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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乙型肝炎的血清血小板衍生生长因子
SS

检测相关性分析

朱立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市第二人民医院检验科
!

8<%%##

$

!!

"摘要#

!

目的
!

通过对慢性乙型肝炎"

+3S

$患者血清血小板衍生生长因子
SS

"

[aTW?SS

$与血清
3S&a5>

水平%肝功能损害程度和肝纤维化的相关性分析!以探讨血清
[aTW?SS

水平在
+3S

中的应用价值&方法
!

对

+3S

血清
[aTW?SS

水平与血清
3S&a5>

水平%肝功能%血清肝纤维化指标进行相关性分析'并将
+3S

分为轻

度%中度%重度
<

组!分析血清
[aTW?SS

水平与血清
3S&a5>

水平%肝功能分级和肝纤维化指标的相关性&结果

!

+3S

患者血清
[aTW?SS

水平与肝功能%血清肝纤维化指标均显著相关"

!

"

#6#%

$'与肝功能分级和血清肝纤维

化指标均呈正相关"

!

"

#6#"

$'与血清
3S&a5>

水平无相关性!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6#"

$&结论
!

血清

[aTW?SS

水平与
+3S

病情发展密切相关!不但可反映
+3S

患者的肝功能损害程度!也可反映
+3S

肝纤维化程

度!可应用于
+3S

的肝功能和肝纤维化程度的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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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乙型肝炎$

+3S

%是引起我国肝纤维化和肝硬化的主

要原因#肝纤维化$

GD

.

/1A0MAKJ,EAE

%是肝脏慢性损伤中#肝细胞

外间质$

GD

.

/1A0DV1J/0DHHLH/J

#

)+U

%沉积或肝细胞干枯减少所

导致的病理改变#长期
3S&

持续感染#反复炎症活动#可产生

不同程度的肝纤维化+

%

,

*而细胞因子如血小板源性生长因子

$

.

H/1DHD1?IDJACDI

F

J,N1GM/01,J

#

[aTW

%在肝纤维化发生和发

展中的作用越来越受到重视#

[aTW

是目前已知对肝星状细胞

$

3P+

%作用最强的有丝分裂原+

$?9

,

#其中血清
[aTW?SS

在慢

性肝病发生和发展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 +

<

,

*本研究通过检测

了
:9

例
+3S

患者血清
[aTW?SS

含量#同时检测血清
3S&

a5>

水平)血清肝纤维化指标+透明质酸$

G

O

/HLJ,BA0/0AI

#

3>

%)四型胶原$

0,HH/

F

DB1

O.

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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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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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

型胶原肽$

.

J,?

0,HH/

F

DB1

O.

D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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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层粘连蛋白$

H/-ABAB

#

Z5

%,)肝脏功

能水平#借以探讨
+3S

患者血清
[aTW?SS

与
+3S

血清

3S&a5>

水平)肝功能损害程度和肝纤维化的相关性#为

+3S

的诊断提供依据*

$

!

资料与方法

$6$

!

一般资料
!

选择
+3S

患者共
:9

例#男
"#

例#女
$9

例#

均排除处于免疫耐受状态的
3S&

携带患者以及甲型肝炎病

毒$

3>&

%)丙型肝炎病毒$

3+&

%)丁型肝炎病毒$

3a&

%)戊型

肝炎病毒$

3)&

%等肝炎病毒重叠感染并排除因药物)饮酒)自

身免疫等因素所引起的肝损害病例(所有患者入组前均未应用

过保肝)抗肝纤维化和抗病毒类药物治疗(所有病例均进行了

肝功能)

3S&

血清学标志)血清
3S&a5>

)血清肝纤维化指

标$

3>

)

+

-

)

[+

.

和
Z5

%和血清
[aTW?SS

检测*所有病例

以
$###

年病毒性肝炎防治方案中的
+3S

诊断标准+

<

,分为轻)

中)重度*

$6/

!

方法
!

所有样本均为清晨空腹采血
<-Z<:X

水浴
<#

-AB

#

%"##J

"

-AB

离心
"-AB

#分装血清于
^$#X

冰箱冻存备

检*严格按说明书操作*对
+3S

患者肝功能)血清
3S&

a5>

水平)血清肝纤维化指标$

3>

)

+

-

)

[+

.

)

Z5

%和血清

[aTW?SS

水平进行检测分析*

$6/6$

!

肝功能检测
!

使用全自动生化分析仪采用动力学法检

测*仪器采用美国贝克曼$

SD0Q-/B

%公司生产的
+_7

型全自

动生化分析仪*检测试剂由
SD0Q-/B

公司提供*

$6/6/

!

血清
3S&a5>

检测
!

采用荧光定量聚合酶链反应

$

.

,H

O

-DJ/ED0G/ABJD/01A,B

#

[+Y

%法检测*仪器采用美国
[)

公司
":##

型自动荧光
[+Y

分析检测仪#型号!

>S'":##[+Y

*

试剂盒由中山医科大学达安基因诊断中心提供*

$6/'

!

血清
3>

)

+

-

)

[+

.

)

Z5

检测
!

采用放射免疫分析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7

卷第
!

期
!

Z/KUDI+HAB

!

U/J0G$#%$

!

&,H67

!

5,6!



法*检测试剂由河南省焦作市解放免疫诊断试剂研究所提供*

$6/1

!

血清
[aTW?SS

检测
!

采用双抗体夹心
>S+?)Z'P>

法检测*试剂由上海西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提供*

$6'

!

统计学方法
!

采用
P[PP%:6#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量

资料以
PdC

表示*相关分析采用
P

.

D/J-/B

相关分析法#

!

"

#6#"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6$

!

血清
[aTW?SS

水平与肝功能)血清肝纤维化指标相关

分析
!

经
P

.

D/JE,B

相关分析发现!血清
[aTW?SS

水平与

+3S

患者肝功能)血清肝纤维化指标均显著相关$

!

"

#6#%

%#

与
3S&?a5>

无显著相关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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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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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功能分级与血清
3S&a5>

)血清肝纤维化指标和血

清
[aTW?SS

水平的相关性
!

:9

例
+3S

患者肝功能分
<

级!

轻度
$<

例#中度
$"

例#重度
$!

例#经
P

.

D/J-/B

等级相关分

析#发现
+3S

患者肝功能分级与血清肝纤维化指标和血清

[aTW?SS

水平呈正相关$

!

"

#6#%

%(与血清
3S&a5>

水平

无相关性$

!

#

#6#"

%#具体情况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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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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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与肝功能)血清肝纤维化指标相关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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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清
[aTW?SS

水平和血清
3S&a5>

)血清肝纤维化指标与肝功能分级的相关分析&

PdC

'

病情
( 3S&?a5>Z,

F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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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

论

肝脏组织活检一直被认为是评估肝脏炎症坏死和纤维化

状态的3金标准4*

3P+

在肝纤维化发生发展中起主导作用#

3P+

活化是一个复杂的程序化过程#细胞因子参与的炎症反

应在
3P+

激活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 +

9

,

*

[aTW

为相对分子

质量
<#c%#

< 的二聚体蛋白#是
EAE

原癌基因的表达产物+

"

,

*

在肝脏中#

[aTW

能刺激多种细胞分裂和增殖+

!

,

*

[aTW

主要

由肝内枯否细胞和
3P+

产生#可使肝星状细胞合成
a5>

增

加
%8

倍#是目前已知多肽生长因子中对
3P+

作用最强的有丝

分裂原+

:?8

,

#对
3P+

的活化和分裂)增殖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本研究选用血清
[aTW?SS

水平与
+3S

血清
3S&a5>

水

平)肝功能)血清肝纤维化指标进行性相关分析#探讨
[aTW?

SS

在
+3S

中的应用价值*结果发现#

+3S

患者血清
[aTW?

SS

水平与肝功能)血清肝纤维化指标均显著相关$

!

"

#6#%

%(

与肝功能分级和血清肝纤维化指标均呈正相关$

!

"

#6#"

%(与

血清
3S&a5>

水平无相关性$

!

#

#6#"

%(血清
[aTW?SS

水

平随着肝功能损害程度和纤维化程度而加重而升高*提示血

清
[aTW?SS

水平与
+3S

病情发展密切相关#不但可反映

+3S

患者的肝功能损害程度也可反映
+3S

肝纤维化程度#可

应用于
+3S

的肝功能和肝纤维化程度的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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