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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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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

探讨凝血
(

项指标在酒精性肝病的诊断和分期中的临床价值$方法
!

用血凝仪分组检测凝血

酶原时间"

<=

#%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

'<==

#%凝血酶时间"

==

#及纤维蛋白原"

>.-

#水平!并按病情轻重分组进

行统计学对比分析$结果
!

酒精性脂肪肝组患者各项凝血指标与健康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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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精性肝纤维化和"或#肝硬化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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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精性肝炎组
'<==

与健康对照组比较!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

在酒精性脂肪肝组和酒精性肝炎组异常率较高!分别为
?BD*i

%

,)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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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酒

精性肝纤维化和"或#肝硬化组的异常率最高!均为
?**D*i

$结论
!

检测凝血
(

项功能!尤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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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从

多个角度反映酒精性肝病患者凝血功能状况!酒精性肝病对患者凝血途径的影响顺序依次为内源性%共同%外源性

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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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精肝是由于长期大量饮酒$嗜酒%所致的肝脏损伤性疾

病,近年来#我国酒精性肝病的发生率呈逐年梯次上升趋势#

乙醇对肝细胞具有直接损害作用*

?$,

+

,但迄今为止#对于酒精

性肝病尚缺乏高度敏感和特异的诊断标志物#对酒精性肝病的

分期主要依赖于病理学活检,肝脏是合成凝血因子-抗凝因子

及与纤溶系统有关的蛋白酶类的重要部位,本文通过对酒精

性肝病患者凝血
(

项#即凝血酶原时间$

<=

%-活化部分凝血活

酶时间$

'<==

%-凝血酶时间$

==

%和纤维蛋白原$

>.-

%指标的

检测#探讨各项指标在肝病中的临床意义和应用价值#从凝血

功能角度为酒精性肝病的诊断和分期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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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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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资料
!

全部病例来自哈励逊国际和平医院
,*?,

年

+

月至
,*?)

年
F

月住院患者#排除肝硬化-病毒性肝炎等疾

病,所有患者均为男性#年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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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以.酒精性肝病诊断

标准/为参照分为四组#酒精性脂肪肝患者
?B

例(酒精性肝炎

患者
)?

例(酒精性肝纤维化和$或%肝硬化患者
?/

例(健康对

照者
/*

例*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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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与试剂
!

采用美国
-V"_U'&"cH2=V%'"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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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自动凝血分析仪#原装进口配套试剂和质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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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

空腹抽取静脉血
?DFI2

#用
*D,I2

浓度为
)DFi

的枸橼酸钠抗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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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3K

离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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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离血浆#进行凝

血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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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定,

$D1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Y<YY?FD*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量

资料以
H Ê

表示#组间凝血指标比较用
:

检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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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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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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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期酒精性肝病凝血指标测定结果
!

见表
?

,酒精性脂

肪肝组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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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与健康对照组比较#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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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精性肝纤维化和$或%肝硬化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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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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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水平均高于健康对照组#

>.-

水平低于健康对照

组#各项指标与健康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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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精性肝炎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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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健康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其余指标差异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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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期酒精性肝病凝血指标测定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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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精性脂肪肝
?B ?,D?*̂ *D)* )(D,*̂ (D** ?(DB*̂ ?D(* ,D/*̂ *DB*

酒精性肝炎
)? ?(D+*̂ ?D(* )BD?*̂ +D** ?+D?*̂ *DB* ,D,*̂ ?D**

酒精性肝纤维化和$或%肝硬化
?/ ?BDF*̂ (D)* (/D+*̂ /DF* ,)D?*̂ ,D+* ?DC+̂ ?D*)

健康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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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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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期酒精性肝病凝血指标异常百分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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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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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精性脂肪肝
/D* ?BD* (DF +D*

酒精性肝炎
?)D* ,)D* BDB ??D*

酒精性肝纤维化和$或%肝硬化
B+D* ?**D* ?**D* FB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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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期酒精性肝病凝血指标异常百分率
!

见表
,

,各项指

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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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酒精性脂肪肝组和酒精性肝炎组异常率较高#

分别为
?BD*i

-

,)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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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酒精性肝纤维化和$或%

肝硬化组的异常率最高#均为
?**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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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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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近年来#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社交圈的扩大#对酒

的消费量猛增#长期-过量饮酒会引起严重肝脏损害*

(

+

,然而

酒精肝发病隐蔽#早期一般无特异性症状和体征#选择敏感和

准确的指标来评估肝损害和疗效检测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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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精性肝病临床表现多种多样#根据肝组织病理学改变可

分为轻症酒精性肝病-酒精性脂肪肝-酒精性肝炎-酒精性肝纤

维化-酒精性肝硬化#这些病变常相继发生#既可单独存在#也

可合并发生*

/

+

,

肝脏是合成凝血因子-抗凝因子及与纤溶系统有关的蛋白

酶类的重要部位#人体内
?(

种凝血因子有
?,

种是肝脏参与合

成的#机体通过清除已激活的凝血因子和纤溶激活物以及灭活

肝素等方式调节体内凝血系统的平衡*

+

+

,酒精性肝病时肝细

胞由于受到不同程度的损伤或破坏#肝细胞合成凝血因子和抗

凝蛋白的能力减弱#导致凝血和抗凝机制紊乱,因此#凝血-纤

溶指标与肝功能密切相关#对酒精性肝病的诊断-治疗等方面

具有重要的临床价值,

本试验结果表明#随着肝脏病情的加重#各凝血指标异常

程度逐渐增大#到酒精性肝纤维化和$或%肝硬化期#凝血指标

与健康对照组出现显著差异,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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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

指标的异常可以作为酒精性肝纤维化和$或%肝硬化阶段的鉴

别指标#即当酒精性肝病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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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提示患者进入酒精性肝纤维化和$或%肝

硬化阶段,酒精性肝炎组
'<==

与健康对照组比较#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表明
'<==

对酒精性肝炎期具有一定的鉴别价

值,

通过凝血指标在肝病的异常率发现#

'<==

在酒精性脂肪

肝组和酒精性肝炎组异常率较高#分别为
?BD*i

-

,)D*i

#表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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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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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更早地反映肝病凝血的异常及肝

功能的损伤(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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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酒精性肝纤维化和$或%肝硬化

组的异常率最高#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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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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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酒精性肝

纤维化和$或%肝硬化的诊断具有很好的临床价值,

<=

是反映外源性凝血系统的试验指标#也是反映肝脏病

变严重程度及预后的一个重要指标*

C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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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反映内源性

凝血系统最常用和较敏感的筛选试验#肝脏损害时#

B/D(i

的

患者
'<==

延长*

F

+

,

==

主要检测血浆
>.-

的反应性#反映凝

血共同途径的指标#也是病情预后的敏感性指标*

B

+

,

通过研究发现#酒精性肝病患者首先影响的是内源性凝血

途径#然后是共同途径#最后是外源性凝血途径,由于肝病患

者肝细胞受损#将会导致维生素
_

吸收障碍#维生素
_

严重缺

乏则导致肝细胞合成羟基化酶减少或羟基化酶与其辅酶维生

素
_

之间的反应减弱#引起机体内多种凝血因子合成障碍#导

致多种凝血因子的缺乏#进而引起机体凝血功能障碍*

?*

+

,凝

血因子
#

-

%

-

(

-

&

属于维生素
_

依赖蛋白酶原#参与内源性

凝血途径的凝血因子含有较多的维生素
_

依赖蛋白酶原#因

此#推测酒精性肝病时最先累及的为内源性凝血途径,

凝血指标对酒精性肝病临床诊断和分期有着重要的临床

价值#但由于酒精性肝病时凝血异常的复杂性#因此应用这些

指标建立临床和实验室的标准需要积累更多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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