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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研究!

血清
@[,

与传统肝功能酶学指标在肝病中的临床价值分析

皮红泉!卢盛祥!陈超群!陈昌达!宋茂舟

"广东省东莞市常平医院检验科!广东东莞
&%(&+(

#

!!

摘
!

要"目的
!

分析血清总胆汁酸"

@[,

#与传统肝功能酶学指标在急性肝炎%肝硬化%肝癌等肝病中的临床价值$方法
!

入

选
%!$#

年
$$

月至
%!$"

年
$$

月该院收治的肝病患者
'"

例!其中急性肝炎%肝硬化和肝癌患者分别为
(%

例!另外选择健康体检

者
(%

例为对照组$比较急性肝炎组%肝硬化组%肝癌组和对照组
@[,

与传统肝功能酶学指标!包括丙氨酸氨基转移酶"

,6@

#%碱

性磷酸酶"

,6.

#%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

,:@

#和
-

-

谷氨酰基转移酶"

SS@

#水平$结果
!

急性肝炎组%肝硬化组和肝癌组的

@[,

%

,6@

%

,6.

%

,:@

和
SS@

水平均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的意义"

!

$

!;!&

#$急性肝炎组%肝硬化组和肝癌组的

@[,

的阳性率均高于传统肝功能酶学指标!差异有统计学的意义"

!

$

!;!&

#$结论
!

@[,

是反映肝病情况的重要指标!在诊断

肝病时的灵敏度优于传统肝功能酶学指标!具有重要的临床价值$

关键词"血清总胆汁酸'

!

传统肝功能酶学指标'

!

急性肝炎'

!

肝硬化'

!

肝癌

!"#

!

$!;('"'

"

=

;5>>?;$"+(-#$(!;%!$+;%(;!#!

文献标识码"

,

文章编号"

$"+(-#$(!

"

%!$+

#

%(-((%"-!%

!!

肝病是一种危害性较大的疾病#临床发病率较高#常见的

肝病包括急性肝炎'肝硬化和肝癌等#病情严重者会危及生命*

因为肝脏是机体的重要的代谢器官#有很强的代偿和再生的能

力#临床上对肝脏疾病的诊断十分重要*诊断指标通常为传统

肝功能酶学指标#但是诊断的灵敏度较低#特别是慢性肝脏疾

病#可能会延误疾病治疗的最佳时机#影响患者的治疗效

果(

$-%

)

*血清总胆汁酸$

@[,

%是反映肝脏功能的重要指标#其

生成与代谢均与肝脏相关*本研究对比了血清
@[,

与传统肝

功能酶学指标在急性肝炎'肝硬化'肝癌等肝病中的临床价值#

血清
@[,

的检测灵敏度更高(

(

)

*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择
%!$#

年
$$

月至
%!$"

年
$$

月在广东省

东莞市常平医院住院的肝病患者
'"

例#其中急性肝炎'肝硬化

和肝癌患者分别为
(%

例#排除精神异常'其他脂肪肝'酒精肝

等肝脏的疾病和代谢异常的患者*另外选择本院健康体检者

(%

例为对照组*急性肝炎组中男患者
$&

例#女患者
$+

例#年

龄为
%$

"

"*

岁#平均$

#";*V%;$

%岁*肝硬化组中男患者
$+

例#女患者
$&

例#年龄
%%

"

"+

岁#平均$

##;+V(;#

%岁*肝癌

组中男患者
$"

例#女患者
$"

例#年龄
%(

"

""

岁#平均$

#&;(V

$;'

%岁*对照组中男患者
$"

例#女患者
$"

例#年龄为
%#

"

"'

岁#平均$

#&;%V%;+

%岁*急性肝炎组'肝硬化组'肝癌组和对

照组一般资料之间比较#差异没有统计学的意义$

!

#

!;!&

%*

?;@

!

方法
!

采集急性肝炎组'肝硬化组和肝癌组中患者与对

照组健康体检者的空腹静脉血
&H6

#收集的静脉血置于抗凝

的采样管中#

(!!!F

"

H5?

离心
$!H5?

#取上清液#分离血清后

待测*应用循环酶法检测
@[,

水平#以速率法检测丙氨酸氨

基转移酶$

,6@

%'碱性磷酸酶$

,6.

%'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

$

,:@

%和
-

-

谷氨酰基转移酶$

SS@

%的水平#

@[,

'

,6@

'

,6.

'

,:@

和
SS@

分别与相应检测方法中的试剂反应后用罗氏

.*!!

全自动化分析仪测定各指标#

@[,

检测试剂由上海执诚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提供#

,6@

'

,6.

'

,:@

'

SS@

检测试剂使用

罗氏原装试剂#各项目检测前均进行室内质量控制*对测定结

果进行分析与比较*

?;A

!

评价指标
!

肝病评价指标选择血清
@[,

和传统肝功能

酶学指标(

#

)

#传统肝功能酶学指标包括
,6@

'

,6.

'

,:@

和

SS@

*

@[,

的正常值范围为
!

"

$!

#

HAE

"

6

#

,6@

的正常值范

围为
&

"

#!c

"

6

#

,6.

的正常值范围为
#!

"

$&!c

"

6

#

,:@

的

正常值范围为
*

"

#!c

"

6

#

SS@

的正常值范围为
+

"

&!c

"

6

*

?;B

!

统计学处理
!

应用统计学的软件
:.::$*;!

对结果进行

统计学分析#计量数据用
.V@

表示#组间的比较采用
<

检验&

计数资料用百分率$

<

%表示#组间比较采取
!

% 校验#以
!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各组
@[,

和传统酶学指标检测结果
!

检测急性肝炎组'

肝硬化组'肝癌组和对照组的
@[,

'

,6@

'

,6.

'

,:@

和
SS@

#

结果可见#急性肝炎组'肝硬化组和肝癌组各指标水平均明显

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的意义$

!

$

!;!&

%*见表
$

*

表
$

!!

各组的
@[,

%

,6@

%

,6.

%

,:@

和
SS@

检测结果#

.V@

$

组别
@[,

$

#

HAE

"

6

%

,6@

$

c

"

6

%

,6.

$

c

"

6

%

,:@

$

c

"

6

%

SS@

$

c

"

6

%

急性肝炎组
$%#;"V%#;* %!&;(*V(';%+ '&;%&V%";$* $'#;("V(*;&# "&;#(V$%;("

肝硬化组
*&;'V$';( &&;$"V$(;!' $&#;$%V(#;%* #*;$&V(;*+ '+;&#V$&;"(

肝癌组
(*;&V$&;% &!;%(V$$;#( #%*;&"V&+;$( $"(;%$V($;$& %*+;#&V#&;"+

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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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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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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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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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与急性肝炎组'肝硬化组和肝癌组比较#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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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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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年
$%

月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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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
%(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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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传统肝功能酶学指标在急性肝炎组'肝硬化组和

肝癌组的阳性率
!

急性肝炎组'肝硬化组和肝癌组的
@[,

的

阳性率均高于传统肝功能酶学指标的阳性率#差异有统计学的

意义$

!

$

!;!&

%*见表
%

*

表
%

!!

各组
@[,

%

,6@

%

,6.

%

,:@

和
SS@

阳性率(

)

#

<

$)

组别
@[, ,6@ ,6. ,:@ SS@

急性肝炎组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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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肝硬化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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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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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肝癌组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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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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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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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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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与同组的
,6@

'

,6.

'

,:@

和
SS@

阳性率比较#

%

!

$

!;!&

*

A

!

讨
!!

论

!!

肝脏是人体代谢器官#在储存肝糖'分泌性蛋白质的合成

等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肝脏疾病对人体正常生理功能有严重

的影响#常见的肝病包括急性肝炎'肝硬化和肝癌等#临床发病

率较高#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危害患者的身体健康#病情

严重时危及患者的生命安全(

&

)

*因此#临床中早期的诊断和及

时的治疗十分重要(

"

)

*肝病的诊断可为治疗提供有力的参考

依据#争取最佳的治疗时间(

+

)

*临床上诊断肝脏疾病的常用指

标为传统的肝功能酶学指标#包括
,6@

'

,6.

'

,:@

和
SS@

*

,6@

存在于肝细胞胞浆内#当肝细胞被破坏后释放#使得外周

血中的
,6@

水平增高&

,6.

广泛分布在肝脏中#肝脏出现疾

病时会发生
,6.

病理性的增高(

*

)

&

,:@

存在于肝细胞线粒体

内#但是在外周血中含量极少#肝脏有严重的坏死时#才会出现

外周血中
,:@

的浓度升高&

SS@

来自肝脏#在急性肝炎#肝硬

化等失代偿情况下会出现浓度的升高(

'

)

*基于在肝脏疾病发

生时
,6@

'

,6.

'

,:@

和
SS@

会出现升高#所以在肝病的临

床诊断中可以选择对
,6@

'

,6.

'

,:@

和
SS@

的水平进行检

测*但是因为肝脏具有一定的代偿性的功能#

,6@

'

,6.

'

,:@

和
SS@

指标在检测中的灵敏度并不高#病情不严重时容

易造成患者的传统肝功能酶学检查指标不灵敏#不具有特异

性#可能会造成患者治疗不及时#影响治疗效果(

$!

)

*

@[,

是

肝脏合成的胆酸'鹅脱氧胆酸'脱氧胆酸#石胆酸和微量熊脱氧

胆酸的总合(

$$

)

*胆汁酸包括初级胆汁酸与次级胆汁酸#胆固

醇在肝脏内通过生物转化#结合甘氨酸'牛磺酸形成初级的胆

汁酸#初级的
@[,

在肝脏内合成后会随着胆汁至肠道#在肠道

细菌的作用下会被水解为游离的次级胆汁酸#而绝大部分会被

肠道吸收回肝脏#次级胆汁酸在重新吸收过程中是通过门静脉

进入肝脏#然后与新的胆汁一起储存在胆囊中#并再次进入肠

道#形成肝肠循环#胆汁酸可得到重复利用#其在生物合成与代

谢中密切关系着肝脏的功能#

@[,

进入循环中的量越大对其

他的组织造成的损伤就越大(

$%

)

*健康者的外周血
@[,

的水

平很低#如果肝脏细胞被损害#会造成胆汁酸的代谢异常#

@[,

的含量会出现增高#所以#在临床中可通过检测肝病患者

血清
@[,

对肝脏是否存在损伤进行判断(

$(

)

*

本研究分析了急性肝炎'肝硬化'肝癌和健康者的外周血

@[,

与传统肝功能酶学指标水平差异#结果显示#急性肝炎

组'肝硬化组和肝癌组的
@[,

'

,6@

'

,6.

'

,:@

和
SS@

水平

均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的意义$

!

$

!;!&

%*急性肝

炎组'肝硬化组和肝癌组的
@[,

的阳性率均高于传统肝功能

酶学指标#差异有统计学的意义$

!

$

!;!&

%*血清
@[,

的检

测阳性率更高#检测的灵敏度高#特异性更强#在肝病的诊断中

具有重要的临床价值(

$#

)

*

综上所述#急性肝炎'肝硬化'肝癌等肝病患者的血清

@[,

与传统肝功能酶学的指标水平均存在异常的增高#血清

@[,

与传统肝功能酶学指标均可用于肝病的临床诊断#血清

@[,

是反映肝病的重要指标#在诊断肝病时的灵敏度优于传

统肝功能酶学指标#具有重要的临床价值#值得在临床中推广

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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