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
!

著!

慢性乙型肝炎患者血清中金属硫蛋白含量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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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观察慢性乙型肝炎"

!$:

$患者血清中金属硫蛋白"

4>

$含量变化及其与肝病活动程度的关

系&方法
!

采集
=U

例
!$:

患者和
*.

例健康人"

9!

组$外周静脉血标本!分别检测血清中
4>

%清蛋白%总胆红素

等生化指标&结果
!

9!

组%

!$:

轻度组%

!$:

中度组间
4>

含量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

!$:

重度组%

!$:

重型组患者
4>

含量明显高于
9!

组"

!

"

.+./

$&患者血清中
4>

含量与血清中总胆红素%炎症活动程度呈

正相关"

;̂ .+/<*

!

.+=,/

!

!

"

.+.)

$#患者血清中
4>

含量与清蛋白浓度呈负相关"

;̂ _.+-)6

!

!

"

.+.)

$&结论
!

!$:

患者血清中
4>

含量与病情严重程度呈正相关!血清中
4>

含量变化对判断
!$:

病情的严重程度有一定的

价值&

#关键词$

!

慢性乙型肝炎#

!

金属硫蛋白#

!

肝病活动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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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型肝炎病毒$

DE

M

HAIAI@:OIFB@

#

$:W

&感染是威胁人类健

康的全球性问题)目前#全世界
$:W

感染者接近
*.

亿#其中

慢性感染者近
,+/

亿#每年约有
-*

万人死于慢性
$:W

感染相

关疾病,

)

-

)因金属硫蛋白$

4>

&被认为是目前已知体内最强

的羟自由基清除剂,

*

-

#具有稳定细胞膜及保护肝实质细胞的作

用#从而对抗肝纤维化过程,

,

-

%故通过对慢性
$:W

感染者血

清中
4>

含量的测定#能间接观察肝脏内
4>

含量变化与病

情的关系)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慢性乙型肝炎$

%DF?JI%DE

M

HAIAI@:

#

!$:

&患

者
=U

例#其中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

岁#平均$

,=+/X

),+=

&岁#其中轻度
)U

例#中度
*.

例#重度活动
**

例#重型肝

炎
)U

例)标本来源均为
*..<

年
-

月至
*.).

年
*

月邳州市人

民医院感染科住院患者#其诊断符合
*...

年
U

月中华医学会

传染病与寄生虫病学分会*肝病学分会联合修订的.病毒性肝

炎防治方案/#并排除甲型肝炎病毒*丙型肝炎病毒*戊型肝炎

病毒合并感染及药物性肝炎*酒精性肝病和自身免疫性肝病患

者)所有患者血清采集前均未进行抗炎治疗#且近
-

个月内未

使用抗氧化药物*抗病毒药物及接触重金属*电离辐射等)

*.

例健康人为对照组#其中男
),

例#女
=

例#年龄在
)U

"

/.

岁#

平均$

,*+/X<+.

&岁#与
!$:

患者组年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6/

#

! .̂+)*-

&)

$+/

!

检测方法

$+/+$

!

生化指标检测
!

所有患者在入院治疗前用无菌注射针

头抽取
*N'

静脉血#收集于无菌离心管中#

*...F

"

NIJ

离心

/NIJ

#吸取血清液转入无菌离心管中备用)取待测血清上机

$日立
=-..

全自动生化检测仪&检测)

$+/+/

!

血清中
4>

含量检测
!

采用固相双抗体夹心酶联免

疫吸附试验$

8'710

&法$竞争法&

,

6;/

-

)

$+'

!

统计学方法
!

数据应用
1#11),+.

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学

分析#定量资料用
LXC

表示%多组间比较用单因素方差分析%

定性资料率的比较用
!

* 检验%两样本的相关分析用
1

M

EHFNHJ

分析并行假设检验#相关关系做散点图#相关系数用
;

表示%结

果判定中#

!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血清中
4>

含量测定
!

9!

组
4>

含量为$

6+))X)+.-

&

J

Q

"

N'

%

!$:

轻度组
4>

含量为$

6+-)X)+.6

&

J

Q

"

N'

%

!$:

中

度组
4>

含量为$

6+6UX)+U-

&

J

Q

"

N'

%

!$:

重度组
4>

含量

为$

=+=<X*+/.

&

J

Q

"

N'

%

!$:

重型组患者
4>

含量为$

),+.6

X-+,)

&

J

Q

"

N'

)

各组间总体
4>

含量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

总
^*)+,U)

#

!

"

.+.)

&)

9!

组*

!$:

轻度组*

!$:

中度组间
4>

含量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

!

&

.+./

&%

!$:

重度组*

!$:

重型组
4>

含量

明显高于
9!

组$

!

"

.+./

&)

4>

含量在
!$:

重度组中高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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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组*

!$:

轻度组*

!$:

中度组#但以上各组中
4>

含量均

低于
!$:

重型组)见表
)

)

表
)

!

9!

组"

!$:

患者组血清中
4>

含量比较

组别
,

性别比$男"女& 年龄$岁&

4>

$

J

Q

"

N'

&

9! *. ),

"

= ,*+/X<+. 6+))X)+.-

,)

!$:

轻度
)U )6

"

6 */+=X).+, 6+-)X)+.6

,)

!$:

中度
*. )/

"

/ ,/+,X),+) 6+6UX)+U-

,)

!$:

重度
** )-

"

- 6)+UX).+. =+=<X*+/.

()

!$:

重型
)U ).

"

U 6-+*X),+) ),+.6X-+,)

(,

!!

注!

4>

方差分析的
F

总
^*)+,U)

#

!

"

.+.)

%性别间比较的
!

*

^

6+6=)

#

! .̂+6U6

#性别间无差异)与
9!

组比较#

(

!

"

.+./

%与
!$:

重度组比较#

,

!

"

.+./

%与
!$:

重型组比较#

)

!

"

.+./

)

各组内性别间血清
4>

含量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值均大

于
.+./

&)

/+/

!

!$:

患者血清中
4>

含量与肝病活动程度的相关分析

!

!$:

患者血清中
4>

含量与患者的炎症活动程度呈正相关

$

;̂ .+=,/

#

!

"

.+.)

&)

/+'

!

!$:

患者血清中
4>

含量与其他临床资料指标的相关

性
!

4>

含量与清蛋白浓度呈负相关$

;̂ _.+-)6

#

!

"

.+.)

&%

4>

含量与
>:

浓度呈正相关$

;̂ .+/<*

#

!

"

.+.)

&)

'

!

讨
!!

论

$:W

在我国感染率高#而且大部分为慢性感染)在慢性

$:W

感染者中有
)/T

"

*/T

将进展为肝硬化或肝癌#而肝纤

维化为慢性肝炎的共有特征性病理改变#为肝硬化的前期环

节,

-

-

)目前对于慢性
$:W

感染者是否需要进行抗病毒治疗#

主要是根据感染者的肝脏是否存在炎症活动及肝病是否进展#

而不是单纯参考患者氨基转移酶的高低)而对于判断肝病是

否进展除了肝功能监测外#通常需要对患者肝脏病理状态进行

判断)目前确切的方法就是对肝脏进行穿刺活检#欧洲肝脏研

究协会在
*..U

年欧洲肝病年会上提倡如无必要#应该避免肝

活检检查)目前有很多非侵入性检测可以间接判断肝脏的炎

症活动及肝病是否进展#既往研究证实
4>

在肝脏内分布丰

富#且发现其对肝脏炎症活动的判断有一定作用)现就结果作

讨论如下)

'+$

!

人血清中
4>

含量
!

本研究发现#

9!

组中
4>

含量最

低#与
!$:

轻度*

!$:

中度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低于

!$:

重度*

!$:

重型组)提示血清中
4>

含量与
!$:

患者

病情轻重程度呈正相关)

既往研究发现#在血清中的
4>

含量与肝脏内的
4>

含

量呈正相关,

/

-

#提示可以通过检测人血清中
4>

含量间接判

断肝脏内
4>

含量变化#即在肝病活动程度较重的情况下#

4>

应激而增加%在本次试验中发现重型肝炎患者中
4>

含量

差异较大#

!$:

重型组的
4>

含量方差最大#这可能与机体的

代偿能力存在个体差异有关)

3?BJ

等,

=

-研究发现#

4>

可以

通过诱导转化生长因子
*

及下调促炎症因子的表达而减轻炎

症损伤)

!$:

重型组中
4>

含量差异与患者的预后是否相关

有待于进一步的临床观察)

'+/

!

!$:

患者血清中
4>

含量与血清清蛋白及总胆红素的

关系
!

本研究结果发现#

!$:

患者血清中
4>

含量变化与血

清中清蛋白浓度呈负相关#而与血清总胆红素$

>:

&呈正相关)

既往研究显示#人体血清清蛋白参与肝脏内胆红素的转运

及代谢#当
!$:

患者血清清蛋白降低时#患者的血清中的
>:

就不容易下降#而血清清蛋白浓度相对较高的患者黄疸消退较

快)由此可见#

!$:

患者血清中
4>

含量变化与清蛋白浓度

呈负相关#与
>:

呈正相关是吻合的)而
!$:

患者的清蛋白

浓度及
>:

均是判断患者病情轻重的指标#与肝脏的代谢及合

成功能相关,

U;<

-

#提示
!$:

患者血清中
4>

含量变化亦可以

作为判断病情的一个参考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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