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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嗜中性粒细胞明胶酶相关脂质转运蛋白"

)]*[

$联合检测在
Y

H

*

肾病诊断中的应

用%方法
!

选择
Y

H

*

肾病患者
3!

例!

[AA

氏分级为
+

级
!"

例&

)

级
"%

例&

-

级
!3

例&

0

级
!'

例&

3

级
&

例#同时选取
2$

例健康

体检者为健康对照组%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Y_*

$测定尿
)]*[

水平!免疫比浊法检测尿
.

I

<.

水平%结果
!

Y

H

*

肾病早期患

者尿
.

I

<.

及
)]*[

水平升高!与健康对照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

$#随着
Y

H

*

肾病的进展!尿
.

I

<.

及
)]*[

水

平逐渐增高!且各组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

$#尿
.

I

<.

水平与血液肌酐水平呈正相关"

49%#3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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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尿
)]*[

水平与血液肌酐水平呈正相关"

49%#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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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论
!

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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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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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不但可以早期诊断
Y

H

*

肾病的发生!还可以

监测
Y

H

*

肾病的进展%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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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

肾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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嗜中性粒细胞明胶酶相关脂质转运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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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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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肾病是最为常见的一种原发性肾小球疾病#典型
Y

H

*

肾病患者的临床表现为反复发作性肉眼血尿或镜下血尿#可伴

有不同程度蛋白尿#部分患者可以出现严重高血压或者肾功能

不全#但大部分患者早期并没有表现出相应的临床症状#造成

了临床
Y

H

*

肾病的漏诊#其真实发病率可能更高'

!

(

)

Y

H

*

肾病

患者预后差#

"%4

!

7%4

的患者在
!%

!

"%

年的时间内会进行

性发展为终末期肾病#

Y

H

*

肾病患者病死率约是正常人群死亡

率的
"

倍'

">'

(

#早期准确的诊断对于临床治疗和患者预后有重

要意义)

为探讨
Y

H

*

肾病的实验诊断手段#本文通过对尿液中胱

抑素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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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嗜中性粒细胞明胶酶相关脂质转运蛋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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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检测#对其在
Y

H

*

肾病早期诊断中的应用价值进行

探讨)现报道如下)

A

!

资料与方法

A#A

!

一般资料
!

选取
"%!%

年
2

月至
"%!'

年
!!

月在本院诊

治并经肾活检确诊的
3!

例
Y

H

*

肾病患者#其中男
7$

例#女
"2

例%年龄
""

!

2$

岁#平均$

72#"8!"#$

&岁%

[AA

氏分级!

+

级
!"

例#

)

级
"%

例#

-

级
!3

例#

0

级
!'

例#

3

级
&

例)排除各种原

发性及继发性肝病*病毒性肝病*急性肾衰竭和肾移植术后患

者)同时选取
2$

例健康人为健康对照组#其中男
7"

例#女
"'

例%年龄
"3

!

2$

岁#平均$

7!#78&#$

&岁)健康对照组与各组

研究对象在性别*年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

A#B

!

试剂与仪器
!

检测
)]*[

的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

\[Y_*

&试剂盒购于美国
(l,

公司%检测
.

I

<.

采用北京利

德曼生化股份有限公司试剂%血肌酐$

_.D

&*尿肌酐$

c+D

&检测

采用
(@+EA

原装试剂#检测仪器为
(@+EA>+@KG<2%%%

全自动生

化分析仪检测)

A#C

!

方法
!

留取清晨研究对象的新鲜尿液标本#以
!%%%b

H

离心
!$L;=

#取上清液置于
51%^

冰箱保存集中检测)采用

\[Y_*

检测尿液
)]*[

的浓度#实验步骤严格按试剂盒说明

书进行操作%尿液
.

I

<.

免疫比浊法检测%

_.D

*

c+D

采用酶法

检测)尿
)]*[

和
.

I

<.

检测结果同步
c+D

校正后表示)

A#D

!

统计学处理
!

用
_-__!&#%

软件包进行统计处理)计量

资料以
F8>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检验或秩和检验%相关性用

_

C

AGDLG=

相关分析%以
"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B

!

结
!!

果

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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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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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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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肾病进展关系
!

Y

H

*

肾

病
+

级患者尿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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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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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出现升高#且与健康对

照组相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

&%随着
Y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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肾病病情

的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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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步升高#各组间相比差异均有统计

学意义$

"

&

%#%$

&)表明尿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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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肾脏早期损

害的标志物#并随着病情的进展而进行性的升高)结果见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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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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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与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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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肾病进展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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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别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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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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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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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c+D

$

L

H

"

H

&

健康对照组
2$ 2#'8!#& %#2!8%#!"

Y

H

*

肾病
+

级
!"

!!#"8"#2

G

!#"'8%#'3

G

Y

H

*

肾病
)

级
"%

!3#78'#$

GK

"#"78%#7

GK

Y

H

*

肾病
-

级
!3

"7#287#"

GK+

"#328%#21

GK+

Y

H

*

肾病
0

级
!'

"1#187#2

GK+J

7#%"8%#&7

GK+J

Y

H

*

肾病
3

级
&

''#28$#!

GK+JA

2#""8!#'2

GK+JA

!!

G

!

"

&

%#%$

#与健康对照组比较%

K

!

"

&

%#%$

#与
Y

H

*

肾病
+

级比

较%

+

!

"

&

%#%$

#与
Y

H

*

肾病
)

级比较%

J

!

"

&

%#%$

#与
Y

H

*

肾病
-

级比

较%

A

!

"

&

%#%$

#与
Y

H

*

肾病
0

级比较)

B#B

!

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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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与
_.D

相关性分析
!

_

C

AGDLG=

相关性分析显示#尿
.

I

<.

水平与
_.D

呈正相关$

49%#31"

#

"

&

%#%!

&%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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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与
_.D

呈正相关$

49%#3%!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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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
!!

论

Y

H

*

肾病诊断的金标准是肾穿刺活检#但肾活检为一项有

创性检查#重复肾活检患者较难接受#不便于经常性检测#其临

床应用受到限制#也是部分早期无典型临床症状患者漏诊的主

要原因'

!

(

#影响了临床早期诊断和疗效监控)因此寻找能反映

Y

H

*

肾病病变程度和预后的无创生物标志物具有重要意义)

.

I

<.

是一种小相对分子质量的胱氨酸蛋白酶抑制剂#在

所有有核细胞表达并持续性分泌#不依赖任何外来因素如性

别*年龄*饮食的影响)循环中的
.

I

<.

仅经肾小球滤过而被

清除#并在近曲小管重吸收#但重吸收后被完全代谢分解#无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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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管分泌#是一种反映肾小球滤过率变化的内源性标志物'

7

(

)

尿液中
.

I

<.

的浓度不仅与血清
.

I

<.

和
_.D

具有良好的相

关性#而且测定尿液中
.

I

<.

方便*快捷*无创伤#适合反复取

样检查)本研究结果显示#

Y

H

*

肾病各组尿液
.

I

<.

水平与健

康对照组相比显著升高#并随着病程的进展而进行性升高)表

明尿液
.

I

<.

水平对
Y

H

*

肾病患者早期肾损害有重要的诊断

价值#并且其水平与血液肌酐水平有着良好的相关性#同时检

测可为临床肾功能的评估和治疗方案的确定提供更可靠的诊

疗依据)

)]*[

又被称为脂质运载蛋白
>"

#为一种分泌性糖蛋白#

)]*[

基因位于常染色体
&

S

'7

上#全长
$12&K

C

#

)]*[

蛋白

由一条多肽链构成#含有
!31

个氨基酸残基#相对分子质量为

"$b!%

'

)有研究发现
)]*[

与肾脏关系密切#其主要表达于

近端小管'

$

(

)在肾脏急*慢性病变过程中#

)]*[

因肾小管上

皮细胞受到损伤性刺激大量分泌#通过诱导肾小管间质中浸润

的中性粒细胞发生凋亡以保护肾组织免受炎性细胞的侵害#同

时可诱导肾小管上皮细胞再生修复)多项研究表明
)]*[

可

以作为急性肾损伤早期可靠的诊断指标'

2>1

(

#其正常情况下肾

脏组织很少表达#在肾脏急性缺血再灌注后#肾小管上皮细胞

产生并分泌一系列与免疫反应相关的物质#其中
)]*[

浓度

迅速升高#可能与肾小管间质中浸润的中性粒细胞发生凋亡有

关'

&>!%

(

)本研究结果显示!尿
)]*[

水平在
Y

H

*

肾病
+

级开

始升高#并随着
Y

H

*

肾病的进展而逐步增加#组间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

&

%#%$

&#并且其水平与
_.D

水平有着良好的相关

性#同时检测可为临床肾功能的评估和治疗方案的确定提供更

可靠的诊疗依据)

综上所述#尿
.

I

<.

和
)]*[

作为新型肾脏疾病生物标

记物#与肾小管损伤有密切联系#在
Y

H

*

肾病的早期诊断*监

测进展方面有良好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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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研究!

P̀V

感染者
P̀V

血清标志物水平与
P̀V,)*

及肝功能的相关性

李惠军!吴
!

斌!李彩东

"兰州市第二人民医院肝病研究所!甘肃兰州
3'%%72

$

!!

摘
!

要"目的
!

探讨乙型肝炎病毒"

P̀V

$感染者外周血
P̀V

免疫学标志物"

P̀<*

H

&

P̀A*

H

&

P̀A*K

&

P̀+*K

$定量水平与

P̀V,)*

载量和肝功能水平的相关性%方法
!

收集
P̀V

携带者
2%

例"

*_.

组$&慢性乙型肝炎患者
2%

例"

.̀ P

组$&肝硬化患

者
2%

例"

[.

组$&肝癌患者
2%

例"

.̀.

组$!运用实时荧光定量
-.(

法检测
P̀V,)*

载量!运用化学发光免疫分析法检测血清

P̀<*

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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