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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类型肝脏疾病患者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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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在肝脏疾病的诊断具有重要价值!有利于各类肝脏疾病临床诊治工作的开展!具有临床

推广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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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性肝炎是临床比较常见的一种由多种肝炎病毒引起

的传染病#具有较高发病率#其病理变化特点以肝脏损坏为主#

患者临床表现以上腹部不适'恶心'食欲减退'乏力及肝区疼痛

为主#严重危害人类健康(

,

)

*其中乙型肝炎和丙型肝炎容易发

展为慢性病毒性肝炎#而一部分可进一步发展为肝硬化*由于

肝硬化呈慢性进行性进展#患者临床并无特异性症状#直至代

偿期才会出现门脉高压及严重肝损害症状#而其中少数患者可

进展为肝癌(

'

)

*肝癌作为我国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具有较高

的发病率及病死率#由于早期患者无明显症状#就诊时大部分

已属于中晚期#失去手术治疗的最佳时机#从而增加病死率(

(

)

*

因此#需求一种或多种可以有效诊断病毒性肝炎'肝硬化及肝

癌的指标#是目前各大医院研究的重点方向(

&

)

*本研究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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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肝脏疾病患者的血清丙氨酸氨基转移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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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门冬氨

酸氨基转移酶$

5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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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及阳性表

达情况进行检测#并与健康体检者进行比较#探讨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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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对于肝脏疾病的诊断价值#旨在为临床更好地

诊治各类肝脏疾病提供依据*报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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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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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选标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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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入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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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组患者符合中华医学会传染病与

寄生虫病学分会'肝病学分会制定的-病毒性肝炎防治方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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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关于慢性病毒性肝炎'肝硬化及肝癌相关诊断标准#并根据

临床表现'病史#均经
N K̀

'

"#

及
\

超确诊&$

'

%临床资料完整

者&$

(

%年龄
,.

!

)*

岁&$

&

%自愿签署知情同意书者*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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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除标准
!

$

,

%依从性差#不配合本次研究者&$

'

%妊娠

及哺乳期妇女&$

(

%遗传代谢性肝病'自身免疫性肝病及转移性

肝癌患者&$

&

%酒精性肝硬化'酒精性肝炎'药物或毒物性肝硬

化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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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肝脏疾病患者作为研究组#其中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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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女
%%

例&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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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平均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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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疾病类型!肝癌
(.

例#肝硬化
++

例#慢性病毒性肝炎
%+

例*选取同时期健康体

检者
-+

例作为对照组#其中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

岁#平均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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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对照组人员性别及平均年龄

与研究组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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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可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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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及试剂
!

日立
)%**

型全自动生化分析仪购自北京

周天华枫医疗仪器有限公司&白洋
\g4('*5

型低速离心机购

自北京白洋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海尔
\"$4'+%bcM

型冰箱&美

国
\$

一次性真空采血管&试剂全部选用中生北控生物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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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本采集及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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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集两组受试者清晨空腹静脉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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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

#以转速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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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3

离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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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离血清上机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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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酶法测定#

5H#

采用速率法测定#指标检测前

均进行室内质量控制#所有操作均按照仪器和试剂盒说明书

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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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指标
!

比较对照组和不同肝脏疾病类型患者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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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及阳性表达情况*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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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范围均按照本院检验科设定的范围#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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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定

值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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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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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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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V#

为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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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测定值超过

限定值则可判断为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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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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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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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校对全组数据#正态分

布计量资料采用
EUC

表示#计数资料采用百分率描述*基本方

法如下!对照组和不同肝脏疾病类型患者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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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炎患者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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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较对照组明显升高#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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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硬化'慢性病毒性肝炎患者血

清
5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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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V#

水平较肝癌患者明显降低#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

!

#

*/*+

%&慢性病毒性肝炎患者血清
5H#

'

VV#

水平较肝

硬化患者明显降低#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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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肝硬化

患者血清
5M#

水平较肝癌患者明显降低#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

!

#

*/*+

%&慢性病毒性肝炎患者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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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较肝癌患

者明显升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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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肝炎患者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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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性率较对照组明显升高#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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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组中#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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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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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组和不同肝脏疾病类型患者血清
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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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H#

%

VV#

水平比较#

EU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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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别 疾病类型
5M# 5H# VV#

对照组$

)W-+

%

'+/%)U,*/'+ '%/+&U./%- '(/+)U,+/+&

研究组$

)W,+.

% 肝癌$

)W(.

%

-+/%(U'(/&- ,)+/%+U+'/+)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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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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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组和不同肝脏疾病类型患者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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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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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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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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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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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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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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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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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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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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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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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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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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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肝癌发病人数不断上升#严重影响患者生存

质量*肝癌的发病原因比较复杂#主要与病毒性肝炎'肝硬化'

铁质沉积症'酒精'基因突变及遗传因素等有关(

%

)

*肝癌起病

隐匿#早期症状并不明显#晚期主要表现为消瘦'肝痛'乏力'腹

水等症状#大部分患者确诊时已属于中晚期#失去治愈的机会#

给家庭及社会带来沉重的负担(

)

)

*因此#对肝癌做到早发现'

早诊断及早治疗对于减少患者病死率具有重要意义*肝脏是

人体内脏中最大的器官#正常肝呈红褐色#质地柔软大部分位

于右上腹腔部分'小部分卧位于左上腹#成人的肝重量相当于

体重的
'R

左右(

.

)

*肝脏作为人体最大的0化工厂1#承担着代

谢'消化及解毒等重要功能#是维持生命的重要因素#当肝脏受

到损伤#身体健康则受到威胁(

-

)

*目前临床暂无单一指标或简

单实验室检查能完全反映全部肝功能*而多个指标联合检测

肝功能#可显著提高肝功能异常的诊断准确性(

,*4,,

)

*

血清
5M#

'

5H#

'

VV#

是肝脏疾病筛查中几个重要的酶

学检测指标#在临床各种肝脏疾病的诊断中具有重要价值*此

次研究结果显示#肝癌'肝硬化'慢性病毒性肝炎患者血清

5M#

'

5H#

'

VV#

水平较对照组明显升高&不同类型肝脏疾病

患者血清
5M#

'

5H#

'

VV#

水平具有显著差异&肝癌'肝硬化'

慢性病毒性肝炎患者血清
5M#

'

5H#

'

VV#

阳性率较对照组

明显升高*表明血清
5M#

'

5H#

'

VV#

检测在肝脏疾病的诊

断具有重要价值#有利于各类肝脏疾病的临床诊治工作的顺利

开展*分析原因为
5M#

存在于人体多个器官中#在肝脏中含

量最高#其次为肾脏'心脏'骨骼肌*肝脏中
5M#

主要存在于

肝细胞质中#是可以反映干细胞实质损伤的一种细胞内酶#各

类肝炎均可以引起
5M#

升高(

,'

)

*正常情况下#

5M#

主要存

在于肝组织细胞#几乎不进入血液#肝细胞变性时#细胞膜的通

透性开始增加#导致
5M#

释放入血#增加血液中
5M#

的浓

度*血清
5M#

水平上升表明患者肝实质细胞受到损伤#通过

检测血清
5M#

水平#可以判断肝脏疾病的病情#同时在患者

治疗效果及预后分析中起到重要作用*此次研究结果显示#肝

硬化患者血清
5M#

水平较肝癌患者明显降低#而慢性病毒性

肝炎患者血清
5M#

水平较肝癌患者明显升高*表明血清

5M#

虽然可以针对肝功能是否受损#但并不能说明病情严重

程度*当患有肝硬化'肝癌时#患者血清
5M#

表现为低水平增

加#增加幅度不及慢性病毒性肝炎患者*其原因可能与肝硬化

及肝癌患者肝细胞大量坏死有关(

,(

)

*

5H#

主要存在于骨骼

肌'肾脏'肝脏及心脏中#其中大部分存在于线粒体中#少部分

存在于胞浆内*正常情况下#

5H#

存在于组织细胞中#其中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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肌细胞中含量最高#其次为肝脏#血清中水平较低(

,&

)

*当干细

胞变性时#细胞膜通透性明显增加#从细胞内逸出来的主要是

5M#

#而当肝细胞坏死严重时#线粒体内的
5H#

便释放出来*

5H#

高可以反映肝细胞损伤严重#更能反映肝细胞受损伤的

严重程度*

VV#

是一种微粒体酶#主要存在于肾'胰'肝'脾'

骨骼肌和心肌等组织中#肾内最多#其次为胰和肝(

,+

)

*正常情

况下#人体血清中
VV#

大部分来自于肝脏#肝脏内的
VV#

主

要存在于肝内胆管上皮和肝细胞浆中#是谷氨酰循环中的一个

关键酶(

,%

)

*此次研究结果显示#肝癌患者血清
VV#

水平明显

高于对照组'慢性病毒性肝炎及肝硬化患者*分析原因为肝癌

患者由于肝内堵塞#导致干细胞产生大量的
VV#

#使
VV#

释

放入血#同时癌细胞也可以合成大量的
VV#

#其合成
VV#

的

数量可能与肝细胞受压强度及受挤压肝细胞的数量有关#再加

上在癌组织本身或其周围的炎症刺激下#明显增加了肝细胞膜

的通透性#从而提高肝癌患者血清
VV#

水平(

,)

)

*

本研究通过检测和比较健康人群与不同类型肝脏疾病患

者血清
5M#

'

5H#

'

VV#

水平及阳性表达情况#发现不同类型

肝脏疾病患者血清
5M#

'

5H#

'

VV#

水平均高于健康人群#说

明血清
5M#

'

5H#

'

VV#

检测在肝脏疾病的诊断具有重要价

值#有利于各类肝脏疾病的临床诊治工作的开展#具体临床推

广意义*但由于本研究收集样本数量不多#结果可能存在一定

偏倚#临床需要加大样本数量作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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