｎｃａｒ

ｄｉｏ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ｂｙｐａｓｓｓｕｒｇｅｒｙ［Ｊ］．Ｐｅｒｆｕｓｉｏｎ，２００６，２１（５）：２９１

－２９６．

　［８］　ＭｏｕｓｓａｖｉａｎＭＲ，ＳｌｏｔｔａＪＥ，ＫｏｌｌｍａｒＯ，ｅｔａｌ．Ｈｅｍｏｇｌｏｂｉｎｉｎ

ｄｕｃｅｓｃｙｔｏｔｏｘｉｃｄａｍａｇｅｏｆｇｌｙｃｉｎｅ－ｐｒｅｓｅｒｖｅｄｒｅｎａｌｔｕｂｕｌｅｓ［Ｊ］．

ＴｒａｎｓｐｌＩｎｔ，２００７，２０（１０）：８８４－８９４．

　［９］　ＨａａｓｅＭ，ＢｅｌｌｏｍｏＲ，Ｈａａｓｅ－ＦｉｅｌｉｔｚＡ．Ｎｏｖｅｌｂｉｏｍａｒｋｅｒｓ，ｏｘ

ｉｄａｔｉｖｅｓｔｒｅｓｓ，ａｎｄｔｈｅｒｏｌｅｏｆｌａｂｉｌｅｉｒｏｎｔｏｘｉｃｉｔｙｉｎｃａｒｄｉｏｐｕｌｍｏ

ｎａｒｙｂｙｐａｓｓ－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ａｃｕｔｅｋｉｄｎｅｙｉｎｊｕｒｙ［Ｊ］．ＪＡｍＣｏｌｌ

Ｃａｒｄｉｏｌ，２０１０，５５（１９）：２０２４－２０３３．

　［１０］　ＳｐｏｎｓｅｌＨＴ，ＡｌｆｒｅｙＡＣ，ＨａｍｍｏｎｄＷＳ，ｅ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ｉｒｏｎ

ｏｎｒｅｎａｌｔｕｂｕｌａｒｅｐｉｔｈｅｌｉａｌｃｅｌｌｓ［Ｊ］．ＫｉｄｎｅｙＩｎｔ，１９９６，５０

（２）：４３６－４４４．

　［１１］　ＳｕｔｔｏｎＴＡ，ＦｉｓｈｅｒＣＪ，ＭｏｌｉｔｏｒｉｓＢＡ．Ｍｉｃｒ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ｅｎｄｏｔｈｅｌｉａｌ

ｉｎｊｕｒｙａｎｄ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ｄｕｒｉｎｇｉｓｃｈｅｍｉｃａｃｕｔｅｒｅｎａｌｆａｉｌｕｒｅ［Ｊ］．

ＫｉｄｎｅｙＩｎｔ，２００２，６２（５）：１５３９－１５４９．

　［１２］　ＢｏｏｄｈｗａｎｉＭ，ＲｕｂｅｎｓＦＤ，ＷｏｚｎｙＤ，ｅ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ｍｉｌｄ

ｈｙｐｏｔｈｅｒｍｉａａｎｄｒｅｗａｒｍｉｎｇｏｎｒｅｎａ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ｆｔｅｒｃｏｒｏｎａｒｙａｒ

ｔｅｒｙｂｙｐａｓｓｇｒａｆｔｉｎｇ［Ｊ］．ＡｎｎＴｈｏｒａｃＳｕｒｇ，２００９，８７（２）：４８９

－４９５．

　［１３］　ＰａｔｈｉＶＬ，ＭｏｒｒｉｓｏｎＪ，ＭａｃＰｈａｄｅｎＡ，ｅｔａｌ．Ａｌｔ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ｒｅ

ｎａｌｍｉｃｒｏ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ｄｕｒｉｎｇｃａｒｄｉｏ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ｂｙｐａｓｓ［Ｊ］．Ａｎｎ

ＴｈｏｒａｃＳｕｒｇ，１９９８，６５（４）：９９３－９９８．

　［１４］　ＳｒｅｅｒａｍＧＭ，ＧｒｏｃｏｔｔＨＰ，ＷｈｉｔｅＷＤ，ｅｔａｌ．Ｔｒａｎｓｃｒａｎｉａｌ

Ｄｏｐｐｌｅｒｅｍｂｏｌｉｃｏｕｎｔｐｒｅｄｉｃｔｓｒｉｓｅｉｎｃｒｅａｔｉｎｉｎｅａｆｔｅｒｃｏｒｏｎａｒｙ

ａｒｔｅｒｙｂｙｐａｓｓｇｒａｆｔｓｕｒｇｅｒｙ［Ｊ］．ＪＣａｒｄｉｏｔｈｏｒａｃＶａｓｃＡｎｅｓｔｈ，

２００４，１８（５）：５４８－５５１．

　［１５］　ＳｅｌｌｋｅＦＷ，ＤｉＭａｉｏＪＭ，ＣａｐｌａｎＬＲ，ｅｔａｌ．Ｃｏｍｐａｒｉｎｇｏｎ－

ｐｕｍｐａｎｄｏｆｆ－ｐｕｍｐｃｏｒｏｎａｒｙａｒｔｅｒｙｂｙｐａｓｓｇｒａｆｔｉｎｇ：Ｎｕｍｅｒ

ｏｕｓｓｔｕｄｉｅｓｂｕｔｆｅｗ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Ａ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ｆｒｏｍ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Ｈｅａｒｔ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ｃｏｕｎｃｉｌｏｎ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ｓｕｒｇｅｒｙ

ａｎｄａｎｅｓｔｈｅｓｉａｉｎ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ｗｏｒｋ

ｉｎｇｇｒｏｕｐｏｎ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ｃａｒｅａｎｄｏｕｔｃｏｍｅ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Ｊ］．Ｃｉｒｃｕ

ｌａｔｉｏｎ，２００５，１１１（２１）：２８５８－２８６４．

７２１中国体外循环杂志２０１２年６月１５日第１０卷第２期 ＣｈｉｎＪＥＣＣＶｏｌ．１０Ｎｏ．２Ｊｕｎｅ１５，２０１２



　［１６］　ＮｉｇｗｅｋａｒＳＵ，ＫａｎｄｕｌａＰ，ＨｉｘＪＫ，ｅｔａｌ．Ｏｆｆ－ｐｕｍｐｃｏｒｏｎａｒｙ

ａｒｔｅｒｙｂｙｐａｓｓｓｕｒｇｅｒｙａｎｄａｃｕｔｅｋｉｄｎｅｙｉｎｊｕｒｙ：ａ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

ｓｉｓｏｆ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ａｎｄ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ｔｕｄｉｅｓ［Ｊ］．ＡｍＪＫｉｄｎｅｙ

Ｄｉｓ，２００９，５４（３）：４１３－４２３．

　［１７］　Ｃａｎｄｅｌａ－ＴｏｈａＡ，Ｅｌíａｓ－ＭａｒｔíｎＥ，ＡｂｒａｉｒａＶ，ｅｔａｌ．Ｐｒｅ

ｄｉｃｔｉｎｇａｃｕｔｅｒｅｎａｌｆａｉｌｕｒｅａｆｔｅｒｃａｒｄｉａｃｓｕｒｇｅｒｙ：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ｖａｌｉ

ｄ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ｗｏｎｅｗ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ｓｃｏｒｅｓ［Ｊ］．ＣｌｉｎＪＡｍＳｏｃＮｅｐｈｒｏｌ，

２００８，３（５）：１２６０－１２６５．

　［１８］　ＴｈａｋａｒＣＶ，ＡｒｒｉｇａｉｎＳ，ＷｏｒｌｅｙＳ，ｅｔａｌ．Ａ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ｓｃｏｒｅｔｏ

ｐｒｅｄｉｃｔａｃｕｔｅｒｅｎａｌｆａｉｌｕｒｅａｆｔｅｒｃａｒｄｉａｃｓｕｒｇｅｒｙ［Ｊ］．ＪＡｍＳｏｃ

Ｎｅｐｈｒｏｌ，２００５，１６（１）：１６２－１６８．

　［１９］　ＭｅｈｔａＲＨ，ＧｒａｂＪＤ，Ｏ＇ＢｒｉｅｎＳＭ，ｅｔａｌ．Ｂｅｄｓｉｄｅｔｏｏｌｆｏｒｐｒｅ

ｄｉｃｔｉｎｇｔｈｅｒｉｓｋｏｆ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ｄｉａｌｙｓｉｓ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ｕｎｄｅｒｇｏｉｎｇ

ｃａｒｄｉａｃｓｕｒｇｅｒｙ［Ｊ］．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２００６，１１４（２１）：２２０８－

２２１６．

　［２０］　ＰａｌｏｍｂａＨ，ｄｅＣａｓｔｒｏＩ，ＮｅｔｏＡＬ，ｅｔａｌ．Ａｃｕｔｅｋｉｄｎｅｙｉｎｊｕｒｙ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ｅｌｅｃｔｉｖｅｃａｒｄｉａｃｓｕｒｇｅｒｙ：ＡＫＩＣＳｓｃｏｒｅ

［Ｊ］．ＫｉｄｎｅｙＩｎｔ，２００７，７２（５）：６２４－６３１．

　［２１］　ＷｉｊｅｙｓｕｎｄｅｒａＤＮ，ＫａｒｋｏｕｔｉＫ，ＤｕｐｕｉｓＪＹ，ｅｔａｌ．Ｄｅｒｉ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ｖａｌｉｄ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ｓｉｍｐｌｉｆｉｅｄ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ｖｅｉｎｄｅｘｆｏｒｒｅｎａｌｒｅｐｌａｃｅ

ｍｅｎｔｔｈｅｒａｐｙａｆｔｅｒｃａｒｄｉａｃｓｕｒｇｅｒｙ［Ｊ］．ＪＡＭＡ，２００７，２９７

（１６）：１８０１－１８０９．

　［２２］　ＤｅｎｔＣＬ，ＭａＱ，ＤａｓｔｒａｌａＳ，ｅｔａｌ．ＰｌａｓｍａＮＧＡＬｐｒｅｄｉｃｔｓａ

ｃｕｔｅｋｉｄｎｅｙｉｎｊｕｒｙ，ｍｏｒｂｉｄｉｔｙａｎｄ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ａｆｔｅｒｐｅｄｉａｔｒｉｃｃａｒ

ｄｉａｃｓｕｒｇｅｒｙ：Ａ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ｕ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ｃｏｈｏｒｔｓｔｕｄｙ［Ｊ］．Ｃｒｉｔ

Ｃａｒｅ，２００７，１１（６）：Ｒ１２７．

　［２３］　ＰｒａｂｈｕＡ，ＳｕｊａｔｈａＤＩ，ＮｉｎａｎＢ，ｅｔａｌ．Ｎｅｕｔｒｏｐｈｉｌｇｅｌａｔｉｎａｓ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ｌｉｐｏｃａｌｉｎａｓａｂｉｏｍａｒｋｅｒｆｏｒａｃｕｔｅｋｉｄｎｅｙｉｎｊｕｒｙｉ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ｕｎｄｅｒｇｏｉｎｇｃｏｒｏｎａｒｙａｒｔｅｒｙｂｙｐａｓｓｇｒａｆｔｉｎｇｗｉｔｈｃａｒ

ｄｉｏ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ｂｙｐａｓｓ［Ｊ］．ＡｎｎＶａｓｃＳｕｒｇ，２０１０，２４（４）：５２５

－５３１．

　［２４］　ＭｉｓｈｒａＪ，ＤｅｎｔＣ，ＴａｒａｂｉｓｈｉＲ，ｅｔａｌ．Ｎｅｕｔｒｏｐｈｉｌｇｅｌａｔｉｎａｓ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ｌｉｐｏｃａｌｉｎ（ＮＧＡＬ）ａｓａｂｉｏｍａｒｋｅｒｆｏｒａｃｕｔｅｒｅｎａｌｉｎ

ｊｕｒｙａｆｔｅｒｃａｒｄｉａｃｓｕｒｇｅｒｙ［Ｊ］．Ｌａｎｃｅｔ，２００５，３６５（９４６６）：

１２３１－１２３８．

　［２５］　Ｈａａｓｅ－ＦｉｅｌｉｔｚＡ，ＭｅｒｔｅｎｓＰＲ，ＰｌａｓｓＭ，ｅｔａｌ．Ｕｒｉｎｅｈｅｐｃｉ

ｄｉｎｈａｓａｄｄｉｔｉｖｅｖａｌｕｅｉｎｒｕｌｉｎｇｏｕｔｃａｒｄｉｏ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ｂｙｐａｓ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ａｃｕｔｅｋｉｄｎｅｙｉｎｊｕｒｙ－ａｎ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ｈｏｒｔｓｔｕｄｙ

［Ｊ］．ＣｒｉｔＣａｒｅ，２０１１，１５（４）：Ｒ１８６．

　［２６］　ＨｏＪ，ＬｕｃｙＭ，ＫｒｏｋｈｉｎＯ，ｅｔａｌ．Ｍａｓｓｓｐｅｃｔｒｏｍｅｔｒｙ－ｂａｓｅｄ

ｐｒｏｔｅｏｍｉｃ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ｕｒｉｎｅｉｎａｃｕｔｅｋｉｄｎｅｙｉｎｊｕｒｙ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ｃａｒ

ｄｉｏ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ｂｙｐａｓｓ：ａｎｅｓｔｅｄｃａｓ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ｔｕｄｙ［Ｊ］．ＡｍＪ

ＫｉｄｎｅｙＤｉｓ，２００９，５３（４）：５８４－５９５．

　［２７］　ＨｏＪ，ＲｅｓｌｅｒｏｖａＭ，ＧａｌｉＢ，ｅｔａｌ．Ｕｒｉｎａｒｙｈｅｐｃｉｄｉｎ－２５ａｎｄ

ｒｉｓｋｏｆａｃｕｔｅｋｉｄｎｅｙｉｎｊｕｒｙ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ｃａｒｄｉｏ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ｂｙｐａｓｓ

［Ｊ］．ＣｌｉｎＪＡｍＳｏｃＮｅｐｈｒｏｌ，２０１１，６（１０）：２３４０－２３４６．

　［２８］　ＰｒｏｗｌｅＪＲ，ＯｓｔｌａｎｄＶ，ＣａｌｚａｖａｃｃａＰ，ｅｔａｌ．Ｇｒｅａｔｅｒ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ｉｎｕｒｉｎａｒｙｈｅｐｃｉｄｉｎｐｒｅｄｉｃｔｓ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ｆｒｏｍａｃｕｔｅｋｉｄｎｅｙｉｎｊｕｒｙ

ａｆｔｅｒｃａｒｄｉｏ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ｂｙｐａｓｓ［Ｊ］．ＮｅｐｈｒｏｌＤｉａｌＴｒａｎｓｐｌａｎｔ，

２０１２，２７（２）：５９５－６０２．

　［２９］　Ｈｅｒｇｅｔ－ＲｏｓｅｎｔｈａｌＳ，ＭａｒｇｇｒａｆＧ，ＨｕｓｉｎｇＪ，ｅｔａｌ．Ｅａｒｌｙｄｅ

ｔ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ａｃｕｔｅｒｅｎａｌｆａｉｌｕｒｅｂｙｓｅｒｕｍｃｙｓｔａｔｉｎＣ［Ｊ］．Ｋｉｄｎｅｙ

Ｉｎｔ，２００４，６６（３）：１１１５－１１２２．

　［３０］　ＫｒａｗｃｚｅｓｋｉＣＤ，ＶａｎｄｅｖｏｏｒｄｅＲＧ，ＫａｔｈｍａｎＴ，ｅｔａｌ．Ｓｅｒｕｍ

ｃｙｓｔａｔｉｎＣｉｓａｎｅａｒｌｙ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ｖｅｂｉｏｍａｒｋｅｒｏｆａｃｕｔｅｋｉｄｎｅｙｉｎｊｕ

ｒｙａｆｔｅｒｐｅｄｉａｔｒｉｃｃａｒｄｉｏ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ｂｙｐａｓｓ［Ｊ］．ＣｌｉｎＪＡｍＳｏｃ

Ｎｅｐｈｒｏｌ，２０１０，５（９）：１５５２－１５５７．

　［３１］　ＬｉａｎｇＸＬ，ＳｈｉＷ，ＬｉｕＳＸ，ｅｔａｌ．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ｔｕｄｙｏｆｃｙｓｔａｔｉｎ

Ｃｆｏｒ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ｏｆａｃｕｔｅｋｉｄｎｅｙｉｎｊｕｒｙａｆｔｅｒｃａｒｄｉａｃｓｕｒｇｅｒｙ［Ｊ］．

ＮａｎＦａｎｇＹｉＫｅＤａＸｕｅＸｕｅＢａｏ，２００８，２８（１２）：２１５４－

２１５６．

　［３２］　ＰａｒｉｋｈＣＲ，ＭｉｓｈｒａＪ，Ｔｈｉｅｓｓｅｎ－ＰｈｉｌｂｒｏｏｋＨ，ｅｔａｌ．Ｕｒｉｎａｒｙ

ＩＬ－１８ｉｓａｎｅａｒｌｙ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ｖｅｂｉｏｍａｒｋｅｒｏｆａｃｕｔｅｋｉｄｎｅｙｉｎｊｕｒｙ

ａｆｔｅｒｃａｒｄｉａｃｓｕｒｇｅｒｙ［Ｊ］．ＫｉｄｎｅｙＩｎｔ，２００６，７０（１）：１９９－

２０３．

　［３３］　ＬｉａｎｇｏｓＯ，ＴｉｇｈｉｏｕａｒｔＨ，ＰｅｒｉａｎａｙａｇａｍＭＣ，ｅｔａｌ．Ｃｏｍｐａｒａ

ｔｉｖ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ｕｒｉｎａｒｙｂｉｏｍａｒｋｅｒｓｆｏｒｅａｒｌｙ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ａｃｕｔｅ

ｋｉｄｎｅｙｉｎｊｕｒｙ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ｃａｒｄｉｏ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ｂｙｐａｓｓ［Ｊ］．Ｂｉｏｍａｒｋ

ｅｒｓ，２００９，１４（６）：４２３－４３１．

　［３４］　ＨａａｓｅＭ，ＢｅｌｌｏｍｏＲ，ＳｔｏｒｙＤ，ｅｔａｌ．Ｕｒｉｎａｒｙｉｎｔｅｒｌｅｕｋｉｎ－１８

ｄｏｅｓｎｏｔｐｒｅｄｉｃｔａｃｕｔｅｋｉｄｎｅｙｉｎｊｕｒｙａｆｔｅｒａｄｕｌｔｃａｒｄｉａｃｓｕｒｇｅｒｙ：

ａ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ｈｏｒｔｓｔｕｄｙ［Ｊ］．ＣｒｉｔＣａｒｅ，２００８，

１２（４）：Ｒ９６．

　［３５］　ＭｃＩｌｒｏｙＤＲ，ＷａｇｅｎｅｒＧ，ＬｅｅＨＴ．Ｂｉｏｍａｒｋｅｒｓｏｆａｃｕｔｅｋｉｄｎｅｙ

ｉｎｊｕｒｙ：Ａｎｅｖｏｌｖｉｎｇｄｏｍａｉｎ［Ｊ］．Ａｎｅｓｔｈｅｓｉ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０，１１２

（４）：９９８－１００４．

　［３６］　ＤｅｖａｒａｊａｎＰ，ＫｒａｗｃｚｅｓｋｉＣＤ，ＮｇｕｙｅｎＭＴ，ｅｔａｌ．Ｐｒｏｔｅｏｍｉｃ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ｅａｒｌｙｂｉｏｍａｒｋｅｒｓｏｆａｃｕｔｅｋｉｄｎｅｙｉｎｊｕｒｙａｆｔｅｒ

ｃａｒｄｉａｃｓｕｒｇｅｒｙｉｎ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Ｊ］．ＡｍＪＫｉｄｎｅｙＤｉｓ，２０１０，５６

（４）：６３２－６４２．

　［３７］　ＨｏｆｓｔｒａＪＭ，ＤｅｅｇｅｎｓＪＫ，ＳｔｅｅｎｂｅｒｇｅｎＥＪ，ｅｔａｌ．Ｕｒｉｎａｒｙｅｘ

ｃｒｅｔｉｏｎｏｆｆａｔｔｙａｃｉｄ－ｂｉｎｄｉｎｇｐｒｏｔｅｉｎｓｉｎｉｄｉｏｐａｔｈｉｃｍｅｍｂｒａ

ｎｏｕｓｎｅｐｈｒｏｐａｔｈｙ［Ｊ］．ＮｅｐｈｒｏｌＤｉａｌＴｒａｎｓｐｌａｎｔ，２００８，２３

（１０）：３１６０－３１６５．

　［３８］　ＰｏｒｔｉｌｌａＤ，ＤｅｎｔＣ，ＳｕｇａｙａＴ，ｅｔａｌ．Ｌｉｖｅｒｆａｔｔｙａｃｉｄ－ｂｉｎｄｉｎｇ

ｐｒｏｔｅｉｎａｓａｂｉｏｍａｒｋｅｒｏｆａｃｕｔｅｋｉｄｎｅｙｉｎｊｕｒｙａｆｔｅｒｃａｒｄｉａｃｓｕｒ

ｇｅｒｙ［Ｊ］．ＫｉｄｎｅｙＩｎｔ，２００８，７３（４）：４６５－４７２．

（收稿日期：２０１１１１０８）　　
（修订日期：２０１２０４１５）　　

８２１ 中国体外循环杂志２０１２年６月１５日第１０卷第２期 ＣｈｉｎＪＥＣＣＶｏｌ．１０Ｎｏ．２Ｊｕｎｅ１５，２０１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