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
!

著!

酒精性脂肪肝患者瘦素和白细胞介素及脂联素测定的意义

张春霞"江苏省连云港市第四人民医院检验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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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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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

探讨酒精性脂肪肝患者血浆瘦素"

V>

H

?;<

#和血清白细胞介素
)#

$白细胞介素
)#S

$脂联素"

5\+

#

水平的变化及临床意义%方法
!

应用放射免疫分析法和酶联免疫吸附试验对
96

例酒精性脂肪肝患者血浆
V>

H

?;<

和血清
/V)#

$

/V)#S

及
5\+

水平进行测定!并与
98

例健康对照者比较%结果
!

酒精性脂肪肝患者血浆
V>

H

?;<

和血

清
/V)#

$

/V)#S

水平均显著高于健康对照组"

!

"

$1$#

#!而血清
5\+

水平又明显低于健康对照组"

!

"

$1$#

#!血浆

V>

H

?;<

水平与
/V)#

$

/V)#S

水平呈正相关"

@N$1"S6&

!

$1%#98

!

!

"

$1$#

#!而与
5\+

水平呈负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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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结论
!

检测酒精性脂肪肝患者血浆
V>

H

?;<

和血清
/V)#

$

/V)#S

和
5\+

水平的变化可以作为辅助诊断脂

肪肝及判断其肝损伤严重程度的一个检测指标!有重要临床价值%

"关键词#

!

酒精性脂肪肝'

!

瘦素'

!

白细胞介素
)#

'

!

白细胞介素
)#S

'

!

脂联素

!"#

!

$%&'()(

"

*

&+,,-&$)./0(122&/%$$&$(&%$1

文献标志码$

5

文章编号$

#%6&)78""

"

&$##

#

#7)&9&7)$&

@G+-+><G,+-

J

-+K+><->98K6949>4+8-8-G9

=

4+-

#

+-49:G95V+-,<-6<6+

=

8-9>4+8-+-

=

<4+9-4,I+4?<G>8?8GK<44

7

G+E9:

!

/9AB:

?.;,&'%(

$

E$

6

(@4F$,45

3

?2%,%-(2"(G5@(45@

H

#

0.$K5;4.!$5

6

2$78958

6

%4(25

3

"%(,

H

;,

<

(,

<

#

+%(,

<

8;&&&$$&

#

?.%,(

%

&

DC,4:<>4

'

!

"C

*

9>4+E9

!

.:>Q

H

L:E>?'>(;

@

<;G;BAK>:GL>=>LB'A<

@

>(:G

H

LA(KAL>

H

?;<A<I(>EJK/V)#

#

/V)#SA<I

AI;

H

:<>B?;:<

$

5\+

%

;<

H

A?;><?(D;?'ALB:':LGA??

M

L;=>E1F94?86,

!

.'>L>=>L(:G

H

LA(KAL>

H

?;<

#

(>EJK/V)#

#

/V)#SA<I

5\+;<96

H

A?;><?(D;?'ALB:':LGA?L

M

L;=>EA<I98'>AL?'B:<?E:L(D>E>K>A(JE>IC

M

*/5A<IXV/O51A9,5G4,

!

.'>

L>=>L(:G

H

LA(KAL>

H

?;<A<I(>EJK/V)#

#

/V)#S;<

H

A?;><?(D;?'ALB:':LGA?L

M

L;=>ED>E>(;

@

<;G;BA<?L

M

';

@

'>E?'A<?':(>

:GB:<?E:L(

$

!

"

$1$#

%

1̂ ';L>?'>(>EJK 5\+L>=>LDA((;

@

<;G;;BAK?L:D>E?'A<?'A?:GB:<?E:L(

$

!

"

$1$#

%

1.'>

H

LA(KAV>

H

?;<L>=>L(D>E>

H

:(;?;=>L

M

B:EE>LA?>ID;?'/V)#

#

/V)#S

$

@N$1"S6&

#

$1%#96

#

!

"

$1$#

%

A<I<>

@

A?;=>L

M

B:EE>)

LA?>ID;?'5\+

$

@NZ$186S8

#

!

"

$1$#

%

1@8->G5,+8-

!

.'>I>?>B?;:<:G

H

LA(KAL>

H

?;<A<I(>EAK/V)#

#

/V)#SA<I

5\+L>=>L(;<

H

A?;><?(D;?'ALB:':LGA??

M

L;=>EI;(>A(>('A(A<;K

H

:E?A<?=ALJ>:<I;A

@

<:(;(:GGA??

M

L;=>EA<I?'>(>)

=>E;?

M

:GL;=>E;<

_

JE

M

1

&

H9

7

I8:6,

'

!

ALB:':LGA??

M

L;=>E

(

!

L>

H

?;<

(

!

;<?>EL>JF;<)#

(

!

;<?>EL>JF;<)#S

(

!

AI;

H

:<>B?;<

!!

近几年来#细胞因子与肝病的关系受到关注#从肝细胞变

性到脂肪性肝炎)肝纤维化及肝硬化的进度中#细胞因子均起

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

,

*脂肪肝的发病机制十分复杂+

&

,

*.二次

打击学说/被大多数学者所接受#酒精)肥胖当作为初次打击#

炎性细胞因子及脂质过氧化等作为第二次打击*本文研究脂

肪肝患者血浆瘦素$

V>

H

?;<

%和血清白细胞介素
)#

$

/V)#

%)白细

胞介素
)#S

$

/V)#S

%和脂联素$

5\+

%水平的变化#现将结果报道

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1$

!

一般资料
!

酒精性脂肪肝患者
96

例$男
9#

例#女
%

例%#

均为本院体检中心检查患者*均详细询问饮酒史$一般饮酒史

超过
"

年#折合乙醇含量大于或等于
8$

@

"

I

#女性大于或等于

&$

@

"

I

%#脂肪肝诊断标准符合
&$$%

年
&

月中华医学会肝病学

会含脂肪肝和酒精性肝病修订的脂肪肝病的诊断标准*所有

入选者均排除以下疾病!原发性或继发性高血压)

&

型糖尿病)

急性感染)肿瘤)病毒性肝炎等#排除其他原因所致的肝损伤*

健康对照组
98

例$男
&&

例#女
#&

例%#均为本院体检中心经健

康体检合格的健康人#无心)肝)肾等重要脏器疾病#肝)肾功能

正常*

$1/

!

方法

$1/1$

!

血浆
V>

H

?;<

和血清
/V)#

)

5\+

水平检测采用放射免疫

分析法#试剂盒由北方免疫试剂研究所提供#操作按说明书*

$1/1/

!

血清
/V)#S

水平测定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XV/O5

%

法*试剂盒由上海雅培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提供#操作按说

明书*

$1'

!

统计学方法
!

所测数据以
'T8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4

检

验#相关分析采用直线回归*

/

!

结
!!

果

/1$

!

健康对照组和脂肪肝患者血浆
V>

H

?;<

和血清
/V)#

)

/V)

#S

)

5\+

含量测定结果见表
#

*

表
#

!

健康对照组和脂肪肝患者血浆
V>

H

?;<

和血清

!!

/V)#

'

5\+

含量%

+

@

*

V

&

组别
, V>

H

?;< /V)# /V)#S 5\+

健康对照
98 "1"T&1# $1&#T$1$6 #$"18T961# #"1&T71#

患者组
96 ##1&T91&

)

$18"T$1#&

)

#%"1%T8#1"

)

S18T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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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与健康对照组比较#

)

!

"

$1$#

*

/1/

!

脂肪肝患者血浆
V>

H

?;<

水平与
/V)#

)

/V)#S

和
5\+

水平

进行相关性分析
!

结果表明
V>

H

?;<

水平与
/V)#

)

/V)#S

呈正相

关$

@N$1"S6&

#

$1%#9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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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而与
5\+

水平呈负相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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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

论

瘦素$

V>

H

?;<

%是脂肪细胞分泌的$肥胖%基因的蛋白产物

与肥胖密切相关#通过中枢神经系统抑制摄食和能量消耗#保

持体脂相对稳定的激素+

9

,

*研究表明#瘦素与其相关因子均可

通过中枢神经系统对摄食和能量调节产生影响+

8

,

*本文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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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结果表明#脂肪肝患者血浆
V>

H

?;<

水平显著地高于健康对

照组$

!

"

$1$#

%#其升高的机制可能是患者体内血压
V>

H

?;<

受

损#这种升高有可能反馈性造成
:C

基因的表达产生更多的瘦

素有关*

/V)#

有促进
:C

基因的表达的作用+

"

,

*可以认为
/V)#

含

量均高而促使
:C

基因素达增加#即瘦素含量增加#同时
/V)#

可直接作用于脂肪细胞刺激被素生成+

%

,

*本文检测结果表明!

脂肪肝患者血清
/V)#

含量显著高于健康对照组$

!

"

$1$#

%#其

升高的机制作者认为是#

/V)#

可刺激促肾上腺释放激素分泌#

后者可增加肾上腺的脂质类固醇产生#而糖皮质激素可增加人

类瘦素#即
/V)#

含量变化可通过
+25

轴来调节被素的分泌*

而瘦素也可通过中枢神经系统反馈性造成
/V)#

含量升高*是

否还有其他因素参与尚待进一步的研究和*

/V)#S

是一种具有多种生物学活性的细胞因子#主要由活

化的巨噬细胞和肝脏
FJ

H

GG>E

细胞产生#是内毒素诱发的关键

因子*在肝脏炎性损伤过程中的作用广泛受到临床科研工作

者的 关注*本文检测结果表明#脂肪肝患者血清
/V)#S

水平

非常显著地高于健康对照组$

!

"

$1$#

%#其升高机制可能是!

$

#

%脂肪肝患者肝脏累积的酒精及其氧化代谢产物可直接刺激

机体产生内毒素#进而激活肝脏
FJ

H

GG>E

细胞产生大量核被素

因子
,0)

,

P

等#

,0)

,

P

诱导激活肝脏
FJ

H

GG>E

细胞#释放大量

/V)#S

)

/0,)

)

)

/V)&

等炎性因子*$

&

%已有的损伤的肝细胞又可

合成
/V)#S

+

6

,

*

脂肪组织不再被认为是单纯储备能量的器官#而是可分泌

具有生物活性的功能蛋白$脂肪因子%#对全身器官系统有重要

的调节作用*其中分泌的脂联素含
&88

个氨基酸的多肽和瘦

素
#%6

个氨基酸多肽不仅能调节糖脂代谢#参与神经调节免

疫#而且与心血管病的发生有十分密切的关系+

S

,

*其含量的增

高可通过神经内分泌系统影响脂类代谢*

本文检测结果表明#脂肪肝患者血清
5\+

水平低于健康

对照组$

!

"

$1$#

%*其降低的机制初步认为是!$

#

%脂肪肝患

者存在有高胰岛素血症#可存在不同程度的免疫反应*$

&

%

5\+

可增加胰岛素的敏感性降低免疫反应有关*

总之#作者认为#脂肪肝患者血浆
V>

H

?;<

和血清
/V)#

)

/V)

#S

和
5\+

水平的变化可判断肝损伤严重程度的一个指标#具

有十分重要的临床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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