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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清肝纤维化标志物联合检测的临床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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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肝纤维化的诊断依赖肝活检!既有创伤性又无

法准确判断肝纤维化的发展程度!更难以动态观察!本组通过

对比分析!探讨了透明质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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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肝纤维化诊断中的应用价值!

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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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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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资料
"

选择健康查体者
!&&

例作为健康对照组!其

中男性
('

例!女性
'%

例!平均年龄
6"2#

岁+选择本院住院患

者
$!%

例作为试验组!其中男性
!%$

例!女性
!$(

例!平均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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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其中慢性肝炎
!%'

例*轻度
6#

例&中度
%'

例&重度
(6

例,!肝纤维化
"#

例*代偿性
#(

例&失代偿性
$!

例,!肝癌
6&

例*均为肝炎后肝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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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

所有受检者均于清晨空腹抽取静脉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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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心

分离血清待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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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检测均使用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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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全自动化学发光仪及原装试剂盒!由专人严格

按说明书进行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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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组血清肝纤维化
6

项指标检测结果见表
!

%与健康对

照组比较!

C7

含量在慢性肝炎组&肝纤维化组&肝癌组均明显

升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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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量在肝纤维化

组&慢性肝炎组明显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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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肝

癌组也升高!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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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量在肝

纤维化组和肝癌组明显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

)

&2&(

,+

Y

&

含量在
$

个肝病组中均显著升高!尤以肝癌组升高最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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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组血清肝纤维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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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指标检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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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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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肝炎组
!%' !"#2$b%"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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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b(2! !'#26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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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纤维化组
"# 6#%2'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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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癌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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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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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与健康对照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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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国内外致力于研究无创伤性肝纤维化检查及评估

系统-

!

.

!其中细胞外基质及其代谢产物是常用的血清学标志

物%

C7

是人体基质的重要成分之一!由于其主要在肝内代

谢!目前已作为反映肝脏病变程度和肝纤维化程度的较敏感的

生化指标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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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组中!慢性肝炎组&肝癌组&肝纤维化组患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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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异常率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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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肝纤维化程度

的进展!

C7

升高的绝对值和异常率也随之增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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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K

在肝

脏中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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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硫酸己酰肝素等共同组成基底膜!可反映肝纤维

化活动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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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可反映肝纤维化的进展与严重程度!并与肿

瘤的浸润与转移有关%本试验组中肝纤维化组
9K

的异常率

高达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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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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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升高与
???

型胶原合成增加有关!在肝纤维

化早期!

XY

%

合成较为活跃!但晚期合成减慢!因此它只能作

为活动性肝纤维化的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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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最早增生的纤维!血清
Y

&

水平在各型病毒性肝炎中均有不同程度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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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以肝纤维

化增幅最大!约为正常值的
'

!

(

倍!它能敏感地反映肝炎向肝

纤维化发展的过程和程度!是肝纤维化早期诊断的良好指标%

综上所述!在肝纤维化的血清标志物中!

C7

的灵敏度较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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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与其他各项标志物的联合检测更具有临床意义%在利

用血清标志物来诊断肝纤维化量时!应注意以下问题'血清标

志物含量的变化不一定能完全反映肝纤维化的动态变化+单一

的血清标志物的诊断符合率较低!需多选择几种进行综合分

析!其中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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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较好+肝纤维化活跃期!血清标

志物可明显升高!但静止的肝硬化!即使处于晚期!血清标志物

水平变化幅度小!必须结合临床综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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