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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简介

一、所属科技领域

本项目属于社会公益类科学技术应用研究课题--沧州市科技支撑计划项目课题（141302087）。

二、立项背景

尽管急诊冠状动脉介入治疗能明显减少急性心肌梗死患者住院期间及中、远期死亡率，然而，急性心肌梗死

的住院死亡率仍在 7%-10%左右，因此，对急性心肌梗死进行风险分层从而在临床上决定治疗方案尤为重要。

SYNTAX-II 积分在冠心病患者三支病变及左主干病变的预测价值已得到证实，然而该积分在急性心肌梗死患者中

的应用价值尚不明确。

三、主要技术内容

该研究通过应用 SYNTAX-II 积分，发现该积分能预测急性心肌梗死直接 PCI患者的术后心肌灌注水平，高

SYNTAX-II 积分患者在住院期间死亡、恶性心律失常、心肺复苏、进展性心力衰竭发生率及出院后 1年内的主

要心血管不良事件明显升高。在预测住院期间的死亡方面，SYNTAX-II 积分优于 GRACE、Zwolle 及 SYNTAX
积分。预测 1年内主要心血管不良事件方面，SYNTAX-II积分优于 Logistic临床 SYNTAX、GRACE及 SYNTAX
积分。因此对于高 SYNTAX-II积分的急性心肌梗死患者，更需要积极治疗。

四、创新点

1.证实了 SYNTAX-II积分首次在急性心肌梗死中的应用价值；

2. 通过比较 SYNTAX-II与其他风险评分之间的预测价值，发现该积分预测急性心肌梗死患者住院期间及 1
年内的心血管不良事件更为优越；

3.建立住院期间MACE风险的预测模型。



五、应用推广及效益情况

该研究已在国内外发表研究论文 8篇，其中 SCI 论文 4篇，经国家一级科技查新咨询单位河北省科学技术信

息研究所查新国内未见相同报道，表明该研究学术价值较高。通过计算 SYNTAX-II 积分，发现急性心肌梗死高

危患者，为直接 PCI患者围术期提供良好的工具。对于高 SYNTAX-II 积分患者，术前应用缺血预适应、术中应

用缺血后适应、血栓抽吸、联合强化抗栓治疗等办法减少心肌不良灌注的发生，降低心力衰竭及死亡的风险，术

后严密监护，及时处理恶性心律失常及心力衰竭；出院后加强随访，缩短随访时间、增加随访内容，进行康复训

练，及时发现不良事件及积极药物干预。有效合理配置医疗资源，总体降低医疗费用，降低心血管不良事件的发

生，改善患者预后。目前已在我市三级医院推广应用，取得良好的社会效益。研究论文已在美国心脏病学杂志

（JACC）、Coronary Artery Disease、Cardiology Journal、中国心血管杂志、海南医学院学报等杂志上发表。

主要完成单位及创

新推广贡献

主要完成单位沧州市中心医院，承担了本项目的科研申报、设计、实施、总结、论文撰写、发表及管理等工

作，为本项目顺利组织实施提供了人员协调、设备支持、影像资料的保存及其他保障。

推广应用及经济社

会效益情况

该研究通过 SYNTAX-II积分来预测急诊直接 PCI患者术后心肌灌注水平、住院期间及 1年内的心血管不良

事件，同时比较 SYNTAX-II 积分同各种不同积分之间的预测价值，证实了该积分在急性心肌梗死患者中的应用

价值。通过术前计算 SYNTAX-I 积分，对高分组患者术前应用缺血预适应，术中应用缺血后适应、血栓抽吸、

联合强化抗栓治疗等办法减少术后心肌灌注不良的发生，降低心衰及死亡的风险，术后对高 SYNTAX-II 积分的

患者严密监护，及时处理恶性心律失常及心力衰竭，降低死亡风险。术后加强随访、缩短随访时间、及时发现不

良事件，能有效的配置医疗资源，发现高危人群，积极治疗，改善患者预后，降低医疗费用。共治疗患者 200
余例，优化了急性心肌梗死的治疗，提高了术后心肌灌注水平。该项目发表相关论文 8篇，其中 SCI论文 4篇，

项目组成员受邀在（长城国际心血管会议）GW-ICC上进行学术报告，该项目的研究结果同时以壁报进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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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NTAX-II 积分在急性心肌梗死患者中的应用》该课题分五个阶段完成

1.课题前期阶段：王钢、李静、华琦在课题相关文献的查阅、创新点的寻找方面进行了相关工作；

2.课题初期阶段：张玉辉、赵磊、韩立宪在 SYNTAX-II 积分判定方面做了相关工作，冉晨光在患者心电图判定、入选方面做了工作，

王澎在患者对实验室检查相关资料进行了核对、录入，王钢、李猛在数据库建立，数据核对、录入方面做了相关工作；

3.课题中期阶段：王晨在患者预后随访方面、论文撰写过程中的参考文献核对方面做了相应的工作，李猛、王澎在数据核对、统计方

面做了相应的工作，王钢、冉晨光、张玉辉负责部分的论文撰写；王钢、李静、华琦在论文的书写、投稿、润色方面做了相关工作；

4.课题验收阶段：王钢、冉晨光、张玉辉、李猛在结题验收、函审的方面做了工作；



5. 成果推广应用阶段：王钢、赵磊、韩立宪在相关技术的应用推广做了相应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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