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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性分析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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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收治的肝病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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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体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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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清纤维化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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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能够明显反映肝纤维化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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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指标与肝纤维化程度呈正相关!对临床诊断具有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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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致病因子使肝内的结缔组织发生异常增生#肝内弥散

性细胞外基质过度沉淀的病理过程称为肝纤维化#是病毒性肝

炎'脂肪肝'酒精肝等多种肝病的共同结果#肝纤维化是可逆过

程#而肝硬化则为不可逆过程#若早期诊断并进行治疗#可防止

肝纤维化的进展#防止肝硬化发生(肝脏病理学诊断是纤维化

程度的金标准#但是由于条件限制#不利于反复进行病理学诊

断#需要依赖于临床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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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清学检查是临床最为简便且

快速的检查方法#与肝纤维化有关的指标项目较多#但无任何

一项可用来单独诊断肝纤维化#且为肝纤维化提供诊断依据(

本研究分析血清纤维化指标透明质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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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肝纤维化程度的相关性#现报道

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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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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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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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至
%($*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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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广西壮族

自治区百色市人民医院收治的肝病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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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作为研究组#另

选取同期健康体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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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作为健康对照组(健康对照组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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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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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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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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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慢

性肝炎
$%'

例#其中轻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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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中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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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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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肝硬化

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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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原发性肝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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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所有患者均进行病理学检查#

按照肝纤维化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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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两组研究对象年龄'性别之间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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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两组研究对象清晨空腹静脉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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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离血清#进行血清学指标测

定#方法采用磁珠化学发光法(所有操作均严格按照试剂使用

说明进行(仪器采用郑州安图公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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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化学发光分析仪#试剂盒由郑州安图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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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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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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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进行分析#计量数据

以
MiB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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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计数资料采用百分比表示#

数据对比采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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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均明显高于健康对照组#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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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组中肝病程度越重各项指

标水平增加越明显#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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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纤维化是肝脏中细胞外基质过度沉淀的过程#主要为胶

原#是多种肝病的共同病理特征(肝纤维化是可逆的病理过

程#而肝硬化则不可逆#在肝病过渡到肝硬化的中间阶段为肝

纤维化)

'

*

(所以在早期诊断肝纤维化并积极进行治疗#有助于

缓解病情发展(目前临床最可靠的肝纤维化的诊断为肝组织

病理学检查#但此项检查为有创检查#并且局限性大#不利于疾

病进展观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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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大量研究显示#肝细胞外基质及其代谢产物

是血清诊断肝纤维化的首选#目前主要应用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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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分别对收治的慢性肝病患者和健康体检者进行血

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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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结果显示慢性肝病患者各项指标明显

高于健康体检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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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肝病程度

越重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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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越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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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结果与
U>;EE:<

等)

0

*相关研究结果相类似(对慢

性肝病患者进行病理学分期#比较血清
P"

'

R!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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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

结果显示肝纤维化分期越高#血清
P"

'

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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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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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越高#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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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与周铭等)

4

*相关研究结

果相近(

P"

是肝细胞外间质中的蛋白多糖#肝间质细胞合成增

加#可导致肝纤维化#且内质细胞分解降低#导致血液中
P"

水平增加#其水平反映了肝脏损伤的程度#可作为肝纤维化发

展的观察指标)

67$$

*

(

#

!

是基底膜的构成成分#其可反映基底

膜胶原的更新率#具有较高的灵敏度#在肝纤维化早期血清中

水平升高#所以适合早期肝纤维化诊断(同时也有大量的文献

显示#

#

!

可作为药物疗效和预后观察的重要依据)

$%7$8

*

(

R!

%

是经氨基端内切肽酶作用切下来的多肽#其升高可直接反映

肝纤维化的活动性#肝脏在发生炎性反应坏死时#其可降解#血

清中水平增高#是较好的动态标志物#可作为观察抗纤维化药

物疗效的动态指标#但是对于晚期肝硬化患者来说生成较

低)

$'7$*

*

(在血清检测中有很多指标均可反映肝纤维化#在临

床诊断和治疗过程中#可采用
P"

'

R!

%

'

#

!

三者联合检测作

为肝脏纤维化程度'早期诊断及抗纤维化药物的疗效观察(

综上所述#血清纤维化指标
P"

'

R!

%

'

#

!

能够明显反映

肝纤维化的程度#对临床诊断具有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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