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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诊呼吸困难患者的临床诊断及治疗中血浆 B型钠尿肽检测价值探讨

余富斌

镇平县中医院 河南南阳

【摘要】目的 探讨血浆 B型钠尿肽在急诊呼吸困难患者检测及治疗中的临床应用价值；方法 选取 20
0例临床急诊呼吸困难患者开展研究（2019年 7月至 2022年 8月），利用单双号法将其均分为观察组（n=
100）及对照组（n=100），治疗组患者入院后采取常规检测方法进行诊断，同时利用血浆 B型钠尿肽进行

检测。对于两种患者检测有效率、肺动脉压力水平进行对比。结果 根据检查结果显示在心源性患者方面观

察组的检出率占比达到 89%，而对照组的检出率为 79%，两组相比较，观察组检出率明显更高，差异显著，

P＜0.05。经检测发现观察所患者的总体检测有效率达到 99%，对照做患者总体检测有效率达到 91%，两组

相比较观察组整体检测有效率明显更高，差异显著，P＜0.05。且与对照做患者相比较，观察做患者的肺动

脉压力水平值明显更高，差异显著，P＜0.05。结论 血浆 B型钠尿肽检测方法在急诊呼吸困难患者检测中

的应用体现出了病情诊断有效性高的特征，可以为后期临床病情诊断和治疗提供充足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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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value of plasma B-type natriuretic peptide in the detection
and treatment of emergency patients with dyspnea; Methods 200 patients with clinical dyspnea were selected for
the study (July 2019 to August 2022). They were divided into the observation group (n=100) and the control group
(n=100) by the single and double sign method. The patients in the treatment group were diagnosed by routine
detection after admission, and the plasma b-type natriuretic peptide was also detected. The effective rate and
pulmonary artery pressure of the two kinds of patients were compared. Results According to the examination
results, the detection rat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89%, while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was 79%. Compared
with the two groups, the detection rat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with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0.05). It was found that the overall detection effective rate of the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center
was 99%, and the overall detection effective rate of the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was 91%. Compared with the
observation group, the overall detection effective rate of the two groups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with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0.05).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the pulmonary artery pressure level of the observed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P<0.05). Conclusion The application of plasma B-type natriuretic peptide detection
method in the detection of patients with emergency dyspnea show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high diagnostic
effectiveness, which can provide sufficient basis for the later clinical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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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医学临床上会因各类病因导致呼吸困难症状

出现，该病症较为常见，但是该疾病诊断具有一定

难度，而病因确定对于患者后期疾病诊断和治疗具

有积极促进作用，因此在目前临床中针对呼吸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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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因的及时确定已经成为临床重点关注的一个话题
[1]。在临床心脏功能检测中血浆 B 型钠尿肽的应用

非常广泛，其主要是通过对人体血浆内部 B型钠尿

肽水平的变化状况进行检测来有效判断机体心脏耐

受能力[2]。为了深入探究呼吸困难患者诊断及治疗

中血浆 B型钠尿检测方法的应用价值，本文选取了

200例呼吸困难患者进行对比研究，现做如下汇报。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0例临床呼吸困难患者开展研究（2019
年 7月至 2022年 8月），利用单双号法将其均分为

观察组（n=100）及对照组（n=100），对照组患者

男女比例为 59:41，年龄最大值及最小值分别为 85
岁和 40岁，平均年龄值达到（52.7±4.6）岁。对照

组患者男女比例为 60:40，年龄最大值及最小值分别

为 83岁和 41岁，平均年龄值达到（53.2±3.4）岁。

两种患者的年龄、性别等一般资料方面相比较无明

显差异，P＞0.05。
1.2 方法

对照组患者入院后以常规方式进行检测；观察

综合检测主要采取血浆 b型钠胎尿检测方法。患者

入院后，通过外周静脉采血 2mL，检测过程中主要

使用 Triage 定量心力衰竭/心肌梗死诊断仪，在心脏

超声检测过程中使用的是超声心动图仪。同时利用

经过改良后的 Simpson 单平面法来针对患者左室射

血分数进行计算，最终生成心尖四腔心切面。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22.0 对数据进行分析，计量资料以

（ x ±s）表示，t检验，计数资料 n（%）表示，χ2

检验，P＜0.05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种患者病情检测结果对比

根据检测结果显示观察组患者的心源性检出比

率明显超过对照组，差异显著，P＜0.05。详见下表

1。
表 1 两种患者病情检测结果对比[ n (%)]

组别 例数 心源性 无心源性

观察组 100 89（89） 11（11）
对照组 100 79（79） 21（21）
χ2 3.8965
P 0.003

2.2 两组患者检测总有效率对比

经检测发现观察组患者的总体检测有效率达到

99%，而对照组的总体检测有效率达到 91%，两组

相比较，观察组总体检测有效率明显更高，差异显

著，P＜0.05。详见下表 2。
2.3 两组患者血浆 B型钠尿肽及肺动脉压对比

经检测发现，观察组患者的血浆 B型钠尿肽以

及肺动脉压水平明显低于对照组，两组相比较，差

异显著，P＜0.05。详见下表 3。
表 2 两组患者检测总有效率对比[ n (%)]

组别 例数 有效 基本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观察组 100 91（91） 8（8） 1（1） 99（99）

对照组 100 81（81） 10（10） 9（9） 91（91）

χ2 4.764

P ＜0.05

表 3 两组患者血浆 B型钠尿肽及肺动脉压对比 （ x ±s）
组别 例数 血浆 B型钠尿肽/（ng·L-1） 肺动脉压/mmHg

观察组 100 87.6±32.3 31.7±5.8

对照组 100 160.7±66.9 47.9±4.6

t 8.7963 21.7632

P 0.000 0.000

3 讨论

作为临床一种常见病症，呼吸困难的致病原因

众多，如果在短期内无法精准确定病因所在，会导

致患者病情延缓，同时也会对患者后期疾病治疗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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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直接影响[3]。因此，及时、准确确定呼吸困难患

者病情并采取有针对性治疗措施才能够及时改善患

者预后[4]。B型纳尿肽属于人机体中心脏细胞产生的

一种激素物质，该激素物质体现出了自然性和生命

性的一些特征，如果患者左心房出现功能性缺失的

情况下，可以通过 B型纳尿肽形成激素来快速补给

血液，从而使得心脏承受能力达到有效调控[5]。B
型钠尿肽通常情况下具有以下一些作用机理：首先

其通常是以人体所需氨基酸的形式保存在机体内；

其实，当受到外界刺激而导致心肌细胞产生变化时，

B型钠尿肽通过活化酶的作用可以生成生命性环状

多肽，可以进一步加速血液循环。利用 B型钠尿肽

检测方法通常是以患者血浆中 B型钠尿肽水平的变

化情况来评价诊断效果[6]。

在当前临床针对心力衰竭进行病情诊断或评定

治疗效果的过程中 B型钠尿肽的应用非常广泛。在

疾病治疗过程中 B型钠尿肽水平的显著下降表示临

床效果良好，如果维持不变或者水平提升则表示疾

病可能出现恶化，需要进行全面检查；而呼吸困难

症状通常情况下与患者心肌活动异常存在之间关

联，因此在检测过程中 B型钠尿肽水平会明显升高；

在心脏外科手术中利用 B型钠尿肽检测方法可以直

观反映出患者术前心脏质量、通过本次研究发现：

据检测结果显示观察组患者的心源性检出比率明显

超过对照组，经检测发现观察组患者的总体检测有

效率达到 99%，而对照组的总体检测有效率达到

91%，两组相比较，观察组总体检测有效率明显更

高，经检测发现，观察组患者的血浆 B型钠尿肽以

及肺动脉压水平明显低于对照组，两组相比较，差

异显著，P＜0.05。指示在其中呼吸困难患者的诊断

过程中血浆 B型纳尿肽检测能发挥显著效果。

总而言之，利用血浆 B型钠尿肽进行急症呼吸

困难患者检测可帮助患者快速确定病情，具有极大

临床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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