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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纤维化是由病毒感染*酒精的滥用*毒素等多

种病因导致肝慢性损伤后的一类损伤再修复过程'晚

期可进展为肝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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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乙型肝炎是导致肝纤维

化*肝硬化的一个重要病因&肝组织活检是肝纤维化

诊断和分期的金标准'但该法因具有侵入性病可能导

致严重并发症而应用受限&因此寻找一个敏感度和

特异度较高的无创肝纤维化早期诊断指标'对于临床

及时治疗尤为关键&壳多糖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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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其在肝脏库普弗细胞中被诱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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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硬化组患者
.,Y%D#

与肝纤五项水平的

_

4

5O7CO>

相关分析
"

_

4

5O7CO>

相关分析显示'肝硬

化组患者
.,Y%D#

与肝纤五项水平间的等级相关系

数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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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硬化组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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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线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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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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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诊

断界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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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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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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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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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

所得预测概率
I

的
/̂ .

曲线

?&@

"

肝硬化诊断的
/̂ .

曲线
"

将对照组*乙肝组和

肝癌组纳入参照'血清
.,Y%D#

鉴别肝硬化患者的

"B.

为
'&288

'以
$#(&%*

4R

"

CD

为最佳诊断界值

点'敏感度为
)$&#F

'特异度为
H8&'F

&以是否肝硬

化为应变量'以血清
.,Y%D#

与肝纤五项的浓度为自

变量'建立
6@

R

K<=KM

回归模型'结果
.,Y%D#

*

DG

和
.

)

纳入模型'计算预测概率
-

'得到预测概率
-

的诊

断界值为
'&$''#

时'敏感性和特异性分别提高至

)$&#F

和
)(&)F

&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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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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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纤五项是诊断肝纤维化的
(

种良好的生物标

志物&

,"

是基质成分之一'由间质细胞合成'是肝

纤维化和肝硬化的敏感指标&

DG

是基底膜中特有的

非胶原性结构蛋白'与肝纤维化活动程度呈正相关&

.

)

是构成基底膜主要成分'其含量的增高可较灵敏

反映肝纤维化的病程'是肝纤维化的早期标志之一&

-

&

G-

是反映肝内
&

型胶原合成的指标'其血清含量

与肝纤维化的程度一致&

EG

主要参与肝细胞损伤修

复*胶原代谢*调节网状内皮系统功能'其水平随纤维

化程度加重而增加&本研究发现'与对照组相比'肝

硬化患者血清中的肝纤五项水平明显升高&

.,Y%D#

是一类与炎症有关的生物标志物'是结

缔组织细胞的生长因子'在组织重塑*癌细胞增殖*抗

凋亡*血管异常等过程中可能起到重要作用(

8

)

&

.,Y%D#

血清水平升高与炎症性肠病*肝纤维化*类风

湿性关节炎和各类肿瘤相关(

#'

'

##

)

&本研究结果显示'

肝硬化患者血清中
.,Y%D#

水平明显高于慢性乙肝

组'可能与慢性乙肝病程发展转化成肝硬化的过程

中'持续的炎症导致肝实质大量破坏'

.,Y%D#

相应的

增加促进机体自我修复有关&肝癌组的
.,Y%D#

水

平低于肝硬化组'猜测可能与癌细胞破坏正常肝细胞

的功能'导致
.,Y%D#

的分泌量相对下降有关&本研

究相关分析结果显示'

.,Y%D#

与肝纤五项水平无显

著相关性'六项指标不同时产生变化'这可能与

.,Y%D#

和肝纤五项产生的机制不同有关(

#$

)

&

使用单个标记物来诊断疾病具有许多限制'适当

选择多个标记物联合检测可以提高诊断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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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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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D#

是一种优于
,"

*

-.

&

*

DG

和
.

)

的可检测大量肝纤维化的血清标志物(

*

)

&本研究
6@3

R

K<=KM

回归分析显示'仅
.,Y%D#

*

DG

和
.

)

纳入模

型&本研究
/̂ .

结果进一步显示'血清
.,Y%D#

*

DG

和
.

)

水平从非肝硬化患者中鉴别肝硬化患者的

"B.

分别为
'&288

*

'&28*

和
'&)))

&使用
.,Y%D#

*

DG

和
.

)

三项指标联合检测的预测概率
-

作为独立

的诊断指标'

"B.

达到
'&8$%

'敏感度和特异度分别

达到
)$&#F

和
)(&)F

'显著高于各项指标单独检测

时的诊断效能'对肝硬化的诊断具有重要价值&由于

本研究为单中心研究'样本量仍有限'后续需多中心

大样本量的试验来论证&

A

"

结
""

论

""

血清
.,Y%D#

水平的监测在
,\1

相关肝硬化的

诊断中有重要意义'

.,Y%D#

*

DG

和
.

)

水平联合检

测'能提高对肝硬化的诊断效能'为临床对肝硬化患

者做出诊断和及时进行相应治疗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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