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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龄冠心病患者
JAT

术后院内不良心血管事件发生的危险因素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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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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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第二军医大学长海医院心血管内科#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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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明确高龄冠心病患者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

FKC

%术后发生院内不良心血管事件的危险因素并建立相

应的危险评分)

方法
!

选取我院
!""$

年
#

月至
!"#"

年
#!

月共计
#""D

例接受
FKC

的高龄冠心病患者$年龄
(

D$

岁%病例资

料作为研究组#通过单因素及多因素
40

=

.<8.)

回归分析确定院内不良心血管事件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并根据分析结果建立危

险评分模型)收集我院
!"##

年
#

月至
!"#!

年
#!

月共计
$!D

例接受
FKC

治疗的高龄冠心病患者$年龄
(

D$

岁%病例资料作为

验证组#对该危险评分模型进行验证#检验其受试者工作特征$

PBK

%曲线下面积和
R0<-,2GS,-,<J0\

拟合优度#判断其预测

及判别性能)

结果
!

多因素
40

=

.<8.)

回归分析提示
D

个独立危险因素最终入选
FKC

危险评分模型并赋予相应分值如下!急诊

FKC

治疗$

&

分%(肾功能不全$

!

分%(左主干病变$

!

分%(糖尿病$

#

分%(急性心肌梗死$

#

分%(

K

型病变$

#

分%#植入支架
(

&

枚

$

#

分%)验证提示该危险评分对院内不良心血管事件的发生具有较高的辨识度及校准度$

PBK

曲线下面积为
">%N

#

R0<-,2G

S,-,<J0\

拟合优度检验
<k">$%'

%)

结论
!

最终建立的
FKC

危险评分包括
D

个危险因素#各因素得分为
#

"

&

分不等#总分

共
##

分)该
FKC

危险因素评分能够较为准确地预测高龄冠心病患者
FKC

术后院内不良心血管事件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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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心病$

)0203*2

9

*28,2

9

+.<,*<,

#

K(A

%作为高

龄人群的高发疾病#是导致高龄老年人口死亡的主

要原 因 之 一+

#G!

,

)经 皮 冠 状 动 脉 介 入 治 疗

$

L

,2)18*3,01<)0203*2

9

.38,2;,38.03

#

FKC

%作为一

种有效的冠心病治疗方法#具有创伤小(疗效好等特

点#而随着近年来医疗技术的进步(器械的完善以及

辅助药物的更新#

FKC

的适用人群范围不断拓展#越

来越多的高龄患者因此从中获益+

&

,

)但是#高龄冠

心病患者作为一组特殊人群#各组织和器官的功能

存在不同程度的生理性退化#同时合并多种其他疾

病#冠状动脉病变异常复杂#

FKC

术后发生各种不良

心血管事件的概率明显升高+

EG$

,

)尽管
MC7H

研究

提示
D$

岁及以上的高龄冠心病患者行再血管化治

疗较传统药物治疗无论在缓解症状还是提高生活质

量方面#均更为安全有效#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无论

是医生还是患者本人#在是否行
FKC

的问题上#仍然

很难抉择+

'

,

)

为了更好地鉴别高龄人群这一具有较高
FKC

手

术危险的群体#对高龄冠心病患者进行预先的危险

评分#做出个体化危险分层#就显得尤为重要)目

前#欧美等发达国家的临床研究机构及医疗中心已

建立了多种
FKC

危险评分+

DG#!

,

)但是#这些危险评

分并非专门针对高龄人群这一特殊群体#并且
D$

岁

以上的高龄人群在大部分随机对照研究中常常被作

为排除标准+

#&G#E

,

#该部分人群特别是我国的该部分

人群相关研究资料相对匮乏#同时国外的研究多是

针对欧美人群#而这些研究结果是否适用我国人群

尚不明确)因此#本研究通过对我院
D$

岁及以上行

FKC

的高龄冠心病患者临床及冠脉造影资料进行收

集整理#以
FKC

术后发生院内不良心血管事件作为

终点事件#通过回顾性分析筛选出院内不良心血管

事件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并初步建立专门适用于

我国高龄冠心病患者的
FKC

危险因素评分#以指导

医务人员对高龄
FKC

患者进行全程(全面地评估#主

动开展风险管理)

9

!

资料和方法

#>#

!

研究对象
!

连续入选我院
!""$

年
#

月至
!"#"

年
#!

月确诊为冠心病并接受
FKC

治疗的高龄$年

龄
(

D$

岁%患者
#""D

例#构成回顾性队列研究组#

其中
'#N

例$

'#>$̂

%为男性#

&%%

例$

&%>$̂

%为女

性#平均年龄为$

D%>%i&>&

%岁'连续入选我院
!"##

年
#

月至
!"#!

年
#!

月确诊为冠心病并接受
FKC

治

疗的高龄$年龄
(

D$

岁%患者
$!D

例#构成回顾性队

列验证组#其中
&#&

例$

$N>Ê

%为男性#

!#E

例

$

E">'̂

%为女性#平均年龄为$

DN>Ei&>$

%岁'所有

患者均由同一支具有丰富临床经验的介入专家团队

$现每年开展
FKC

例数
!"""

余例#人均开展
FKC

例数

均
(

#""

例%实施
FKC

治疗'

FKC

定义为尝试导丝通过

病变的介入手术操作#包括支架植入术及球囊成形

术)排除标准!临床资料不完整#入院时已发生心源

性休克(严重感染(严重肝功能不全(恶性肿瘤等)

#>!

!

资料收集
!

通过对既往文献回顾与我院心血

管病专家的调研#初步确定纳入研究的临床及冠脉

造影相关变量#并对其资料进行收集#具体为!$

#

%患

者相关变量#包括年龄(性别(住院天数(有无周围血

管疾病(脑血管疾病(肾功能不全(纽约心脏协会

$

@TR(

%心功能分级(

FKC

治疗特征$稳定型心绞

痛(不稳定型心绞痛(急性心肌梗死(急诊
FKC

治

疗%'$

!

%辅助检查相关变量#包括术前左室射血分数

$

S?H[

%(术后血细胞比容$

RKM

%(术后血红蛋白

$

RU_

%'$

&

%既往病史相关变量#包括高血压病史(

糖尿病病史(高血脂病史(慢性肺部疾病史

$

KBFA

%(吸烟史(心肌梗死病史(

FKC

治疗史(冠状

动脉旁路移植术$

K(_U

%治疗史'$

E

%冠状动脉造影

手术相关变量#包括冠状动脉病变支数$冠状动脉或

其主要分支狭窄
(

D"̂

%(左主干病变$狭窄
(

$"̂

%(冠状动脉病变分型(术中使用支架个数(术中

并发症)

#>&

!

相关定义
!

终点事件定义为院内主要不良心

血管事件$

-*

O

02*+;,2<,)*2+.0;*<)14*2,;,38<

#

7(KH

%的发生)具体说来#主要不良心血管事件为

在我院住院期间发生
(

#

项以下事件!$

#

%各种原因

导致的死亡事件'$

!

%再发
`

波性心肌梗死'$

&

%须

紧急
FKC

治疗'$

E

%须紧急
K(_U

治疗'$

$

%脑血管

意外事件)其中#再发
`

波性心肌梗死诊断标准为

以下
&

项标准中至少存在
!

项!$

#

%持续性胸痛至少

!"-.3

以上'$

!

%肌酸激酶或肌酸激酶同工酶升

高
%

!

倍正常标准'$

&

%心电图中出现新的
`

波)肾

功能不全定义为既往诊断为慢性肾脏病
&

"

$

期或

入院血肌酐$

6)2

%水平
%

#DD

&

-04

"

S

)高血压诊断

参考
!"#"

年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

#$

,

)高脂血症诊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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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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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茂巍#等
>

高龄冠心病患者
FKC

术后院内不良心血管事件发生的危险因素评分

断参照
!""D

年中国成人血脂异常防治指南+

#'

,

)糖

尿病诊断参照
!"#E

年
(A(

$美国糖尿病协会%糖尿

病诊疗指南标准+

#D

,

)吸烟定义为吸烟
!

年以上#每

天吸烟
%

$

支)冠状动脉病变分型根据美国心脏病

学会"美国心脏协会$

(KK

"

(R(

%制定的标准将冠

脉病变分
(

型(

_

型及
K

型#其中
_

型又分
_#

及
_!

型+

#%

,

)周围血管疾病定义为明确有周围动脉狭窄#

包括颈动脉及下肢动脉)急诊
FKC

定义为急性心肌

梗死在发病
!EJ

内行直接
FKC

(溶栓失败行补救

FKC

和患者出现血流动力学不稳定甚至心源性休克

时的紧急
FKC

+

#N

,

)

#>E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6F66#N>"

软件进行统计

分析#计量资料采用
'

:i(

表示#计数资料以百分率

$

^

%表示)首先对研究组资料进行单因素
40

=

.<8.)

回归分析确定与终点事件具有显著相关性$

<

$

">!$

%的潜在危险因素#作为候选变量)再应用多因

素
40

=

.<8.)

逐步回归分析候选变量#确定终点事件的

独立危险因素)入选标准为
">"$

#剔除标准为

">#"

)根据已建立的多因素
40

=

.<8.)

回归模型中各危

险因素回归系数
$

值对其赋予相应整数分值#建立

相应危险因素评分)将验证组收集到的危险因素信

息代入已建立的
FKC

危险评分#对得到的预期结局

与真实结局进行比较分析#并检验其受试者工作特

征$

PBK

%曲线下面积和
R0<-,2GS,-,<J0\

拟合优

度#判断其预测及判别性能)检验水准$

'

%为
">"$

)

:

!

结
!

果

!>#

!

患者临床基本资料
!

研究组共入选病例
#""D

例#平均住院时间$

##>N"iD>%

%

+

#平均植入支架

$

#>Ni">N

%枚)发生院内不良心血管事件共
E"

例

$

E>"̂

%#其中死亡
&&

例$

&>&̂

%#再发心肌梗死
!"

例$

!>"̂

%#行紧急
FKC

治疗
N

例$

">N̂

%#行紧急

K(_U

治疗
#

例$

">#̂

%#发生脑血管意外事件
$

例

$

">$̂

%)

'$D

例$

'$>!̂

%主要诊断为不稳定型心

绞痛#

!'!

例$

!'>"̂

%主要诊断为急性心肌梗死#其

他基本资料见表
#

)

!>!

!

FKC

术后不良心血管事件的单因素及多因素

分析
!

对研究组收集的信息进行单因素
40

=

.<8.)

回

归分析#结果显示符合条件的潜在候选变量$

<

$

">!$

%为年龄(既往冠心病史(既往心肌梗死病史(既

往
FKC

治疗史(糖尿病病史(高血脂病史(肾功能不

全(脑血管疾病史(周围血管疾病(急性心肌梗死(急

诊
FKC

治疗(

@TR(

心功能分级
(

&

级(

S?H[

$

$"̂

(多支血管病变(左主干病变(

K

型病变(植入支

架数量
(

&

枚(术中发生并发症$表
#

%)对以上纳入

的候选变量进行多因素
40

=

.<8.)

逐步回归分析#结果

显示糖尿病(肾功能不全(急性心肌梗死(急诊
FKC

治疗(左主干病变(

K

型病变(植入支架
(

&

枚是
FKC

术后发生院内不良心血管事件的独立危险因素

$表
!

%)

!>&

!

FKC

危险评分的建立
!

根据已建立多因素

40

=

.<8.)

回归模型结果$表
!

%#利用
6144.;*3

等+

!"

,所阐

述的方法#将筛选出的各独立危险因素的回归系数
$

值同时除以常数
">%'N

后按四舍五入原则对其风险

权重赋予整数分值#构建
FKC

危险评分)危险因素评

分中最低分
#

分#最高分
&

分#总分
"

"

##

分#不良心

血管事件的预期发生率随评分的升高呈上升趋势$图

#

%)对评分进行检验计算$图
!(

%#

PBK

曲线下面积

为
">N#

#

R0<-,2GS,-,<J0\

拟合优度检验
!

!

k

#>'"'

#

<k">'$%

)

!>E

!

FKC

危险评分的验证
!

验证组共纳入病例
$!D

例#发生院内不良心血管事件共
#D

例#将验证组收集

到的危险因素信息代入已建立的
FKC

危险评分中#计

算相应危险评分#通过危险评分计算其预期不良心血

管事件发生率#并与真实事件发生率进行比较分析#

结果见图
&

)经检验计算$图
!_

%#其
PBK

曲线下面

积为
">%N

#

R0<-,2GS,-,<J0\

拟合优度检验
!

!

k

#>N&N

#

<k">$%'

)

;

!

讨
!

论

本研究通过对我院高龄患者临床及冠脉影像资

料信息整理分析后#初步建立起一个较为客观(简单

的危险评分)该危险评分由
D

个危险因素构成#按风

险权重赋予整数分值后分别为急诊
FKC

治疗$

&

分%(

肾功能不全$

!

分%(左主干病变$

!

分%(糖尿病$

#

分%(

急性心肌梗死$

#

分%(

K

型病变$

#

分%#植入支架
(

&

枚$

#

分%#总分
"

"

##

分)随着分值从
"

分升至
##

分#预期发生院内不良心血管事件的可能性由
"

升至

">ND

$图
#

%#说明所得评分越高#相对其他评分较低的

患者而言#住院期间发生不良心血管事件的可能性越

大)经过验证#该危险评分
PBK

曲线下面积
">N#

#提

示其对
FKC

术后院内不良心血管事件的发生具有较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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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

研究组$

9KKQ

例&临床基线分布及
JAT

术后发生
H5A!

的单因素
$#

0

'*.'3

回归分析

C%"9

!

A$'2'3%$3B%(%3.,('*.'3*%2+)2'&%('%.,$#

0

'*.'3(,

0

(,**'#2%2%$

7

*'*#/H5A!'29KKQ

@

%.',2.*8'.BA5=%/.,(JAT

?*2.*Z4, D 7(KH,

$

^

%

BP

$

N$̂ KC

%

?*2.*Z4, D 7(KH,

$

^

%

BP

$

N$̂ KC

%

(

=

,

$

9

,*2

%

F,2.

L

J,2*4;*<)14*2+.<,*<,

!$

%" '$# !#

$

&>!

%

P,5>

!

@0 %D' &!

$

&>D

%

P,5>

!

%"G%E !%N #E

$

E>%

%

#>$&

$

">DD

#

&>"$

%

"

!

T,< #&# %

$

'>#

%

#>D!

$

">D%

#

&>%#

%

"

!(

%$ 'D $

$

D>$

%

!>E!

$

">%N

#

'>'E

%

"

KBFA

6,I

!

@0 N"" &$

$

&>N

%

P,5>

!

7*4, '#N !'

$

E>!

%

P,5>

!

T,< #"D $

$

E>D

%

#>!#

$

">E'

#

&>#'

%

!

[,-*4, &%% #E

$

&>'

%

">%$

$

">EE

#

#>''

%

()18,7C

S,3

=

8J05J0<

L

.8*4<8*

9

"

"

+

!

@0 DE$ N

$

#>!

%

P,5>

! &

D !'" #"

$

&>%

%

P,5>

!

T,< !'! &#

$

##>%

%

#">N%

$

$>#$

#

!&>&N

%

"

!

DG#E $!D !"

$

&>%

%

">NN

$

">E'

#

!>#E

%

:2

=

,38FKC

!%

#E !!" #"

$

E>$

%

#>#N

$

">EN

#

!>N!

%

!

@0 %NE #E

$

#>'

%

P,5>

6-0].3

= !

T,< ##& !'

$

!&>"

%

#%>DN

$

N>E'

#

&D>&"

%

"

!

@0 D"& &#

$

E>E

%

P,5> @TR()4*<<

!

T,< &"E N

$

&>"

%

">''

$

">&#

#

#>E#

%

!#

02

(

%"N !%

$

&>$

%

P,5>

R

9L

,28,3<.03

!*

02

%

#N% #!

$

'>#

%

#>%"

$

">N"

#

&>'"

%

"

!

@0 !'E %

$

&>"

%

P,5> RKM

$

^

%

!

T,< DE& &!

$

E>&

%

#>EE

$

">''

#

&>#D

%

!$

&$ !$E #"

$

&>N

%

#>>!"

$

">$&

#

!>D#

%

F2.02K(A

!

&$GE" E$E #$

$

&>&

%

P,5>

!

@0 $#" !N

$

$>D

%

P,5>

!(

E" !NN #$

$

$>"

%

#>$$

$

">DE

#

&>!#

%

!

T,< END ##

$

!>!

%

">&%

$

">#N

#

">D'

%

"

RU_

"

_

"$

=

-

S

m#

%

F2,;.01<FKC

!&

N" !! !

$

N>#

%

!>&$

$

">$!

#

#">$N

%

!

@0 %!$ &D

$

E>$

%

P,5>

!

N"G#!" &E% #!

$

&>E

%

">DD

$

">&'

#

#>$%

%

!

T,< #%! &

$

#>'

%

">&'

$

">##

#

#>#D

%

"

!%

#!" '&D !'

$

E>#

%

P,5>

F2,;.01<K(_U S?H[

$

^

%

!

@0 N%E E"

$

E>#

%

P,5>

!(

$" D#N #E

$

#>N

%

P,5>

!

T,< !& "

$

">"

%

"

!$

$" !%% !'

$

N>"

%

$>""

$

!>$D

#

N>D!

%

"

F2,;.01<7C @0>05;,<<,4<

!

@0 %!D &'

$

E>E

%

P,5>

!

#02! '#D #'

$

!>'

%

P,5>

!

T,< #%" E

$

!>!

%

">$"

$

">#%

#

#>E!

%

"

!(

& &N" !E

$

'>!

%

!>E'

$

#>&"

#

E>D"

%

"

A.*Z,8,<-,44.81< S,58-*.3+.<,*<,

!

@0 D%% !&

$

!>N

%

P,5>

!

@0 N$N !N

$

&>"

%

P,5>

!

T,< !#N #D

$

D>%

%

!>%"

$

#>ED

#

$>&E

%

"

!

T,< E% ##

$

!!>N

%

N>$&

$

E>E!

#

!">$$

%

"

R

9L

,24.

L

.+,-.* M

9L

,K4,<.03

!

@0 E'# !&

$

$>"

%

P,5>

!

@0 D"' #&

$

#>%

%

P,5>

!

T,< $E' #D

$

&>#

%

">'#

$

">&!

#

#>#'

%

"

!

T,< &"# !D

$

N>"

%

$>!$

$

!>'D

#

#">&&

%

"

P,3*4.3<155.).,3)

9

@0>05<8,38<

L

4*),+

!

@0 NE& !N

$

&>#

%

P,5>

!

#02! D%' !!

$

!>%

%

P,5>

!

T,< 'E

!

##

$

#D>!

%

'>$E

$

&>#"

#

#&>%#

%

"

!(

& !!# #%

$

%>#

%

&>"%

$

#>'!

#

$>%$

%

"

K,2,Z20;*<)14*2+.<,*<, C382*0

L

,2*8.;,)0-

L

4.)*8.03<

!

@0 %N# &&

$

&>D

%

P,5>

!

@0 ND" &E

$

&>$

%

P,5>

!

T,< ##' D

$

'>"

%

#>'D

$

">D!

#

&>%D

%

"

!

T,< &D '

$

#'>!

%

$>&&

$

!>"%

#

#&>'!

%

"

!!

7(KH

!

7*

O

02*+;,2<,)*2+.0;*<)14*2,;,38<

'

P,5>

!

P,5,2,3),

'

K(A

!

K0203*2

9

*28,2

9

+.<,*<,

'

FKC

!

F,2)18*3,01<)0203*2

9

.38,2;,38.03

'

K(_U

!

K0203*2

9

*28,2

9

Z

9L

*<<

=

2*58.3

=

'

7C

!

7

9

0)*2+.*4.35*2)8.03

'

KBFA

!

KJ203.)0Z<821)8.;,

L

14-03*2

9

+.<,*<,

'

@TR(

!

@,\T02]J,*28

*<<0).*8.03

'

RKM

!

R,-*80)2.8

'

RU_

!

R,-0

=

40Z.3

'

S?H[

!

S,58;,382.)14*2,

O

,)8.0352*)8.03

'

@0>

!

@1-Z,2>

"

<

$

">!$;<P,5>

-

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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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龄冠心病患者
FKC

术后院内不良心血管事件发生的危险因素评分

表
:

!

研究组$

9KKQ

例&

JAT

术后不良心血管事件的

多因素
$#

0

'*.'3

回归分析

C%":

!

H)$.'&%('%.,%2%$

7

*'*#/

@

(,+'3.#(*/#(H5A!'2

9KKQ

@

%.',2.*8'.B3#(#2%(

7

%(.,(

7

+'*,%*,%/.,(JAT

?*2.*Z4,

$

GK0,55.).,38 BP

$

N"̂ KC

%

<;*41,

A.*Z,8,<-,44.81< ">%'N !>&%

$

#>!E

#

E>$%

%

">"!N

P,3*4.3<155.).,3)

9

#>&&! &>DN

$

#>'$

#

%>D&

%

">""N

()18,7C #>#!D &>"N

$

#>#'

#

%>!E

%

">"$N

:2

=

,38FKC !>!"% N>"N

$

&>'E

#

!!>DE

%

$

">""#

S,58-*.3+.<,*<, !>"#N D>$&

$

&>#%

#

#D>%#

%

$

">""#

M

9L

,K4,<.03 #>!&E &>EE

$

#>D'

#

'>D!

%

">""!

(

&<8,38<

L

4*),+ #>!!! &>&N

$

#>D'

#

'>$D

%

">""!

C38,2),

L

8 m'>#NE

!!

7(KH

!

7*

O

02*+;,2<,)*2+.0;*<)14*2,;,38<

'

FKC

!

F,2)18*3,01<

)0203*2

9

.38,2;,38.03

'

7C

!

7

9

0)*2+.*4.35*2)8.03> 7,8J0+ k

[02\*2+<8,

L

\.<,

$

K03+.8.03*4

%

图
9

!

JAT

危险评分及研究组各评分对不良

心血管事件的预测概率分布情况

M'

0

9

!

JAT('*4*3#(,%2+,*.'1%.,+(%.,*#/H5A!/#(,%3B

'2.,

0

,(('*4*3#(,'29KKQ

@

%.',2.*8'.B3#(#2%(

7

%(.,(

7

+'*,%*,

7(KH

!

7*

O

02*+;,2<,)*2+.0;*<)14*2,;,38<

'

FKC

!

F,2)18*3,01<

)0203*2

9

.38,2;,38.03

'

7C

!

7

9

0)*2+.*4.35*2)8.03

高的辨识度#

R0<-,2GS,-,<J0\

拟合优度检验
<k

">'$%

#提示该危险评分对终点事件的预期结局与实

际观察结局具有较高的一致性)因此#初步建立起

的
FKC

危险评分对
FKC

术后院内不良心血管事件

的发生具有良好的预测及判别性能)在初步建立的

FKC

危险评分基础上#我们又对该危险评分进行了

验证工作#验证提示随着危险评分的增加#预期与实

际观察到的不良心血管事件发生率均呈升高趋势并

基本拟合$图
&

%#说明该危险评分的预测水准较高)

经检验计算$图
!

%其
PBK

曲线下面积为
">%N

#

R0<-,2GS,-,<J0\

拟合优度检验
<k">$%'

#提示

该危险评分应用于验证组人群时仍具有良好的预测

性能)

图
:

!

研究组$

5

&与验证组$

W

&

IFA

曲线下

面积及实际观察事件与预测事件的

L#*1,(-E,1,*B#8

拟合优度检验散点图

M'

0

:

!

IFA3)(&,%2+L#*1,(-E,1,*B#8.,*.

@

$#.*#/JAT('*4

'29KKQ+,('&%.'#2

@

%.',2.*

$

5

&

%2+S:Q&%$'+%.'#2

@

%.',2.*

$

W

&

FKC

!

F,2)18*3,01<)0203*2

9

.38,2;,38.03

'

7(KH

!

7*

O

02*+;,2<,

)*2+.0;*<)14*2,;,38<

'

PBK

!

P,),.;,2 0

L

,2*8.3

=

)J*2*)8,2.<8.)

'

(:K

!

(2,*13+,2)12;,

图
;

!

验证组各危险评分的不良心血管事件

实际发生率与预测发生率

M'

0

;

!

CB,#"*,(&,+%2+

@

(,+'3.,+(%.,*#/H5A!'2

S:Q&%$'+%.'#2

@

%.',2.*8'.B.B,('*4*3#(,1#+,$

7(KH

!

7*

O

02*+;,2<,)*2+.0;*<)14*2,;,38<

!!

目前#国内尚无针对老年特别是
D$

岁以上的高

龄患者
FKC

术后发生院内危险事件的评价预测方

法#本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这方面研究资料不

足的问题)临床医生通过危险评分对高龄
FKC

患者

进行预先评估#不仅可以使临床医生对可能发生的

术后短期生存风险进行预判#做出准确识别和及时

处理#同时可以使临床医生对结局事件做出更充分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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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全面的认识#对患者及家属做出合理而详实的知

情告知#提升患者及家属对可能存在风险的理解#进

而与医生共同制定更为科学合理的治疗决策)但要

强调的是#该
FKC

危险评分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

预测
FKC

术后的不良结局#但这并不意味着这样的

不良结局对每一位个体精准匹配#因为每一例患者

都有自身的发病特点#有自身的危险因素存在#而这

些未被危险评分纳入的危险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可能

会导致不同结局的发生)因此#该危险评分的主要

用途应该是指导医生及患者对可能发生的概率性结

局事件做出全面评估及预判#并主动开展风险管理#

做出最佳的治疗决策#而并非完全作为不良结局事

件发生的预测工具)

欧美国家目前已建立部分
FKC

危险评分模型#

其结果不尽相同)

R*33*3

等+

D

,研究建立的
FKCP6

危险评分模型中入选的危险因素包括高龄(血流动

力学不稳定(

S?H[

(急性心肌梗死(周围血管疾病(

心力衰竭(恶性室性心律失常(

KBFA

(肾功能不全(

多支血管病变(左主干病变'

+,714+,2

等+

%

,建立的

H120R,*28

危险评分模型中入选的危险因素包括
#"

个临床因素和
'

个冠脉造影因素#其中血流动力学

不稳定(急性心肌梗死和高龄对结局影响最为显著'

F,8,2<03

等+

N

,建立的
@KAP

危险评分模型提示高

龄(心力衰竭(周围血管疾病(心源性休克(慢性肺部

疾病(较差肾功能(

@TR(

心功能
%

级(急性
6M

段

抬高性心肌梗死(急诊
FKC

治疗为最终入选的危险

因素'

KJ0\+J*2

9

等+

#!

,所建立的
M020380

危险评分

模型则将高龄(糖尿病(肾功能不全(较差心功能(

S?H[

$

!"̂

(既往心肌梗死病史(多支血管病变(

左主干病变(急诊
FKC

治疗(休克作为最终的危险因

素赋予相应分值)这些
FKC

危险评分模型所涉及的

主要危险因素在本研究结果中均有体现#然而#与其

相比#部分变量如高龄(较差心功能(血流动力学不

稳定以及
S?H[

(

KBFA

(心律失常(周围血管疾病史

等在本研究多因素模型结果中并没有作为预测不良

心血管事件的独立危险因素被筛选出)我们认为其

原因首先与回顾性研究的局限性有关#一些数据如

心律失常(血流动力学状态等变量在临床资料收集

过程中无法全部获取'其次#上述研究主要针对欧美

非高龄人群#而本研究专门针对我国高龄患者#入选

对象群体的不同可能产生结果的改变'同时本研究

将心源性休克患者作为排除标准#使入选的患者相

对风险降低#可能导致结果的部分偏倚#类似结论在

之前国外的相关研究中也曾报道+

!#

,

)

研究中我们还发现#国外其他
FKC

危险评分多

将院内死亡作为研究的终点事件#并未涉及其他不

良心血管事件+

DGN

#

##G#!

,

#但高龄冠心病患者是一个特

殊人群#单纯用院内死亡来评价术后危险并不能准

确反映这一特殊群体#因此本研究将术后危险的终

点事件设定为不良心血管事件#除院内死亡外#再次

心肌梗死(紧急
FKC

(紧急
K(_U

及脑血管意外事件

也一同定义为终点结局事件#因为通过临床实践及

文献回顾#以上不良心血管事件的出现对高龄人群

术后影响远远超过普通成年人群#可能严重影响术

后恢复(生活质量提高#甚至导致出院后续死亡的严

重不良结果发生+

!!

,

)

本研究也存在局限性#由于是对既往资料的回

顾性研究#无法对入选危险因素作出更为细致(全面

的分类表达#亦无法对出院后情况进行跟进随访#尚

不能对出院后不良心血管事件发生情况进行判别'

同时#一些近年来临床中新引入的检验指标也未能

作为预测变量引入#例如
_

型钠尿肽(高敏肌钙蛋白

等#可能影响最终危险评分的制定)因此#未来还将

继续开展针对高龄患者
FKC

治疗的前瞻性研究#力

求使高龄患者从
FKC

治疗中得到最大获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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