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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利钠肽治疗慢性心衰的临床效果分析

邵 岩 韩 静*
青岛阜外心血管病医院 山东 青岛 266011

摘 要：目的：观察慢性心功能衰竭患者临 床抗心衰过程中 重组人 脑利钠肽的治疗有效性与 安全性。 方法：本研究 114
例慢性心功能衰竭患者在本院 2021年 08月~2022年 06月期间接受临 床治疗，主 要根据慢性心功能衰竭患者入院诊治
过程中 配合的不 同治疗干预措施，设置成为 两 组，其中 纳入常规组 57例的慢性心脏功能衰竭患者配合常规干预治疗措
施，纳入研究组 57例的慢性心脏功能衰竭患者配合重组人 脑利钠肽治疗。 结果：研究组重组人 脑利钠肽抗心衰疗效更
高，与 常规组之 间有差异体现（p<0.05）；研究组左心室射血分数、心脏每搏输出量在临 床治疗干预后升高明显，而
N-末端脑钠肽（NT-proBNP）在临 床治疗干预后下 降显著，与 常规组之 间有差异体现（p<0.05）；研究组用药过程中 产
生的副作 用与 常规组之 间比较，并未体现出显著差异（p>0.05）。 结论：重组人 脑利钠肽抗心衰效果确切，可减轻心
肌损伤，值得现代 临 床广泛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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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efficacy and safety of recombinant human brain natriuretic peptide (rhBNP) in the treatment of
chronic heart failure. Methods: 114 patients with chronic heart failure in this study received clinical treatment in our hospital from
August 2021 to June 2022. They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t treatment and intervention measures for
patients with chronic heart failure during their admission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Among them, 57 patients with chronic heart failure
in the conventional group were included in the conventional group, and 57 patients with chronic heart failure in the study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recombinant human brain natriuretic peptide. Results: The effect of recombinant human brain natriuretic peptide on heart
failure in the study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routine group (p<0.05); the left ventricular ejection fraction and cardiac stroke
output of the study group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after the clinical treatment intervention, while the N-terminal brain natriuretic peptide
(NT proBNP) decreased significantly after the clinical treatment intervention, which was different from that of the conventional group
(p<0.05);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side effects between the study group and the conventional group (p>0.05).
Conclusion: Recombinant human brain natriuretic peptide has a definite effect on heart failure and can reduce myocardial injury,
which is worthy of wide recommendation in modern clinical practice.
Keywords: Chronic heart failure; Recombinant human brain natriuretic peptide; Cardiac function; Security

慢性心衰是一 种发病风险相对偏高的心内科疾病，在
老年人 群中 普遍可见。 心脏疾病发展至终末期，会导致患
者心室负荷越来越中 ，甚至演变成为 慢性心衰[1 ]。 因此，
有必要及时调节患者心脏机能，减缓心脏功能衰竭进程，
进一 步延长患者生命周期。常规抗心衰治疗效果差强人 意。
重组人 脑利钠肽属于 生物制剂，由人 工合成，与 人 脑利钠
肽作 用机制相似，能够促使脑利钠肽大量分泌，发挥抗心
衰作 用[2]。 本研究回顾性分析了 114例慢性心功能衰竭患
者，观察了 重组人 脑利钠肽治疗效果，以 供参考。

1 一般资料与方法

1 .1 一 般资料
本研究 114 例慢性心衰患者纳入于 20 21 年 0 5 月

~20 22年 0 5月，按照慢性心衰患者入院治疗过程中 所用

的治疗措施设为 常规组、研究组，其中 57例常规用药治
疗干预的患者纳入常规组，32例男性和 25例女性，年龄
51~78岁，均龄（62.47± 7.79）岁。 另 57例加用重组人
脑利钠肽治疗的患者作 为 研究组，31 例男性和26例女性，
年龄 50 ~79岁，均龄（62.39± 7.85）岁。 两 组基线资料相
匹配，统计学P值检验结果均＞0 .0 5。 经伦理审核。 入组
标准：通过心脏彩超观察，证实左心室射血分数不 足40 %；
NYH A 心功能Ⅲ 级、Ⅳ级；符合《中 国心力衰竭治疗指南》；
已签署研究同意书 。 排除标准：易过敏体质或者是对临 床
所用药物不 耐受；精神病史；肝肾不 全；凝血机制异常；
存在其他 肿瘤性疾病。

1.2方法
常规组 57 例给予 常规抗心衰治疗，包括螺内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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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EI/A RB，用β 受体阻滞剂降低心肌耗氧；利尿剂；强
心剂，与 此同时，卧床休养、静养，避免劳累。 研究组
57例给予 常规抗心衰治疗同时加用重组人 脑利钠肽治疗，
静脉推注重组人 脑利钠肽 1.5ug/k g，然后改为 静脉泵注
24h，泵注速度为 0 .0 0 75ug/（k g· m in ）。 3d后观察疗效。

1.3观察指标
（1）临 床疗效。 NYH A 分级至少升高 2级，相关症

状完全消失，判定为 显效；NYH A 分级较治疗干预前至少
升高 1 级，症状缓解、减轻，判定为 有效；NYH A 分级、
心功能症状无任 何改善，判定为 无效。 总体疗效= 1 0 0 % -
（无效/总病例数）。 （2）治疗干预前、治疗干预后复查
心脏彩超，通过心脏彩超对患者左心室射血分数、心脏每
博输出量给予 测定；（3）治疗干预前、治疗干预后采血，
主 要测定患者血清 N-末端脑钠肽表达水平；（4）临 床用
药干预过程中 重点观察患者治疗反应，记录发生恶心的例
数、低血压例数、头痛例数。

1.4数据统计处理
使用统计学软件 （spss22.0 ）检验研究组与 常规组获

得的定量资料、定性资料，其中 以 均值（x）± 标准差（s）
形式描述的 L VEF、SV、NT-proBNP属于 定量资料，组间
t检验；以 %（率）形式表述的临 床治疗干预效果、临 床
用药副作 用属于 定性资料，组间 X 2检验。 以 P值描述数
据差异，P＜0 .0 5表明检验结果存在统计学差异。

2 结果

2.1 观察研究组与 常规组临 床疗效
见表 1。

表 1 研究组与 常规组临 床疗效对比
小

组

病例

数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体疗效

研

究

组

57
17

（29.82%）

37

（64.91%）
3（5.26%）

54

（94.74%）

常

规

组

57
13

（22.81%）

33

（57.89%）

11

（19.30 %）

46

（80 .70 %）

X 2 - 8.796

p - < 0 .0 5

2.2观察研究组与 常规组治疗前后 L VEF与 SV
见表 2。
表 2 研究组与 常规组治疗前后 L VEF与 SV 对比

小

组

病

例

数

L VEF（%） SV(m l)

治疗

前

治疗

后
t p

治疗

前
治疗后 t p

研

究

组

57

32.22

±

5.89

36.6

7±

3.45

12.0

66

< 0 .

0 5

55.93

±

4.76

77.50

±

5.61

6.0

81

<

0 .

0

5

常

规

组

57

32.64

±

5.24

34.4

5±

4.61

9.38

7

< 0 .

0 5

56.1 1

±

4.98

64.36

±

7.25

5.4

32

<

0 .

0

5

t - 0 .151
7.15

6
0 .811 9.126

p - >0 .0 5
< 0 .0

5
>0 .0 5 < 0 .0 5

2.3观察研究组与 常规组治疗前后 NT-proBNP
见表 3。

表 3 研究组与 常规组治疗前后
NT-proBNP对比(x± s,pg/m l)

小组

病

例

数

NT-proBNP

治疗前 治疗后 t p

研究组 57
17729.89

± 224.93

2997.68

± 266.35
17.889 < 0 .0 5

常规组 57
16987.24

± 232.61

40 0 1 .25

± 257.93
20 .416 < 0 .0 5

t - 0 .0 68 22.437

p - >0 .0 5 < 0 .0 5

2.4观察研究组与 常规组不 良反应见表 4。
表 4 研究组与 常规组不 良反应对比

小
组

病
例
数

恶心 低血压 头痛 总发生率

研
究
组

57
3

（5.26%）
0 1（1.75%）

4
（7.0 2%）

常
规
组

57
2

（3.51%）
1

（1.75%）
2（3.51%）

5
（8.77%）

X 2 - 0 .0 78

p - >0 .0 5
3 讨论

慢性心功能衰竭罹患人 数近年来逐渐增加，其心脏泵
血功能呈减弱趋势，以 致于 心肌细胞长期存在缺氧症状，
极易因为 心功能失代 偿而加重病情，增大患者病死风险[3]。
神经内分泌激活作 用在心衰发展过程中 发挥着重大作 用，
过度激活神经内分泌，虽然能够在一 定程度上 纠正心脏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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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失代 偿，降低患者心脏负担的同时也 有可能会在一 定程
度上 损伤心肌细胞功能，影响患者预后[4]。 除此之 外，脑
利钠肽的分泌释放、合成增加也 会在一 定程度上 加重心衰。

常规药物治疗慢性心衰患者虽然疗效尚可，可以 避免
心肌大量耗氧，抑制心室重构，减轻心衰症状，但是整体
效果还有待提升[5]。 此次对照观察，常规抗心衰疗效只有
80 .70 %，与 研究组总体疗效 94.74%比较，结果体现出了
差异（p< 0 .0 5）。 因为 重组人 脑利钠肽与 人 体中 内源性脑
利钠肽的生理作 用类似，入血后可以 结合 NPT-A 受体，
使鸟苷酸环化酶高表达，从 而提升细胞环磷酸尿苷浓度，
拮抗肾素血管紧张素受体，调节血管舒缩功能，为 冠脉提
供充足的血氧支持，提高心脏功能。

心功能遭受损害后，会大量分泌脑利钠肽，以 此来减
轻心脏毒性作 用，一 旦脑利钠肽分泌不 足，便会影响心脏
功能，导致心功能不 断衰退。 一 个 疗程结束后，静注重组
人 脑利钠肽的患者左心室射血分数、心脏每博量明显升高，
说明重组人 脑利钠肽具有十分突出的抗心衰作 用。因为 重
组人 脑利钠肽入血后，能够调节血管平滑肌，使其舒张，
降低血管阻力，从 而迅速减轻心衰症状，保护心肌细胞免
受损伤[8]。与 此同时，研究组 N-末端脑钠肽（NT-proBNP）、
肌钙蛋白水平明显降低，侧面肯定了 重组人 脑利钠肽抗心
衰的有效性。最后，研究组患者临 床用药治疗过程中 引起
的不 良反应与 常规组之 间并未体现出差异（p>0 .0 5）。 客

观说明了 重组人 脑利钠肽抗心衰的安全性。
总而言之 ，对于 慢性心衰患者而言，重组人 脑利钠肽

具有积极的抗心衰作 用，值得作 为 慢性心衰患者的治疗首
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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