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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酒精性脂肪肝患者血清酶指标检测分析

关建华"江苏省沛县人民医院检验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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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探讨酒精性脂肪肝"

;f20

#患者血清酶在病程中的变化规律及临床意义$方法
!

对
/%

例非酒

精性脂肪肝"

(;f20

#%

#%

例
;f20

%

&%

例非脂肪肝"健康对照组#的血清酶等!进行测定分析$结果
!

;f20

组血清

丙氨酸氨基转移酶"

;*'

#%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

;Y'

#%谷氨酰转肽酶"

OO'

#%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线粒体同

工酶"

A;Y'

#%谷氨酸脱氢酶"

O*0̂

#均显著高于健康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f20

组
;*'

%

;Y'

与
(;f20

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但
;f20

组的
A;Y'

%

A;Y'

(

;Y'

%

OO'

%

O*0̂

均显著高于
(;f20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结论
!

;*'

%

;Y'

%

OO'

%

A;Y'

%

O*0̂

活性测定有助于
;f20

的评估!有助于

;f20

的诊断及鉴别!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关键词"

!

酒精性脂肪肝&

!

血清酶&

!

诊断及鉴别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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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酒精性肝病&

;*0

'的

发病率逐年增加)

;*0

是由于长期大量饮酒所致的肝脏疾

病)初期通常表现为脂肪肝#进而可发展成酒精性肝炎+酒精

性肝纤维化和酒精性肝硬化(严重酗酒时可诱发广泛肝细胞坏

死或肝功能衰竭#严重危害人民健康)

;*0

临床常见为酒精

性脂肪肝&

;f20

'#本文通过对
;*0

患者血清酶指标检测来探

讨其在病程中的变化规律及临床意义)

B

!

资料与方法

B,B

!

一般资料
!

选取
8%%3

年
#

!

"%

月本院健康体检者中脂

肪肝患 者
"8%

例#将 脂 肪 肝 患 者 分 为 非 酒 精 性 脂 肪 肝

&

(;f20

'组
/%

例#男
+/

例#女
88

例#年龄
8/

!

&+

岁#平均&

##

b&

'岁(

;f20

组
#%

例#均为男性#有长期饮酒史#年龄
$%

!

&#

岁#平均&

##b/

'岁)同时选择
&%

例非脂肪肝健康体检者作为

对照组#男
$-

例#女
8$

例#年龄
88

!

&&

岁#平均&

#$b"%

'岁)

$

组性别+年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具有可比

性)

;*0

和
(;f20

患者的诊断均依据中华医学会肝脏病学

分会脂肪肝和
;*0

学组的诊断标准1

"

2

#排除病毒性肝炎+药物

性肝病+全胃肠外营养+肝豆状核变性等可导致脂肪肝的特定

疾病)

B,C

!

仪器与试剂
!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日立
-&%%9%8%

'#丙氨

酸氨基转移酶&

;*'

'+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

;Y'

'和谷氨

酰转肽酶&

OO'

'速率法试剂盒为朗道试剂有限公司产品#天

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线粒同工酶&

A;Y'

'免疫抑制法为上海

北加生化试剂有限公司产品#谷氨酸脱氢酶&

O*0̂

'连续检测

法为浙江伊利康试剂有限公司产品)

B,D

!

方法
!

所有研究对象禁食
"8M

#次日晨抽取肘部静脉血

+A*

#放入促凝管
$%A57

后#以
$%%%@

"

A57

离心
"+A57

#吸取

血清检查)

B,K

!

统计学方法
!

采用
YIYY"8,%

软件包进行数据处理和统

计分析#计量资料的比较采用成组配对
J

检验#数据以
>b8

表

示)

C

!

结
!!

果

C,B

!

;f20

组与健康对照组血清
;*'

+

;Y'

+

A;Y'

+

A;Y'

"

;Y'

比值+

OO'

+

O*0̂

检测结果见表
"

)

;f20

组血清

;*'

+

;Y'

+

A;Y'

+

A;Y'

"

;Y'

比值+

OO'

+

O*0̂

均显著高

于健康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表
"

!

;f20

组与健康对照组的酶学检测结果比较$

>b8

&

项目
( ;*'

&

!

"

*

'

;Y'

&

!

"

*

'

A;Y'

&

!

"

*

'

A;Y'

"

;Y' OO'

&

!

"

*

'

O*0̂

&

!

"

*

'

;f20

组
#% +#,&b8#,8 +&,-b"8,& $",$b/,- %,+#b%,"- "$8,8b$&,/ 8+,+b"%,8

健康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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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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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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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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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医学与临床
8%"%

年
"%

月第
-

卷第
8%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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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

!

;f20

组与
(;f20

组
;*'

+

;Y'

+

A;Y'

+

A;Y'

"

;Y'

比值+

OO'

+

O*0̂

检测结果见表
8

)

;f20

组血清
;*'

+

;Y'

与
(;f20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

A;Y'

+

A;Y'

"

;Y'

比值+

OO'

+

O*0̂

均显著高于
(;f20

组#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

#

%,%"

')

C,D

!

;f20

组经
8

周的戒酒后#

;*'

+

;Y'

+

A;Y'

+

A;Y'

"

;Y'

比值+

OO'

+

O*0̂

检测结果见表
$

#其值均显著降低)

表
8

!

;f20

组与
(;f20

组的酶学检测结果比较$

>b8

&

项目
( ;*'

&

!

"

*

'

;Y'

&

!

"

*

'

A;Y'

&

!

"

*

'

A;Y'

"

;Y' OO'

&

!

"

*

'

O*0̂

&

!

"

*

'

;f20

组
#% +#,&b8#,8 +&,-b"8,& $",$b/,- %,+#b%,"- "$8,8b$&,/ 8+,+b"%,8

(;f20

组
/% #3,"b83,/ +#,&b"+,8 "/,8b3,+ %,$#b%,"# -%,+b8/,3 "+,+b/,8

!

$

%,%+

$

%,%+

#

%,%"

#

%,%"

#

%,%"

#

%,%"

表
$

!

;f20

组戒酒
8

周前后的酶学检测结果比较$

>b8

&

项目
( ;*'

&

!

"

*

'

;Y'

&

!

"

*

'

A;Y'

&

!

"

*

'

A;Y'

"

;Y' OO'

&

!

"

*

'

O*0̂

&

!

"

*

'

戒酒前
#% +#,&b8#,8 +&,-b"8,& $",$b/,- %,+#b%,"- "$8,8b$&,/ 8+,+b"%,8

戒酒后
8

周
#% $%,+b"%,+ $+,"b"",8 "+,8b"%," %,8#b%,%3 &%,+b8%,3 "8,+b$,-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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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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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肝脏在全身物质代谢及生物转化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也是重要的解毒器官)乙醇是一种无受体的物质#长期大量饮

酒容易引起肝损害#严重损伤肝细胞#出现
;*0

)

肝脏中有数十种转氨酶可反映肝细胞的损害状况#其中

;*'

和
;Y'

为其中最重要的两种)肝细胞内
;*'

的活性远

远超过其他脏器#所以可以更为特异地反映肝脏损伤)

;Y'

广泛存在于多种器官中#肝中
-%.;Y'

存在于肝细胞线粒体

中#

;Y'

有两种同工酶 #存在于细胞质的为胞质型
;Y'

#存在

于线粒体的称
A;Y'

)由于
;Y'

同功酶在细胞中的分布不

同#肝细胞轻度损伤时#

6;Y'

可升高#但在病理状态下#血清

以
A;Y'

为主#

A;Y'

可作为检测乙醇中毒的指标1

8

2

)乙醇

的毒性可损害肝细胞线粒体#使得血清
A;Y'

活力升高#

A;Y'

"

;Y'

比值明显上升#测定血清
A;Y'

可间接了解肝细

胞超微结构损伤及线粒体损伤的严重程度)

A;Y'

"

;Y'

比值

不受肝脏病变范围影响#仅与线粒体损伤即肝细胞受损程度密

切相关)本研究表明#

;f20

组与
(;f20

组的
;*'

+

;Y'

+

A;Y'

+

A;Y'

"

;Y'

比值均显著高于健康对照组)

;f20

组与

(;f20

组血清
;*'

+

;Y'

均表现为轻度升高#这可能与乙醇

消耗了作为转氨酶辅酶的磷酸吡哆醛有关1

$

2

)

;f20

组

A;Y'

+

A;Y'

"

;Y'

比值明显高于
(;f20

组#

;f20

一般在忌

酒一段时间后#血清中
A;Y'

活力很快下降#

A;Y'

"

;Y'

比

值也恢复到正常范围1

#

2

)表
$

结果也证明了这一点)提示

A;Y'

+

A;Y'

"

;Y'

比值对于
;f20

与
(;f20

的鉴别诊断具

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OO'

在人体内分布广泛#以肾脏含量最高#其次为肝脏和

胰腺)健康人血清
OO'

主要来源于肝脏#饮酒时#由于乙醇

的慢性毒性作用#对肝细胞线粒体的诱导导致
OO'

活性升

高#故对酒精性中毒的判定有相当价值)血清
OO'

水平可以

比较灵敏地反映乙醇性肝损伤#陈焕永等1

+

2在探讨
OO'

与各

种肝病的关系时#发现
OO'

增高最明显的为
;f20

#与
(;f20

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本组研究中#

;f20

组
OO'

显著高

于健康对照组和非
;f20

组)由此认为
OO'

在
;f20

与

(;f20

的鉴别诊断中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谷氨酸脱氢酶&

O0̂

'为含锌线粒体酶#主要分布于肝脏+

心肌和肾细胞线粒体的基质及由胰中#而以肝组织活性最高)

O0̂

活性在血清中极低#在许多疾病特别是肝脏疾病患者血

清中
O0̂

酶活力才明显增加#当肝损伤较重并涉及线粒体

时#酶活力升高程度更显著#因此它可作为肝脏损伤线粒体程

度的观察指标1

&

2

)长期大量饮酒可损害肝细胞线粒体#释放出

O0̂

#其活性显著上升)在
;*0

时以破坏小叶中央区肝细胞

线粒体为主#而
O*0̂

恰在小叶中央区含量丰富#可引起血中

O*0̂

升高#此时通过检测
O*0̂

可以准确反映酒精性肝损

害程度)但
;*'

则相反#肝小叶周边区细胞中含量明显大于

中央区#作为现今临床常用诊断肝病指标#对于提示酒精性肝

炎敏感性+可靠性均较差#因此#

O*0̂

作为诊断
;*0

的指标

明显优于其他指标1

-

2

)本组研究中#

;f20

组
O0̂

高于健康

对照组和非
;f20

组)由此认为#

Ô 0

在
;f20

与
(;f20

的

鉴别诊断中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综上所述#

;f20

可导致肝脏相关酶类的改变#目前鉴别

;f20

与
(;f20

尚无特异性诊断方法#但是
A;Y'

+

A;Y'

"

;Y'

比值+

OO'

+

O*0̂

等指标的联合测定与详细的临床病史

相结合#有助于
;f*0

与
(;f*0

的鉴别诊断)

;f20

一般在

忌酒 一 段 时 间 后#

;*'

+

;Y'

+

A;Y'

+

A;Y'

"

;Y'

+

OO'

+

O*0̂

显著降低#

A;Y'

+

A;Y'

"

;Y'

比值+

OO'

+

O*0̂

等

指标的联合测定#有助于
;f20

损伤的评估#有助于
;f20

的

诊断及鉴别#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参考文献

1

"

2 中华医学会肝脏病学分会脂肪肝和酒精肝病学组
,

非

;f20

诊断标准&草案'1

S

2

,

中华肝脏病杂志#

8%%&

#

"#

&

$

'!

"&"9"&$,

1

8

2 周新
,

临床生物化学与检验1

`

2

,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8%%-,

1

$

2 孙志强#毛远丽
,

肝病酶学指标及临床应用进展1

S

2

,

中华

检验医学杂志#

8%%+

#

8/

&

&

'!

&+39&&$,

1

#

2 杨九华#黄颖
,

免疫抑制法测定肝脏患者
A;Y'

的临床意

义1

S

2

,

上海医学检验杂志#

8%%%

#

"+

&

8

'!

8%"98%8,

1

+

2 陈焕永#姜宏齐#邵凤娟
,

,

9

谷氨酰转肽酶与各种肝病关

系初探1

S

2

,

哈尔滨医科大学学报#

8%%$

#

$-

&

#

'!

$#&9$#-,

1

&

2 李招权
,

血清谷氨酸脱氢酶的检测及临床意义1

S

2

,

国外

医学临床生物化学与检验学分册#

8%%"

#

88

&

#

'!

8%3,

1

-

2 肖晓光
,

血清谷氨酸脱氢酶的检测及对肝病诊断的临床

应用1

S

2

,

大连医科大学学报#

8%%#

#

8&

&

"

'!

#/9#3,

&收稿日期!

8%"%9%+9%#

'

,

3888

,

检验医学与临床
8%"%

年
"%

月第
-

卷第
8%

期
!

*BK >̀DRC57

!

1G?<K>@8%"%

!

a<C,-

!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