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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肝病诊断中的应用价值$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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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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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肝癌患者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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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脏是人体内的.化工厂/#是维持人体正常新陈代谢的重

要器官)肝脏疾病是临床常见病*多发病)特别是在我国#病

毒性肝炎*肝硬化及肝癌的发病率较高#严重危害着人民群众

的身体健康)因此#国内外医学界把肝病防治列为重点研究课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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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胎蛋白$

&S*

%是诊断原发性肝癌的特异性肿瘤标志

物)岩藻糖苷酶$

&S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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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氨酰转移酶$

((=

%是肝脏功能

诊断中较好的酶类物质)视黄醇结合球蛋白$

,Q*

%*前清蛋白

$

*&

%主要在肝脏合成#能及时反映肝病患者肝脏合成功能的

变化#在肝脏疾病诊断中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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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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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肝癌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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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
!$<

例&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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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平均$

;$68j"6%

%岁)所有患者均

经临床*影像学*病理活检*实验室确诊)选择健康体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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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纳入对照组&其中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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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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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年龄
<$

)

"<

岁#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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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与试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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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自动电化学发光免疫分析仪#

西门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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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自动生化分析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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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剂由罗氏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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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剂由西门子医学诊断产品

有限公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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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剂由浙江泰司特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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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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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采用免疫比浊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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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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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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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进行数据处理及统计

学分析#计量资料以
:j?

表示#两组间比较采用
4

检验#

E

%

#6#T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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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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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健康体检者比较#肝病患者
&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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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有不同

程度升高#而
,Q*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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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有不同程度降低#差异均有统计学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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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脏是体内蛋白质和多种酶类合成的重要器官#当肝脏功

能遭受不同程度损伤时#其合成蛋白质和酶的功能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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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此#目前实验室将多种蛋白及酶作为反映肝脏损伤的指标)

,Q*

与
*&

也是肝脏合成的蛋白质#两者与视黄醇以复合物形

式存在于肝脏中#负责维生素
&

的转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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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相对分子质

量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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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泛分布于血液*脑脊液*尿液及其他体液中)

测定
,Q*

可作为肝功能早期损伤和监护治疗的指标)

*&

相

对分子质量为
T;̀ !#

$

#半衰期为
!67D

#在肝损伤时升高和降

低更为明显#可作为早期肝功能损伤的指标#比清蛋白具有更

高的灵敏度)本研究结果显示#当存在不同程度的肝损伤时#

患者
,Q*

与
*&

均有不同程度的降低#且与健康体检者比较#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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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程度从高到低依次为肝癌

组*肝硬化组*肝炎组)随着肝功能的恢复#多数患者
*&

很快

上升至正常水平#个别患者持续低于正常水平#提示肝细胞进

一步损伤#加重或转向慢性#甚至变成肝硬化#所以
*&

也可作

为肝功能恢复的一项灵敏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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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主要在胎儿肝中合成#在胎儿
!$

周时占血浆蛋白总

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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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周岁时接近成人水平)当肝细胞发生癌变时#却

又恢复了产生这种蛋白的功能#而且随着病情恶化#它在血清

中的浓度会急剧升高#

&S*

就成了诊断原发性肝癌的一项特

异性临床指标)肝癌患者的
&S*

阳性率为
"#̂

)

7#̂

#但在

病毒性肝炎及肝硬化患者中呈中低水平或暂时性升高'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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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研究结果显示#肝癌患者
&S*

水平较健康体检者有明显上升#

而肝炎患者与肝硬化患者较健康体检者也有一定程度的增高#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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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

是一种溶酶体酸性水解酶#广泛分布于人体组织细

胞和体液中#主要参与含岩藻糖的低聚糖*糖肽等生物活性大

分子的代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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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肝癌患者
&SY

活性增强的机制尚不清楚#推

测可能与肝细胞的酶*蛋白合成增加#降解减慢有关#或与肿瘤

细胞坏死*破裂*酶释放过多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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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结果显示#随着肝

组织病变程度的加深#

&SY

的水平也随之上升#肝病患者与健

康体检者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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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可根据

&SY

升高水平来了解肝组织的损伤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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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存在肝细胞膜和微粒体上#参与谷胱甘肽的代

谢)肾脏*肝脏和胰腺中浓度较高#但血清中
((=

主要来自

于肝胆系统)

((=

的升高一般预示着肝脏的损伤#且其升高

幅度与肝脏的损伤程度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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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数据表明#肝癌*

肝硬化*肝炎患者较健康体检者血清中的
((=

水平均有不同

程度的上升#肝癌组上升程度高于肝硬化组#且高于肝炎组)

((=

的升高提示存在肝内胆汁淤积#说明肝细胞和肝内毛细

胆管的上皮也被破坏#肝硬化
((=

升高严重#可能合并胆石

症#需要进一步检测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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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在肝脏疾病中#随着肝组织损伤程度的不同#其

合成的蛋白及酶在血清中的浓度都会发生不同程度的改变#检

测血清中的
&S*

*

&SY

*

,Q*

*

((=

及
*&

在肝病的诊断中具

有较高的应用价值)

参考文献

'

!

( 陈悦#龚作炯
6

肝脏疾病诊疗进展'

L

(

6

湖北!湖北科学技术出版

社#

<##%6

'

<

( 朱玉#王启之#燕善军
6

肝硬化患者联合检测血清视黄醇结合球蛋

白*前清蛋白*胆碱酯酶的临床意义'

Z

(

6

蚌埠医学院学报#

<#!$

#

$%

$

!<

%!

!T8!)!T8$6

'

$

( 戴震
6

血清前清蛋白*视黄醇结合球蛋白和总胆汁酸对肝硬化诊

断的临床价值'

Z

(

6

中国老年学杂志#

<#!<

#

$<

$

!$

%!

<%;")<%;%6

'

;

( 姚碧婉
6

血清视黄醇结合球蛋白*前清蛋白*总胆汁酸*胆碱酯酶

检测在肝脏疾病中的临床意义'

Z

(

6

中国临床新医学#

<#!;

#

"

$

"

%!

8<!)8<;6

'

T

( 聂荣慧#刘元元
6

肿瘤标志物
&S*

*

+&!<T

*

+&!77

和
+'&

检测在

肝炎*肝硬化患者诊断和治疗中的应用'

Z

(

6

吉林大学学报!医学

版#

<#!<

#

$%

$

!

%!

!!7)!<<6

'

8

( 石亮#伍丽丽#林向阳
6

慢性肝病患者血清中的诊断指标临床意义

探讨'

Z

(

6

中华医院感染学杂志#

<#!!

#

!

$

<;

%!

"$)";6

'

"

( 梁伟#陈洁
6

血清
((=

*

&SY

*

&[*

及
&S*

检测对肝癌的临床价

值'

Z

(

6

中国医药导报#

<#!#

#

!$

$

"

%!

<;)<86

'

%

(

(:@1D:2@L(

#

L@0@1@d@@L

#

\@11:@4.&

#

.0@46P.1>?@4

I

G@)[)F>A5)

/:D@/.

!

@>/.F>4?@1K.1:20G.D:@

E

25/:/5FG.

I

@05A.44>4@1A@1A:25)

?@

'

Z

(

6+@2A.1

#

!77<

#

"#

$

T

%!

!#;;)!#;%6

'

7

( 蒙雨明
6&S*

*

&SY

*

&[*

*

((=

对肝病诊断的价值'

Z

(

6

黑龙江医

学#

<##T

#

!!

$

<7

%!

%!$)%!;6

'

!#

(陈素珍
6

原发性肝癌患者血清
aQ\

标志物和
aQ\)WR&

与其

&S*

水平的相关性分析'

Z

(

6

临床医药实践#

<#!<

#

$%

$

!

%!

<#7)

<!#6

'

!!

(宴红
6

血清
=Q&

及
((=

在肝病患者检测中的评价'

Z

(

6

实用医技

杂志#

<##%

#

!T

$

!7

%!

<;%8)<;%"6

$收稿日期!

<#!T)!#)<%

%

!临床研究!

类风湿因子对酶联免疫吸附试验和电化学发光免疫分析检测甲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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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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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目的
!

探讨高浓度类风湿因子"

,S

#对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UP&

#和电化学发光免疫分析"

'+[U&

#检测甲型肝炎病

毒
U

E

L

抗体"

&20:)a&\U

E

L

#的影响!为临床明确诊断甲型肝炎提供依据$方法
!

8#

例类风湿关节炎"

,&

#患者采用免疫比浊法

检测
,S

!用
'[UP&

和
'+[U&

分别检测
&20:)a&\U

E

L

!并比较
,S

吸附前后
'[UP&

检测
&20:)a&\U

E

L

的吸光度"

]W

#值的差

异$结果
!

8#

例
,&

患者血清中!

<

例确诊甲型肝炎患者采用
'[UP&

和
'+[U&

法均检测出
&20:)a&\U

E

L

阳性!另
T%

例

'[UP&

法检出
&20:)a&\U

E

L

阳性
!!

例!阳性率
!%678̂

"

!!

'

T%

#%

'+[U&

检出
&20:)a&\U

E

L

阳性
!

例!阳性率
!6"<̂

"

!

'

T%

#!明显低于
'[UP&

法!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E

%

#6#T

#$将
T%

例
,&

患者血清用纯化的人
U

E

(

胶乳颗粒试剂吸附后重新进行

'[UP&

检测!仅有
<

例阳性!吸附后的
]W

值较吸附前明显降低 "

E

%

#6#T

#$结论
!

血清中高浓度
,S

会引起
'[UP&

检测
&20:)

a&\U

E

L

的假阳性!而对
'+[U&

法检测结果干扰较小$

关键词"类风湿因子%

!

假阳性%

!

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

甲型肝炎病毒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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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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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化学发光免疫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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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型肝炎病毒$

a&\

%是广泛传播的肝炎致病因子#它主

要通过粪
)

口消化道途径引起人类感染)血清
a&\U

E

L

抗体

$

&20:)a&\U

E

L

%是确定急性
a&\

感染的可靠指标'

!

(

#患者

于发病后
!

)

;

周血清中即可检出
&20:)a&\U

E

L

#

$

个月后

滴度下降#

8

)

%

个月后不易查出)故凡
&20:)a&\U

E

L

阳性#

特别是滴度较高时#常提示为急性
a&\

感染或复发#目前临

床上检测
&20:)a&\U

E

L

的常用方法是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

'[UP&

%

'

<)$

(

)但在日常工作中发现#部分类风湿因子$

,S

%阳

性#尤其是浓度较高的患者#用此方法检测
&20:)a&\U

E

L

时

有假阳性出现)本研究通过对
8#

例
,S

阳性患者分别用

'[UP&

和电化学发光免疫分析$

'+[U&

%检测
&20:)a&\U

E

L

#

以进一步探讨
,S

对
&20:)a&\U

E

L

检测的影响#为临床明确

诊断提供客观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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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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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资料
!

荆州市中心医院住院和门诊收治的
8#

例类

风湿关节炎$

,&

%患者#

,S

处于高浓度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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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除乙型肝炎*丙型肝炎#肝功能异常的患者#其中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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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心#分离出血清后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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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同批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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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与试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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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仪器为罗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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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氏原装配

套试剂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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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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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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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工程有限公

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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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为罗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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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

剂为罗氏诊断甲型肝炎原装配套试剂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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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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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免疫比浊法定量检测&

&2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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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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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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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检出)用纯化的人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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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

乳颗粒试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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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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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清后混合#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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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浴反

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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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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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上清#进行
'[UP&

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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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检测均按试剂盒说明严格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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