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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清降钙素原及C反应蛋白在老年慢性心力衰竭合并肺部感

染患者中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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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分析对老年慢性心力衰竭合并肺部感染患者使用血清降钙素原及 C 反应蛋白治疗的效果。方法：选择我

院老年慢性心力衰竭合并肺部感染、心力衰竭、肺部感染 3 种疾病患者与健康人员共 124 人作为实验对象，分为慢性心力

衰竭合并肺部感染组（实验组）28 人，心衰组 38 人，腹部感染组 41 人，健康人员组（参照组）17 人，比较各组 PCT、

CRP检测水平，分析PCT、CRP水平对实验组的诊断价值。结果：在治疗后发现，各组PCT、CRP水平均有所下降，P〈0.05。

讨论：对心衰合并肺部感染患者使用血清降钙素原及 C 反应蛋白治疗可为患者取得较好治疗效果，具有重要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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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本文就对老年慢性心力衰竭合并肺部感染患者使用

血清降钙素原及 C 反应蛋白治疗所得出的效果做以分析研

究，详细报告如下所示 [1]。

1. 一般资料和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我院在 2020 年 10 月至 2021 年 2 月份老年慢性心

力衰竭合并肺部感染、心力衰竭、肺部感染 3 种疾病患者与

健康人员共 124 人作为实验对象，分为慢性心力衰竭合并肺

部感染组（实验组）28 人，心衰组 38 人，腹部感染组 41 人，

健康人员组（参照组）17 人，其中实验组男 14 人，女 14 人，

年龄为 66-78 岁，平均（72±4.6）岁；心衰组男 16 人，女

22 人，年龄为 64-77 岁，平均（70.5±4.8）岁；腹部感染

组男 20 人，女 21 人，年龄为 68-76 岁，平均（72±4.6）岁；

参照组男 10 人，女 7 人，年龄为 66-77 岁，平均（71.5±4.7）

岁。

本次选入标准：①所有患者均符合心力衰竭疾病的症

状表现；②配合度高，无不合理要求；④知情本次实验，自

愿同意参加。

1.2 方法

对所有患者的个人信息做以详细记录，包括性别、年龄、

肌酐、收缩压、心率、eGFR 等 [2]。对所有患者空腹时抽取

5ml 静脉血液，健康人员则在进行常规体检时抽取 5ml 静脉

血液，采用 3000r/min1 的离心，时间约为 10 分钟，随后对

血清进行分离，对 CRP 使用免疫比浊法检测，对血清 PCT

水平使用发光免疫检测 [3]。所有项目均按照正确方式进行

操作，并采用同一台心脏彩色多普勒超声仪对所有实验对象

进行检查。

1.3 观察指标

①比较各组心率、肌酐、收缩压、eGFR 等。②比较各

组血清 PCT、CRP 检测水平。③分析血清 PCT、CRP 水平

对实验组的诊断价值。

1.4 统计学方法

此次实验运用的软件系统为 SPSS17.0，一般资料用

（（x±s）表示，用 t 检验，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2. 结果

2.1 比较各组基本信息

对各组基本信息进行比较，包括性别、年龄、收缩压、

心率、肌酐、eGFR，在统计学上具有意义（P〈0.05），详

见表 2-1。

表 2-1 各组基本信息对比

2.2 比较各组血清 PCT、CRP 水平

比较各组 PCT、CRP 检测水平 , 各组 PCT、CRP 水平

均有所下降，在统计学上具有意义（P〈0.05），详见表 2-2。

表 2-1A、B 两组 PCT、CRP 水平对比 [M（Q1,Q3）

2.3 血清 PCT、CRP 水平对实验组的诊断价值

分析血清 PCT、CRP 水平对实验组的诊断价值，在统

计学上具有意义，详见表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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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血清 PCT、CRP 对实验组的诊断价值

3. 讨论

在对慢性心衰合并肺部感染患者治疗进行治疗时 , 可通

过 PCT、CRP 水平升高情况了解患者疾病感染程度，时刻

注意患者病情变化状况，根据患者病情实行正确治疗措施，

改善患者肺部感染情况，可有利于帮助患者病情尽快好转，

降低患者死亡风险，对患者意义重大 [5]。在对慢性心衰合

并肺部感染患者的治疗中具有重要实施价值，值得不断推行

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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