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环节质量关#确保采血质量#尽量减少血液采集中产生非标量

血液*

'#.

!

努力提高服务质量#让每一位员工增强服务意识)责任意

识#热心)热情接待献血者#做到服务行为规范化#实实在在从

小事做起#从细节做起#处处为献血者着想#体现人性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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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清腺苷脱氨酶在肝病诊断中的临床价值研究

陈伟红"江苏省昆山市锦溪人民医院检验科
!

"!'&"$

%

!!

"摘要#

!

目的
!

通过测定血清中腺苷脱氨酶"

*]*

%的活性!了解
*]*

在肝病诊断中的临床价值&方法
!

用

化学比色法测定肝功能损伤者和健康人组的丙氨酸氨基转移酶"

*M/

%'

*]*

值!并进行统计学处理&结果
!

通过

*]*

及
*M/

的测定结果!表明
.+

例患者中除脂肪肝'慢性迁延性肝炎患者外!其他肝脏疾病患者血清
*]*

均高

于健康人!通过临床治疗后!急性肝炎和慢性活动性肝炎患者
*]*

较
*M/

下降得慢&结论
!

*]*

是反映肝损害

的一个良好指标!对肝脏疾病的诊断有较高的特异性&

"关键词#

!

腺苷脱氨酶$

!

丙氨酸氨基转移酶$

!

肝脏疾病

!"#

!

$%&'()(

"

*

&+,,-&$)./0(122&/%$/&%3&%2'

文献标志码$

X

文章编号$

!(+",-$''

"

"%!"

%

%.,%-.&,%"

!!

腺苷脱氨酶$

6:170A?71:169?76A1

#

*]*

&是一种与机体免

疫系统有重要联系的核酸分解代谢酶类#它能催化腺嘌呤生成

次黄嘌呤#最终氧化成尿酸排出体外*其广泛分布于人体组织

中#以胸腺)脾)盲肠和其他淋巴组织中含量最多#血清中存量

极少#血清中的
*]*

主要来源于肝脏*为了讨论
*]*

在肝

病诊断中的临床价值#作者对
.+

例肝功能损害的患者及
$'

例

健康人血清的
*]*

)丙氨酸氨基转移酶$

*M/

&进行了检测#现

报道如下*

$

!

材料与方法

$#$

!

标本来源
!

"%!!

年
!

%

-

月在昆山市锦溪人民医院门诊

或住院期间确诊肝功能有损伤的患者
.+

例#其中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

岁*包括脂肪肝
!(

例#慢性活动性乙型肝

炎
!$

例#慢性迁延性肝炎
!"

例#肝硬化
!-

例#肝癌
!'

例#急

性肝炎
!'

例*健康对照组
$'

例#均为健康体检者*

$#/

!

试剂与仪器
!

试剂购自上海执诚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仪

器为日本奥林巴斯
*e($%

*

$#'

!

方法
!

采用测定的方法是酶显色法#

*]*

正常值为
%

%

"'e

"

M

#

*M/

的正常值为
%

%

$%e

"

M

*

/

!

结
!!

果

各组肝脏疾病患者血清
*]*

与
*M/

的检测结果比较见

表
!

*治疗前脂肪肝组)慢性活动性肝炎组)慢性迁延性肝炎

组)急性肝炎组)肝硬化组)肝癌组
*]*

异常例数分别为
%

)

!&

)

!

)

!"

)

!-

)

!!

例#

*M/

异常例数分别为
!(

)

!$

)

&

)

!'

)

"

)

!!

例#治疗
!

个月后#

*]*

异常例数分别为
%

)

!"

)

%

)

!!

)

!'

)

(

例#

*M/

异常例数分别为
%

)

+

)

!

)

(

)

!

)

+

例*

表
!

!

各组肝脏疾病患者血清
*]*

与
*M/

的检测结果比较&

QL1

'

组别
'

治疗前

*]*

$

e

"

M

&

*M/

$

e

"

M

&

治疗
!

个月后

*]*

$

e

"

M

&

*M/

$

e

"

M

&

健康对照组
$' !%#!L&#" "'#.L$#! V V

脂肪肝组
!( !(#+L"#( '!#&L+#- !$#-L"#' ".#"L(#%

慢性活动性肝炎组
!$ $&#.L+#(

6D

"&'#"L&%#( &'#!L.#"

B

$-#&L!%#.

慢性迁延性肝炎组
!" "!#&L'#$

6

&'#.L(#' !-#.L$#+ &"#+L'#-

急性肝炎组
!' &(#$L.#(

6D

'+'#"L+%#. &%#"L+#.

B

&'#!L-#&

肝硬化组
!- $'#+L(#-

6D

&(#+L.#$ "+#&L'#(

B

&"#(L+#'

肝癌组
!! &&#(L(#&

6

'(#'L!&#" "$#&L'#(

B

$!#'L-#(

!!

注!

V

表示无数据*与健康对照组比较#

6

!

#

%#%!

%与脂肪肝组比较#

D

!

#

%#%!

%各组治疗前)后比较#

B

!

#

%#%'

*

'

!

讨
!!

论

*]*

是一种与机体细胞免疫活性有关的核酸代谢酶#它

有
&

种同工酶#分别为
*]*!

)

*]*!iOT

和
*]*"

#其中

*]*!iOT

在肝脏中分布较多#是肝细胞的胞质酶*因此任

何原因所造成的肝细胞损伤#其肝细胞膜的通透性就会增加#

致使血清中的
*]*

酶活性升高#故该酶可以作为反映肝实质

性损伤的指标.

!

/

*作者同时对
.+

例肝病患者#

$'

例健康体检

者进行
*]*

与
*M/

检测#除了脂肪肝)慢性迁延性肝炎患者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M6DN1:O4?7

!

*

3

5?4"%!"

!

P04#-

!

Q0#.



外#其他各组
*]*

的含量均显著高于健康对照组#表明其肝

功能存在不同程度的损害*

在本次研究中#

!'

例急性肝炎)

!$

例慢性活动性肝炎患者

在治疗前血清
*]*

值多为轻度升高或中度升高$

.(#")

#

"'

"

"-

&#一般不超过正常值上限一倍#而
*M/

均全部升高#且升高

特别明显#至少是正常值上限
'

倍以上*经治疗
!

个月后#

*M/

多数降为正常$

''#!)

#

!(

"

"-

&#而
*]*

升高者为
+-#&)

$

"&

"

"-

&#

*]*

升高阳性率明显高于
*M/

*说明在诊断急性

肝损伤方面
*]*

并不优于
*M/

值#但
*]*

在急性肝炎和慢

性活动性肝炎患者中恢复迟于
*M/

.

"

/

*另外#本研究发现#慢

性活动性肝炎组)急性肝炎组)肝硬化组和肝癌组其血清
*]*

值显著高于慢性迁延性肝炎组和脂肪肝组#且升高幅度较大#

由此说明慢性活动性肝炎组)急性肝炎组)肝硬化组和肝癌组

患者肝细胞受损程度显著高于慢性迁延性肝炎组和脂肪肝组*

因此#

*]*

检测有利于了解急性肝炎的残留病变和肝病进展#

有助于慢性活动性肝炎与慢性迁延性肝炎)脂肪肝与肝硬化的

鉴别诊断.

&,$

/

*有研究表明血清
*]*

活性与肝纤维化的程度

有关#随着肝纤维化的程度增加#

*]*

的活性逐渐增加.

'

/

*

综上所述#血清
*]*

是一种反映肝脏损伤的一个良好指

标#而同时测定
*]*

与
*M/

能更加全面地反映肝脏功能的

异常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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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与尿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在早期妊娠诊断中的价值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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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摘要#

!

目的
!

探讨血与尿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

ROa

%同时检测的临床意义&方法
!

对门诊
"&(

例停经不同

时间疑为早期妊娠的女性同时检测血
ROa

与尿
ROa

&结果
!

"&(

例停经不同时间的女性患者尿
ROa

阳性率为

+&#&!)

!血
ROa

阳性率为
.(#$$)

&结论
!

血
ROa

灵敏度与特异性都比较高!是女性早期妊娠诊断与鉴别诊断

及妇科疾病筛查的良好指标&

"关键词#

!

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

!

早期妊娠$

!

血液$

!

尿液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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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

ROa

&是检测早期妊娠与妇科疾病

的重要手段#尿标本由于容易留取#故临床多以尿试纸法检测

ROa

*但试纸法影响因素较多#加上尿
ROa

产生晚#检测的

灵敏度不高#为探测血
ROa

在诊断早期妊娠中的价值#作者

对
"%!%

年
'

%

!!

月本院门诊
"&(

例疑为早期妊娠的女性同时

进行尿
ROa

与血
ROa

检测#并对检测结果进行回顾性统计

学分析*了解尿
ROa

与血
ROa

两种检测手段的差异#为临

床分析提供更有价值的参考依据*

$

!

材料与方法

$#$

!

标本来源
!

本院门诊
"%!%

年
'

%

!!

月
"&(

例疑为早期

妊娠的女性#年龄
""

%

&.

岁*

$#/

!

试剂
!

尿
ROa

诊断试剂盒#艾康生物技术$杭州&有限

公司生产*血
ROa

试剂盒#德国奥林巴斯$欧洲&诊断有限公

司生产*

$#'

!

仪器
!

[4

@

9

3

CA*e,($%

奥林巴斯全自动生化分析仪*

$#1

!

方法
!

"&(

例患者分别采取静脉血
&9M

#用
[4

@

9

3

CA

*e,($%

自动生化分析仪检测血清
ROa

含量#以
ROa

#

'#%

e

"

M

时为阴性%同时留取新鲜尿液标本#用人绒毛膜促性腺激

素诊断试剂盒测定尿
ROa

*以上操作依照仪器及试剂盒说明

并严格执行全国临床检验操作规程.

!

/

*

/

!

结
!!

果

/#$

!

"&(

例停经不同时间女性患者尿
ROa

与血
ROa

检测结

果见表
!

*

/#/

!

"&(

例停经不同时间女性患者尿
ROa

与血
ROa

检测结

果的比较
!

经统计学分析#二者阳性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血

ROa

阳性率明显高于尿
ROa

$

!

"

U"$#($

#

!

#

%#%!

&#见表
"

*

表
!

!

"&(

例尿
ROa

与血
ROa

结果

项目 阳性 阴性 阳性率$

)

&

尿
ROa !+& (& +&#&!

血
ROa "%$ &" .(#$$

表
"

!

尿
ROa

与血
ROa

阳性率比较&

'

'

尿
ROa

血
ROa

阳性 阴性
合计

阳性
!(- $ !+&

阴性
&' ". (&

合计
"%$ &" "&(

'

!

讨
!!

论

ROa

是由胎盘的滋养层细胞分泌的一种糖蛋白#由
*

和
&

两个亚单位构成*在激素的产生)分泌)代谢等过程中#

ROa

分子会发生断裂)解离等多种变化#在血)尿中以多种分子形式

存在.

"

/

*

ROa

主要用于正常妊娠)滋养层疾病的诊断与监护*

在女性停经第
!

个月半数妊娠女性血清
ROa

浓度就可达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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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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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
.

期
!

M6DN1:O4?7

!

*

3

5?4"%!"

!

P04#-

!

Q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