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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研究!

甲亢性肝病患者血清指标变化意义分析

王东旭!王
!

?!吕松林

"河南省南阳市第二人民医院检验科
!

*<-,,,

#

!!

摘
!

要"目的
!

分析血清肝功能%甲状腺功能血清指标检测在甲状腺功能亢进"简称甲亢#性肝病患者中的应用价值$方法
!

选择
+,):

年于本院就诊的肝功能正常甲亢患者
@*

例"甲亢组#%甲亢性肝病患者
.:

例"肝病组#$比较两组患者血清肝功能%甲

状腺功能指标水平$结果
!

肝病组血清丙氨酸氨基转移酶%碱性磷酸酶%

0

!

谷氨酰氨基转肽酶%直接胆红素%总胆汁酸%游离三碘

甲状腺原氨酸%游离甲状腺素%三碘甲状原氨酸%甲状腺素%促甲状腺激素水平均高于甲亢组"

(

$

,;,>

#$结论
!

血清指标检测有

助于甲亢性肝病的早期%准确诊断!及时给予患者相应的治疗!减少或避免发生不可逆的肝损伤!对减轻甲亢性肝病患者临床症

状%改善患者预后有重要意义!值得推广应用$

关键词"甲亢性肝病'

!

肝功能'

!

甲状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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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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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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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状腺功能亢进$简称甲亢%患者甲状腺合成*分泌甲状腺

激素增多#导致交感神经功能紊乱和机体代谢亢进#引起多食

但体质量降低*心悸*眼部突出等不适症状和体征'

)!+

(

)肝损伤

是甲亢常见并发症#可导致肝功能异常*肝肿大#亦被称为甲亢

性肝病)甲亢性肝病诊断依据包括
*

个方面#即确诊甲亢#丙

氨酸氨基转移酶$

783

%*碱性磷酸酶$

784

%*

0

!

谷氨酰氨基转

肽酶$

XX3

%*直接胆红素$

Q5Y8

%*总胆汁酸$

357

%至少
)

项水

平明显增高#甲亢对症治疗后肝功能指标水平下降或恢复正

常#无其他原发性肝脏疾病'

-!*

(

)甲状腺素异常升高也可直接

导致肝脏损伤#引起肝脏营养不良'

>

(

)因此#应重视甲亢患者

肝功能监测#一旦发现肝功能异常#应及时采取保肝*营养支持

等对症治疗)本研究分析了血清指标检测在甲亢性肝病患者

中的应用价值)现将研究结果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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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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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资料
!

选择
+,):

年于本院就诊的甲亢患者
).,

例#

其中肝功能正常甲亢患者$甲亢组%

@*

例#男
*@

例$

>+;)-]

%*

女
*>

例$

*<;.<]

%#患病时间
,;>

"

*;>

个月#平均$

+;>f);-

%

个月#年龄
-@

"

:@

岁#平均$

*@;-f-;)

%岁&甲亢性肝病患者

.:

例$肝病组%#男
*,

例$

*:;>)]

%#女
*:

例$

>-;*@]

%#患病时

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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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个月#平均$

:;>f-;-

%个月#年龄
-.

"

:.

岁#平均

$

*.;:f-;+

%岁)甲亢组患者纳入标准!确诊为甲亢#无严重基

础疾病#未接受治疗)肝病组患者纳入标准!确诊为甲亢性肝

病#无肝炎*肝硬化等其他肝脏疾病)年龄*性别*患病时间等

一般资料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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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可

比性)

@;A

!

方法
!

采集所有患者晨起空腹静脉血
),'8

#常规方法

分离血清标本#采用深圳迈瑞公司
56!).,

型全自动生化分析

仪及配套试剂进行血清指标检测#包括肝功能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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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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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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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进行数据处理和统计

学分析)计量数据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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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状腺功能指标水平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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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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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病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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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亢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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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甲亢可导致多种并发症%其中肝损伤是较为严重的并发症

之一(

<?#

)

#肝脏是体内具有代谢功能的重要脏器%包括蛋白质

合成$代谢等%也是代谢各类甲状腺激素的主要脏器#病程较

长的甲亢患者均可出现不同程度的肝损伤%对甲状腺激素的灭

活能力大大降低%异常增多的甲状腺激素进一步加重肝损伤%

形成恶性循环(

$?=

)

#甲亢患者出现肝功能异常及肝肿大%称为

甲亢性肝病#甲亢性肝病发病与多种因素密切关系(

!%

)

#!

!

"

甲亢患者基础代谢水平异常增高%肝细胞耗氧量增加%但肝组

织血供未同步增加%使肝细胞处于缺氧状态%造成肝细胞营养

不良%引起肝细胞坏死(

!!

)

#!

4

"甲亢患者代谢水平增高%包括

蛋白质在内的各种营养物质被大量消耗%肝细胞无法获得足够

的营养支持%胆汁不易排出体外%进而引起肝脏病变#!

(

"甲亢

患者甲状腺激素水平增高%异常增多的甲状腺激素作用于肝组

织%抑制相关转移酶的活性%使胆红素水平升高%产生黄疸#

!

)

"甲亢导致肝脏内酶的活性受抑#!

"

"甲亢导致外周血流量

增多$流速加快%肝组织周围血窦充血扩张%肝内压力改变%导

致肝损伤#因此%应密切监测甲亢患者肝功能指标%一旦发现

肝功能异常%需及时采取保肝$营养支持等对症治疗#

本研究结果显示%甲亢性肝病患者甲状腺功能指标及肝功

能指标水平均高于单纯甲亢患者!

!

!

%&%"

"%说明甲亢患者一

旦出现肝损伤%甲状腺功能和肝功能指标水平可发生相应变

化#通过血清相关指标检测可及时$准确了解甲亢性肝病患者

肝损伤程度%有助于及时给予患者相应的治疗%防止肝损伤

加重#

综上所述%若甲亢患者出现肝功能异常%应考虑已出现肝

损伤#血清指标检测有助于甲亢性肝病的早期$准确诊断%及

时给予患者相应的治疗%减少或避免发生不可逆的肝损伤%对

减轻甲亢性肝病患者临床症状$改善患者预后有重要意义%值

得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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