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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清总胆汁酸与传统肝功能酶学指标在肝胆疾病中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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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探讨血清总胆汁酸"

&[+

#水平在肝硬化&肝癌和梗阻性黄疸中的临床价值$方法
!

采用酶循

环法对
",#

例肝胆疾病患者"病例组#和
-#

例健康体检者"健康对照组#进行
&[+

水平检测!同时检测丙氨酸氨基

转移酶"

+N&

#&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

+)&

#&碱性磷酸酶"

+N*

#&

%

4

谷氨酰基转移酶"

SS&

#的活性!并对检测结果

进行比较分析$结果
!

肝硬化组&肝癌组&梗阻性黄疸组血清
&[+

水平均明显高于健康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1#"

#'并且肝硬化组和梗阻性黄疸组的
&[+

水平明显高于肝癌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1#"

#'血清
&[+

在肝硬化&肝癌及梗阻性黄疸中的阳性率分别为
"##2

&

-#2

&

"##2

!并且明显高于传统肝功能酶学指标!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

"

#1#"

#$结论
!

&[+

是反映肝细胞损伤&胆道梗阻的良好指标!其灵敏度&特异性都优于常规肝功能

酶学检测项目!对肝胆疾病早期诊断&病情监测具有重要的临床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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碱性磷酸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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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胆疾病的检测过去以丙氨酸氨基转移酶$

+N&

%-天门

冬氨酸氨基转移酶$

+)&

%-碱性磷酸酶$

+N*

%-

%

4

谷氨酰基转

移酶$

SS&

%为主#随着进一步深入研究#近年来#在我国随着

自动生化分析仪在各级医院的普遍应用#随着循环酶法测定总

胆汁酸$

&[+

%技术的推广#胆汁酸的测定越来越备受重视#并

广泛应用于临床#成为肝功能试验的常规项目之一)本文通过

&[+

测定与传统肝功酶学指标进行对比#以探讨
&[+

在肝硬

化-肝癌-梗阻性黄疸中的临床价值)

$

!

资料与方法

$1$

!

一般资料
!

病例组
",#

例#其中肝硬化患者
!#

例#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

岁(肝癌患者
,!

例#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

岁(梗阻性黄疸患者
.!

例#男
,#

例#女
,!

例#

年龄
$!

!

/-

岁)患者均为
,#"#

年
.

月至
,#""

年
$

月来本院

住院的患者)健康对照组
-#

例#为本院门诊同期体检的健康

人群#其肝功能-血-尿常规及
[

超检查均正常)

$1/

!

仪器与试剂
!

$

"

%仪器为奥林巴斯
.##

型全自动生化分

析仪)$

,

%试剂是四川省新成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提供的试

剂盒)

$1'

!

检测方法
!

&[+

测定采用酶循环法#其余项目测定均采

用速率法)受检者清晨空腹采静脉血
$

!

!HN

#离心
"#H>A

#

取血清检测
&[+

#同时检测
+N&

-

+)&

-

+N*

-

S&&

#所有检测

在
$<

内完成#标本无溶血及脂血)

&[+

含量以
#

H59

"

N

表

示#传统肝功酶学活性单位以
(

"

N

表示)

&[+

正常参考值为

#

!

"#

#

H59

"

N

#

+N&

正常参考值为
!

!

.#(

"

N

#

+)&

正常参

考值为
-

!

.#(

"

N

#

+N*

正常参考值为
.#

!

"!#(

"

N

#

SS&

正常参考值为
%

!

!#(

"

N

#男女性别差异不显著#各项指标增

高都为异常)

$11

!

统计学方法
!

用
)*))

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测

定结果以
-c>

表示#统计处理采用方差分析)

!

"

#1#!

为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0

卷第
0

期
!

N?JO6=P9>A

!

O?

G

,#",

!

Q5910

!

R510



/

!

结
!!

果

/1$

!

病例组和健康对照组血清
&[+

水平比较
!

肝硬化组-肝

癌组-梗阻性黄疸组和健康对照组血清
&[+

水平分别是

$

%$1$c!!1.

%-$

$/10c.#1$

%-$

"#!1"c-$1.

%-$

.1%c$1#

%

#

H59

"

N

#肝硬化组-肝癌组-梗阻性黄疸组血清
&[+

水平较健

康对照组明显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1#"

%(且肝硬化

组和梗阻性黄疸组明显高于肝癌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1#"

%)

/1/

!

病例组血清
&[+

与传统肝功能酶学指标阳性率比较
!

见表
"

)

&[+

在肝硬化-肝癌和梗阻性黄疸中阳性率均明显高

于传统肝功能酶学指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1#"

%)

表
"

!

肝胆疾病患者血清
&[+

与传统肝功能酶学指标阳性率比较%

&

&

2

'(

组别
& &[+ +N& +)& +N* SS&

肝硬化组
!# !#

$

"##1#

%

"%

$

$.1#

%

"-

$

$/1#

%

"-

$

$/1#

%

.#

$

-#1#

%

肝癌组
,! ,#

$

-#1#

%

!

$

,#1#

%

-

$

$,1#

%

"!

$

/#1#

%

"-

$

%,1#

%

梗阻性黄疸
.! .!

$

"##1#

%

,!

$

!!1/

%

,$

$

!"1"

%

,#

$

..1.

%

$/

$

-#1#

%

'

!

讨
!!

论

胆汁酸是胆汁的主要成分#包括初级胆汁酸和次级胆汁

酸#初级游离胆汁酸是胆固醇在肝脏中生物转化的产物#其与

甘氨酸-牛磺酸结合形成初级结合胆汁酸#后者随胆汁排入肠

道后经细菌分解转变为次级胆汁酸#胆汁酸是体内胆固醇的主

要代谢产物#贮存在胆囊#排入肠道的胆汁酸
0!2

被重吸收#

经门静脉至肝#与新合成的胆汁一同贮存与胆囊#再可随汁排

入肠道#形成胆汁酸的肠肝循环#使胆汁酸反复得到利用*

"

+

)

所以#健康人血液中胆汁酸浓度很低)胆汁酸的生成和代谢与

肝脏有密切关系#检测
&[+

水平可以反映肝脏分泌合成-代谢

及肝细胞损伤
$

个方面的血清学指标*

,

+

)当肝细胞发生病变#

血清
&[+

很容易升高#因而血清
&[+

水平是反映肝实质损伤

的一项重要指标*

$4.

+

)胆道梗阻-肝内胆汁淤积时#由于胆汁排

泄受阻#引起血液中胆汁酸增高*

!

+

)本资料结果显示#肝硬化

组-肝癌组-梗阻性黄疸组血清
&[+

结果明显高于健康对照

组#与文献*

/

+报道一致)本资料结果同时显示#肝硬化组和梗

阻性黄疸组的
&[+

水平明显高于肝癌组#并且
&[+

在梗阻性

黄疸中变化尤其明显#其均值较肝癌组显著升高#由此说明

&[+

不仅是反映肝细胞损伤的良好指标#而且对梗阻的诊断

更敏感*

%

+

)

由表
"

可见#各组
&[+

检测阳性率均高于其他传统的肝

功能酶学指标)肝硬化-肝癌时血清
&[+

升高的原因!一方面

可能是肝细胞广泛变性坏死#影响了胆汁酸的代谢(另一方面#

肝硬化时导致门静脉高压#侧支循环建立#使肠道经门静脉分

流直接进入循环#造成血清
&[+

增高*

-4"#

+

)在肝硬化和梗阻

性黄疸中#

&[+

阳性率均为
"##1#2

#除
SS&

为
-#1#2

外#其

他酶学指标均在
/#1#2

以下)也就是说#当肝硬化和梗阻性

黄胆发生后#

&[+

已表现为增高#而传统肝功能酶学指标常表

现为正常或轻度增高)在肝癌组#除
SS&

阳性率为
%,1#2

#

与
&[+-#1#2

接近外#其余酶学指标均低于
%#1#2

)表
"

结

果同时显示#在肝硬化组-肝癌组-梗阻性黄疸组中#

&[+

升高

与
SS&

基本平行#而其他指标不如其明显)由此说明
&[+

在上述疾病中与
SS&

一样都是反映肝细胞损伤的灵敏指标)

综上所述#

&[+

是反映肝细胞损伤和胆道梗阻的良好指

标#其灵敏度和特异性明显优于传统肝功能酶学检测指标#对

肝胆疾病早期诊断-监测等具有其他项目不可替代的作用)因

此将血清
&[+

测定列为肝功能常规检测项目#对于诊断肝胆

疾病是较理想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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