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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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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

探讨肝硬化患者血清谷氨酰胺合成酶"

U,

$的活性变化及其临床意义%方法
!

采用终点法测

定
?(

例肝硬化患者血清
U,

的活性#计算
U,

诊断肝硬化的阳性率'阴性率'灵敏度和特异性#并分析血清
U,

与清

蛋白"

2+a

$'丙氨酸氨基转移酶"

2+B

$'总胆红素"

Ba

$的相关性%结果
!

肝硬化组血清
U,

活性为"

!'#"(̀ '#$"

$

>

(

:

O;

*CG

!正常组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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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L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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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活性与

2+a

'

2+B

'

Ba

均无相关性%结论
!

肝硬化患者
U,

活性增高!可作为肝硬化诊断和鉴别诊断的参考指标%

"关键词#

!

肝硬化#

!

谷氨酰胺合成酶#

!

诊断
!

!"#

!

$%&'()(

"

*

&+,,-&$)./0(122&/%$$&%2&%%2

文献标志码$

2

文章编号$

!$A"10?%%

"

"&!!

$

&%1&%"?1&"

E57+A+7

:

9<7<57+;-;J

@

4876B+-<,

:

-7?<76,<+-4+A<>5+>>?;,+,

=

67+<-7,

"

!

!2=5-:

0

#

@P"#:

0

#

C5234C/#7

'

#?

#

+5&3

V#9:7

I

#

$

!?

F

9(GA?:G-

>

@9H-(9G-(

I

Q?O#N#:?

#

Q?O#N9,+-,,?

0

?-

>

56:9:3-(A9,D:#S?(K#G

I

#

+/9:

0

K/9

#

56:9:

?!&&&$

#

+/#:9

&

'

EC,7>657

(

!

"C

*

<57+A<

!

BCDEF8<FGDGHDFKGLELG

9

FJMK8LJLKF8=L

O

JLILKFJKDCI

O

8<GF:LJD=

9

JGHDGF=D

$

U,

&

LJ8LED*KL*1

*HC=L=

;

FGLDJG=#F<7?;9,

!

BHDFKGLELG

9

CIU,LJ?(8LED*KL**HC=L=

;

FGLDJG=QF=MDGDKGDMN

9

DJM

;

CLJG:DGHCM#BHD

;

C=L1

GLED*FGD

#

JD

O

FGLED*FGD

#

=DJ=LGLELG

9

FJM=

;

DKLILKLG

9

CIU,LJGHDMLF

O

JC=L=CI8LED*KL**HC=L=QD*DKF8K<8FGDM#BCKC:

;

F*D

GHDKC**D8FGLCJNDGQDDJU,QLGH2+a

#

2+BFJMBa*D=

;

DKGLED8

9

#G<,847,

!

BHDFKGLELG

9

CIU,QF=

$

!'#"(̀ '#$"

&

>

"

:

O;

*CGLJKL**HC=L=

O

*C<

;

FJM

$

$#$"`'#"'

&

>

"

:

O;

*CGLJJC*:F8

O

*C<

;

QLGH=L

O

JLILKFJGMLIID*DJKDNDGQDDJGHDGQC

O

*C<

;

=

$

L

&

&#&&!

&

#U,HFMJCKC**D8FGLCJQLGH2+a

#

2+BFJMBa#3;-548,+;-

!

BHDFKGLELG

9

CIU,LJ8LED*KL**HC=L=

;

FGLDJG=L=LJK*DF=DM#U,KFJ=D*EDF=*DID*DJKDLJMDSLJMLF

O

JC=L=FJMMLIID*DJGLF8MLF

O

JC=L=CI8LED*KL**HC=L=#

'

H<

:

I;>9,

(

!

8LED*KL**HC=L=

%

!O

8<GF:LJD=

9

JGHDGF=D

%

!

MLF

O

JC=L=

!

!!

肝脏是体内重要的氨代谢器官)肝硬化患者氨代谢紊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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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肝性脑病患者有血氨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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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氨酰胺合成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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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体内氨解毒/器官

间氮的运输/内环境酸碱平衡调节以及细胞信号传导等生理活

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
U,

的作用下#谷氨酸与游离分子氨

生成谷氨酰胺#并由血液运输至肝或肾#再经谷氨酰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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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F:LJFD=

&水解成谷氨酸和氨)故其在人体的氨代谢中起到非

常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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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氨酰胺的合成是谷氨酸
]

谷氨酰胺循环

的重要部分)而谷氨酰胺是一种条件必需氨基酸#它具有维持

体内酸碱平衡/保持小肠黏膜上皮结构的完整性及正常功能/

维持组织中抗氧化剂的储备及增强机体免疫力等作用#在机体

各种抗损伤的反应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目前#已有相当多的

动物实验证实谷氨酰胺对肝脏有保护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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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具有提高机体

抗氧化的能力)目前关于肝硬化患者
U,

活性变化的相关文

献甚少)本文检测了肝硬化患者血清
U,

活性#探讨其对判断

肝硬化患者病情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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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住院患者血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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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对照组是健康的体检患者#已排除患肝炎/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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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定试剂购自南京建成生物工程研究所)

$#'

!

U,

测定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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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空腹肘静脉取血#分离血清#按说明

书操作)灵敏度
@

真阳性"$真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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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阴性&#特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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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真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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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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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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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统计分析#所有数据

以
8 K̀

表示#组间数据的处理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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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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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丙氨酸氨基

转移酶$

2+B

&/清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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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胆红素$

Ba

&的相关性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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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级相关法)率的检验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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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硬化患者血清
U,

活性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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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硬化患者血清
U,

活

性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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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炎患者血清

U,

活性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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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肝硬

化与肝炎组间无明显差异)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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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硬化组血清
U,

活性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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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a

相关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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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硬化患者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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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性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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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助诊断肝硬化阳性率/阴性率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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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阳性判断#则
U,

的

阳性率/阴性率与
2+B

/

2+a

/

Ba

相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

义$

L

&

&#&%

&#见表
"

)

!!

注!

2

为
U,

活性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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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关性散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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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相关性散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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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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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性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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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关性散点图)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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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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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关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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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硬化患者各种辅助生化诊断指标的阳性率与阴性率

指标
:

阳性率$

\

& 阴性率$

\

&

U, ?( ('#'

"

!$#A

"

2+B ?( '!#' $(#A

2+a ?( $(#A '!#'

Ba ?( $"#% 'A#%

!!

注!与
2+B

/

2+a

/

Ba

比较#

"

L

&

&#&%

)

/#1

!

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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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c5

辅助诊断肝硬化的灵敏度和特异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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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性判断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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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硬化是一种常见的慢性肝病#可由一种或多种原因引起

肝脏损害#肝脏呈进行性/弥漫性/纤维性病变)肝硬化是我国

常见疾病和主要死亡原因之一)

U,

在脑内主要存在于星形胶质细胞#在少突胶质细胞中

很少#在神经元细胞中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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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缺血早期
U,

大量释放#

是脑缺血损伤的主要原因之一#近年来有关一过性脑缺血后

U,

的变化报道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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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在人体代谢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

的作用#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但对于其在肝硬化患者血清

中的变化情况及对肝硬化的辅助诊断价值如何目前国内外研

究较少)

本文结果显示#肝硬化患者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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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活性测定中#肝炎患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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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肝硬化患者血清
U,

活性无显著性差

异)肝硬化患者血清
U,

活性明显增高#其可能原因!肝硬化

时患者肝脏严重受损#此时损伤的肝细胞释放出其中的各种酶

类#从而使肝硬化患者的
U,

活性较健康人升高%由于肝硬化

患者有严重的氨代谢紊乱#肝脏处理氨的能力下降#可能促使

体内其他组织和器官合成
U,

的能力增加#从而使氨合成谷氨

酰胺增加#减低了氨对人体的损害)若以
U,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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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辅助诊断肝硬化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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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异性为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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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辅助诊断肝硬化的参考依据)

肝硬化患者血清
U,

活性明显增高#但与
2+a

/

2+B

/

Ba

不存在相关性)

2+a

与
2+B

/

Ba

是目前临床上用于判断肝

硬化患者肝功能的常用指标#其可靠性已经得到临床验证)血

清
U,

的检测对于辅助诊断肝硬化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但其也

存在一定的局限#有待于结合临床作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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