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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

探讨血清
'/#%>

变化在肝硬化患者中的临床意义%方法
!

对肝硬化住院患者
8>

例及健康对

照组"该院健康体检者#

!>

例!应用化学发光法进行血清
'/#%>

检测!并对结果进行比较分析%结果
!

肝硬化患者

血清
'/#%>

水平和健康对照组比较肝硬化组高于健康对照组"

F

#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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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

级组与
N

级组$

'

级组比较差异

均有统计学意义"

F

#

$L$#

#!

'B:1@N

级组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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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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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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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硬化患者血清

'/#%>

升高!其水平可作为评判肝功能损害程度及肝硬化预后的指标之一%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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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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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种重要的肿瘤标志物#主要用于卵巢癌

的诊断和判断其预后+近年研究发现#临床确诊的许多肝硬化

患者血清
'/#%>

明显升高)

#

*

+为探讨肝硬化与血清
'/#%>

的关系#对
8>

例肝硬化患者进行了调查分析#现将结果报道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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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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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资料
!

收集
%$$8

年
#

月至
%$$R

年
8

月在本院住院

治疗的
8>

例肝硬化患者+所有患者均经临床生化,

N

超$或

'&

%确诊为肝硬化+其中男
?R

例#女
%8

例#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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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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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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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肝功能分级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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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级!

/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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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N

级
!%

例#

'

级
%R

例(健康对照组
!>

例取自健康体

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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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本采集与处理
!

观察对象均隔夜空腹
RB

以上#静脉

采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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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室温
%$3:G

#

!$$$<

"

3:G

离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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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血

清于
+,

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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冻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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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方法及仪器试剂来源
!

将样本血清从
T%$c

取出#

放置
%>c

温浴
!$3:G

溶化后#吸取
%$$3)

#采用化学发光法

检测#同时设置高低质控保证检测结果有效#操作步骤按实验

室仪器操作标准作业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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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文件进行#使用的仪器为美国
/FF=;;

公司提供的
/Z*YV

全

自动化学发光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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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测定肝功能,凝血酶原时间以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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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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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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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包进行分析#测定值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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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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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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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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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硬化患者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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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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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比较肝

硬化组高于健康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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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硬化患者肝功能分级组间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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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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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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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组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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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

#

$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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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度的比较%

I_@

'

组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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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种相对分子质量为
%%$̀ #$

! 的糖蛋白性肿瘤

相关抗原#主要存在于卵巢肿瘤的上皮细胞内#当患有卵巢癌

和子宫内膜癌时患者
'/#%>

水平可明显升高#是卵巢肿瘤的

诊断,复发和预后的指标之一#在肝癌,胃癌,结肠癌,肺癌,胰

腺癌,胆道癌等也有一定的阳性反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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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报道慢性肝病尤

其是失代偿期肝硬化,肝癌中
'/#%>

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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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功能受损越

严重#

'/#%>

升高越显著+一般认为肝硬化患者中血清

'/#%>

浓度升高可能与下列因素有关!$

#

%含有该抗原的腹膜

间皮细胞受到非特异性刺激后生成增加($

%

%肝硬化门静脉高

压#血液回流受阻#渗出增加#胃血流量和肾小球滤过率下降#

有效循环血量减少($

!

%患者内分泌紊乱#肝脏
'/#%>

降解减

弱+有证据显示#肝硬化患者
'/#%>

增高可能与腹水刺激腹

膜巨噬细胞合成肿瘤坏死因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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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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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组资料

显示!肝硬化组与健康对照组比较#肝硬化组
'/#%>

明显升高

$

F

#

$L$#

%(从肝功能分级组间血清
'/#%>

水平发现#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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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与
'B: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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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肝功能分级呈正相关#

'B:1@/

级血

清
'/#%>

浓度与
'B:1@N

级,

'B:1@'

级血清
'/#%>

浓度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F

#

$L$#

%#

'B:1@N

级与
'B:1@'

级血清
'/#%>

浓度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肝功能受损越重#血清
'/#%>

浓度

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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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定结果亦证实了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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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度与

肝功能分级呈正相关+因而肝硬化患者血清
'/#%>

水平可作

为肝功能损害程度一种标记物#对预测肝硬化预后有一定的临

床意义+

综上所述#肝硬化患者中#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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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虫检验实验教学与社会实践相结合#大大提高了学生学习该

门课程的积极性+

/

!

讨论和体会

/L$

!

寄生虫实验教学与社会实践相结合的尝试#受到了学校

院系领导,教研室教师,辅导员,实践基地及社区领导和幼儿园

教师及家长的重视#学生的积极合作#均是确保教学活动顺利

进行的重要条件+教学活动是一项严谨的工作#将教学活动与

社会实践相结合#就要求指导教师和辅导员必须组织学生精心

设计和做好实验前的准备工作#制订实施方案#与实践基地或

社区取得联系#做好安排,指导采样,准备实验设备等#确保检

验结果的准确性#只有做好充分的准备才能确保教学活动的

开展+

/L/

!

在学生实践准备的过程中强化对寄生虫及寄生虫病的认

识#避免总是教师讲学生听的传统模式+现在将部分实验由学

校实验室课堂转入社会课堂#由教师讲为主体改为学生设计,

动手实践为主体#所以学生实验时都非常认真#虫卵,成虫的形

态给学生们留下了深刻印象+有了明确的诊断#又进一步对该

病的预防和治疗展开积极的讨论及小结#在实践中加深对寄生

虫及寄生虫病的认识与记忆#此实验的开展取得很好的实验教

学效果+

/L'

!

增强了学生学习寄生虫检验课程的积极性+通常在寄生

虫学实验过程中学生只是观察显微镜下虫卵,切片和大体标

本#简单地印证理论课知识+刚开始由于新鲜好奇还认真完成

实验#几次实验过后#就能明显看出有的同学不认真,应付#不

利于培养学生对本课程的兴趣+另外整个实验过程中教师占

绝对的主导地位#学生基本完全按照教师的意图进行实验#这

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学生学习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发挥+

/L1

!

通过社会实践教学采集寄生虫学实验教学标本#为实验

教学积累了标本#丰富了实验课内容#材料新鲜#因材施教#实

验针对性强#学生参加标本的采集,处理和制作#增强了学生的

感性认识#培养了学生的实验操作技能#减少了实验经费的

开支+

/L2

!

锻炼了学生语言表达及文字表述能力+实践中需要学生

与家长,幼儿园教师,儿童,青少年等不同群体人员交流#提供

了锻炼学生勇于在众人面前讲话#展示自我价值的能力#使学

生能将所学内容传与他人#巩固课堂知识#加深印象#并鼓励学

生在讨论中有勇气,流利地表达个人想法+同时通过将绘制实

验报告改为书写社会实践报告#学生不仅要对实验观察结果进

行绘图#还要对此次参与设计,前期准备,实施操作,检验报告,

指导治疗等学习环节进行描述#加强学生的文字表述能力+在

实践报告中评选出优秀的社会实践报告予以加分及奖励+

/L)

!

培养了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创新能力+医学检验专业的医

学生动手能力的培养尤为重要#科学,严谨的态度是获得实验

成功基本保证+实践中实验现象与记录,实验数据的取得每个

小组是不同的#学生必须真实,正确地反映形态学绘图及检验

结果+实验与实践的结合既能培养学生严肃的科学工作态度#

又能进一步增强他们的实际操作能力+实验中学生在教师的

指导下独立地获取知识与实验技能#看教师示范后不是单纯简

单照搬#而是手和脑,知识和能力,经验和创造获得共同的集

合#充分体现了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的教学模式+这样#不

仅培养了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创新能力#而且培养了学生综合运

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同时也培养了他们实事求

是,严肃认真的科学态度和团结协作的优良品质#提高了学生

服务社会的综合能力+

'

!

结
!!

论

实验教学的目标是树立以学生为本#知识传授,能力培养,

素质提高协调发展的教育理念+通过将寄生虫检验实验课程

部分内容与学生社会实践相结合+通过实践使学生加深理论

学习#增强了印象#为使他们以后从事临床检验工作#在对疾病

的诊断上拓宽思路+寄生虫检验这种实验教学尝试对于其他

医学专业学生基础寄生虫学及其他形态学课程也应该具有一

定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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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主要与肝硬化病理生理改变有关#任何不同病因的肝硬化患

者#因大都存在门静脉高压#血液回流受阻#内分泌紊乱#腹膜

间皮细胞生成增加#致
'/#%>

明显升高+与绝大多数肿瘤标

志物一样#

'/#%>

不具有组织和肿瘤的特异性#因此#在一些

非恶性肿瘤的疾病中#如肝硬化患者#其值可以升高#且和病情

程度呈正相关#在肝硬化失代偿期可达到非常显著的水平#可

以作为肝功能损害的指标之一#也可以用以判断肝硬化的疗效

和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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