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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的
!

探讨慢性乙型肝炎"简称乙肝#中医证型与检验医学指标的相关性$方法
!

根据中医证型相关诊断标准!于

!"#%

年
,

月至
!"#$

年
#

月将符合入选标准的慢性乙肝患者分为血瘀证组&肝郁证组&湿热证组和肝胆湿热证组!分析各组间肝功

能&肾功能及血脂指标水平$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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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热证组肌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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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高于血瘀证组&肝郁证组和肝胆湿热证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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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高于肝郁证组!球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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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低于肝郁证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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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

血

瘀证&肝郁证慢性乙肝患者肝脏代谢功能弱于湿热证患者$胆红素水平升高多见于湿热证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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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慢性乙型肝炎$简称乙肝%的高发区#

!""'

年调查

结果显示#乙肝表面抗原$

CT</

A

%携带者约有
(&""

万人#其

中
!"""

万人为慢性乙肝患者#而慢性乙肝患者进展至原发性

肝癌的可能性较高(

#.$

)

*中医辨证施治是目前慢性乙肝比较有

效的治疗方法之一*本研究分析了不同中医辨证分型慢性乙

肝患者肝脏功能'肾脏功能和血脂指标#旨在探讨慢性乙肝中

医辨证分型与实验室指标的相关性*现将研究结果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

年
,

月至
!"#$

年
#

月于本院肝病科门

诊就诊的慢性乙肝患者
!&(

例#男
#&(

例'女
#""

例#平均

$

%")!!_#")$&

%岁*纳入标准!符合中华医学会肝病学分会'

感染病学分会
!""$

年发布的+慢性乙型肝炎防治指南,中关于

慢性乙肝的西医诊断标准(

'

)

#同时符合中国中医学会内科肝病

专业委员会
#((#

年发布的+病毒性肝炎中医辨证标准$试行%,

中关于慢性乙肝的中医证型诊断标准(

+

)

*排除标准!$

#

%年龄

#,

岁以下或
'$

岁以上&$

!

%合并感染其他类型肝炎病毒&$

&

%

合并肝硬化'恶性肿瘤'药物性肝损伤'中毒性肝损伤和自身免

疫性肝炎等&$

&

%确诊为重型肝炎&$

%

%妊娠'哺乳期妇女&$

$

%存

在其他不适合参与本研究的情况*所有患者按纳入标准分为

血瘀证组'肝郁证组'湿热证组和肝胆湿热证组#各组患者年

龄'性别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具有

可比性*

$)/

!

仪器与试剂
!

丙氨酸氨基转移酶$

/N0

%'门冬氨酸氨基

转移酶$

/H0

%'谷氨酰转肽酶$

aa0

%'总胆红素$

0T;4

%'直接胆

红素$

MT;4

%'总胆汁酸$

0T/

%'清蛋白$

/4>

%'球蛋白$

a41

%'前

清蛋白$

U/

%'总蛋白$

0U

%'尿素$

F̂Y/

%'肌酐$

RFY/

%'尿酸

$

/̂

%检测试剂购自瑞士罗氏公司#总胆固醇$

0RC

%'三酰甘

油$

0a

%'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CMN.R

%'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

NMN.R

%'极低密度脂蛋白$

[NMN

%检测试剂购自日本积水医

疗公司*瑞士罗氏公司
R1>2<,"""

型全自动生化分析仪*

$)'

!

方法
!

所有受检者于上午
,

!

""

至
#"

!

""

采集空腹肘静

脉血#室温放置
")$

!

#9

后
&"""=

"

D;3

离心
#$D;3

#分离血

清标本进行上述指标检测*

$)1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HUHH()"

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计量资料以
O_<

描述#组间均数比较采用方差分析*

!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N2>O7:R4;3

!

G?4

5

!"#'

!

[14)#&

!

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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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
!!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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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种证型乙肝患者肝功能指标比较
!

血瘀证组'肝郁证

组'湿热证组和肝胆湿热证组
/H0

'

/N0

'

aa0

'

0T;4

'

MT;4

'

0T/

和
a41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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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WT;4

'

/4>

'清蛋

白"球蛋白比值$

/

"

a

%'

U/

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血瘀证组
/4>

和
U/

低于湿热证组#肝郁证组
WT;4

'

/4>

和
U/

低于湿热证和肝胆湿热证组#肝郁证组
/

"

a

低于湿热

证组#湿热证组
/

"

a

低于肝胆湿热证组*不同证型乙肝患者

肝功能指标比较见表
#

*

/)/

!

%

种证型乙肝患者肾功能指标比较
!

血瘀证组'肝郁证

组'湿热证组与肝胆湿热证组
F̂Y/

'

T̂ L

'

/̂

和
0U

比较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

RFY/

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湿热证组
RFY/

高于血瘀证组'肝郁证组和肝胆

湿热证组*不同证型乙肝患者肾功能指标比较见表
!

*

/)'

!

%

种证型乙肝患者血脂指标比较
!

血瘀证组'肝郁证组'

湿热证组与肝胆湿热证组
0RC

'

0a

'

CMN.R

'

NMN.R

和
[NMN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不同证型乙肝患者肾血

脂指标比较见表
&

*

/)1

!

湿热证组与肝胆湿热证组合并后比较
!

将湿热证组与肝

胆湿热证组合并为湿热证组
'

#与肝郁证组进行比较*湿热证

组
'

与肝郁证组肝功能指标
/H0

'

/N0

'

aa0

和
0T/

比较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

0T;4

'

WT;4

'

/4>

'

U/

'

a41

和
/

"

a

比

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湿热证组
'

0T;4

'

WT;4

'

/4>

'

U/

'

/

"

a

高于肝郁证组#

a41

低于肝郁证组#见表
%

*湿热证组

'

与肝郁证组肾功能指标和血脂指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

%#见表
$

!

'

*

表
#

!!

%

种证型乙肝患者肝功能指标比较#

O_<

$

组别
' /N0

$

^

"

N

%

/H0

$

^

"

N

%

aa0

$

^

"

N

%

0T;4

$

,

D14

"

N

%

MT;4

$

,

D14

"

N

%

WT;4

$

,

D14

"

N

%

血瘀证组
!# &!)!!_&#)', !')'&_#!)!# &(),%_&$)#& #$)$$_()+! ')#+_$)"% ()&,_%)(&

肝郁证组
##+ %#)''_%+)#% &()"'_&$)&% $")(&_$!)"% #%)%'_+)'! $)%'_&)+! ,)((_%)&#

湿热证组
&, !+)!%_!!)+! !+)#!_#%)$( !,),&_!&)%! #')(%_+)(! $)$(_!)!$ ##)&'_$)('

(

肝胆湿热证组
'& +%),$_%%)'# %%)',_+()"& $%)&$_'!)$( #+)!!_+),! ')&$_&)'! #"),+_$)"#

(

续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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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种证型乙肝患者肝功能指标比较#

O_<

$

组别
' 0T/

$

,

D14

"

N

%

/4>

$

A

"

N

%

a41

$

A

"

N

%

/

"

a U/

$

D

A

"

N

%

血瘀证组
!# #%)+#_!()"% %$)$"_$)!" !')+!_%)"' #)+$_")&( !#,),,_'$)!$

肝郁证组
##+ ()$'_#')"! %')!+_&)!& !+)+(_%)$& #)+!_")&& !&$)+%_'")''

湿热证组
&, ')(+_##)'( %,)"!_!)+#

"(

!')$,_&)&( #),%_")!(

(

!'!)%,_$,)#$

"(

肝胆湿热证组
'& +)&#_()#% %+)+$_!)(,

(

!')&(_&)%& #),$_")!(

(#

!'')%%_'$)('

(

!!

注!与血瘀证组比较#

"

!

$

")"$

&与肝郁证组比较#

(

!

$

")"$

&与湿热证组比较#

#

!

$

")"$

*

表
!

!!

%

种证型乙肝患者肾功能指标比较#

O_<

$

组别
' F̂Y/

$

DD14

"

N

%

T̂ L

$

D

A

"

:N

%

RFY/

$

,

D14

"

N

%

^/

$

,

D14

"

N

%

0U

$

A

"

N

%

血瘀证组
!# %)"(_#)"( ##)%'_&)'% '!)&,_##)&$

"

!++)'(_+#)+# +!)!#_%)'(

肝郁证组
##+ &)((_")($ ##)#$_!)+" $,)%!_,)&!

"

&#")+$_'&),( +&)+$_%)$,

湿热证组
&, %)&#_#)"$ #!)"$_!)($ +%)#+_#&),# &&+)+%_,+)!& +%)%,_&)($

肝胆湿热证组
'& %)%#_#)!+ #!)&%_&)$$ '&),(_#%)($

"

&"$)",_+#),,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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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与湿热证组比较#

"

!

$

")"$

*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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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乙肝患者
%

种证型的血脂指标比较#

O_<

$

组别
' 0RC

$

DD14

"

N

%

0a

$

DD14

"

N

%

CMN.R

$

DD14

"

N

%

NMN.R

$

DD14

"

N

%

[NMN

$

DD14

"

N

%

血瘀证组
!# %)'$_")+, #)$'_")," #)"(_")!+ &)"'_")'" ")+,_")!(

肝郁证组
##+ %)+"_#)"# #)$$_"),( #)"!_")&$ &)"#_"),& ")'+_")&&

湿热证组
&, %),+_#)#' #)+'_#)!% #)"#_")!' &)#!_#)## ")+%_")&(

肝胆湿热证组
'& %)+!_")', #)$!_#)"& #)#!_")!( !),&_")+# ")+$_")%!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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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郁证组和湿热证组
'

肝功能指标比较#

O_<

$

组别
' /N0

$

^

"

N

%

/H0

$

^

"

N

%

aa0

$

^

"

N

%

0T;4

$

,

D14

"

N

%

MT;4

$

DD14

"

N

%

WT;4

$

DD14

"

N

%

湿热证组
'

#"# &()##_$+)(' &,)",_'&)%% %%)+$_$!)+( #+)##_+),! ')"+_&)#, ##)"$_$)&'

肝郁证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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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肝郁证组和湿热证组
'

肝功能指标比较#

O_<

$

组别
' 0T/

$

,

D14

"

N

%

/4>

$

A

"

N

%

a41

$

A

"

N

%

/

"

a U/

$

,

D14

"

N

%

湿热证组
'

#"# +)#,_#")#! %+),$_!),+ !')%'_&)%" #),%_")!( !'$)"%_'&)"#

肝郁证组
##+ ()$,_#')"! %')!+_&)!&

"

!+)+(_%)$& #)+#_")&&

"

!&$)+%_'")''

"

!!

注!与湿热证组
'

相比#

"

!

$

")"$

*

表
$

!!

肝郁证组和湿热证组
'

肾功能指标比较#

O_<

$

组别
' F̂Y/

$

DD14

"

N

%

T̂ L

$

D

A

"

:N

%

RFY/

$

,

D14

"

N

%

^/

$

,

D14

"

N

%

0U

$

A

"

N

%

湿热证组
'

#"# %)&+_#)#( #!)!$_&)&& '+)#,_#$)%# &#')#'_+,)!" +&)%&_+)$$

肝郁证组
##+ &)((_")($ ##)#$_!)+" '!)!!_#&)%% &#")+$_'&),+ +&)+$_%)$,

表
'

!!

肝郁证和湿热证组
'

血脂指标比较#

O_<

$

组别
' 0RC

$

DD14

"

N

%

0a

$

DD14

"

N

%

CMN.R

$

DD14

"

N

%

NMN.R

$

DD14

"

N

%

[NMN

$

DD14

"

N

%

湿热证组
'

#"# %)+'_"),$ #)$(_#)#" #)",_")!, !)(&_"),' ")+%_")%#

肝郁证组
##+ %)+"_#)"# #)$$_"),, #)"!_")&$ &)"#_"),& ")'+_")&%

'

!

讨
!!

论

!!

慢性乙肝发病机制复杂#临床治疗效果不佳*中医辨证治

疗慢性乙肝在缓解病情方面有其独特的优势#但是由于缺乏证

型判断的统一标准#导致治疗方法等相关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

性*因此#分析慢性乙肝中医证型与临床检验指标的相关性#

探索中医辨证与西医指标之间的规律#有助于为慢性乙肝的治

疗提供新的思路*

血瘀证乙肝患者
/4>

和
U/

水平低于湿热证患者$

!

$

")"$

%*

/4>

与
U/

均为反映肝细胞蛋白质合成代谢功能的指

标#当肝脏合成功能下降时#外周血
/4>

'

U/

水平均降低*有

学者认为#慢性肝炎是急性肝炎的延续#始于肝郁气滞#湿痰瘀

阻#进而肝郁气滞痰湿与瘀血凝聚形成痞块(

,

)

*中医诊治理论

也认为#湿热'肝郁和血瘀是慢性乙肝疾病进展的不同阶段#首

先是湿热#然后发展至肝郁'血瘀*本研究显示#血瘀证患者的

肝脏代谢功能弱于湿热证患者#与中医理论相符*甘楚林等(

(

)

的研究结果证实#非血瘀证处于慢性乙肝的早期#而血瘀证多

见于进展期患者*

本研究中#肝郁证乙肝患者
WT;4

'

/4>

'

U/

水平低于湿热证

与肝胆湿热证患者$

!

$

")"$

%#将湿热证与肝胆湿热证患者合

并后#其
WT;4

'

/4>

'

U/

水平亦高于肝郁证患者$

!

$

")"$

%*+黄

帝内经,记载!.湿热相搏#民病黄疸/#认为黄疸多由湿热引起*

施卫兵(

#"

)的研究表明#湿热中阻证患者
0T;4

'

MT;4

水平明显高

于其他证型患者*麻晓慧等(

##

)对
!"(

例患者分析后发现#湿

热中阻证与
0T;4

水平有相关性*陈斌等(

#!

)研究表明#肝胆湿

热证患者
0T;4

水平高于肝郁脾虚证患者*李菲菲等(

#&

)研究

表明#湿热中阻证患者
0T;4

'

WT;4

阳性率分别为
'()%*

和

',),*

#明显高于肝郁脾虚证'肝肾阴虚证和血瘀阻络证患者*

本研究得到的肝郁证患者
0T;4

'

MT;4

水平低于湿热证和肝胆

湿热证患者的结论#与以上研究一致*肝细胞受损可导致胆红

素摄取'结合及排泄障碍#引起胆红素代谢异常*湿热证患者

0T;4

'

MT;4

水平高于肝郁证患者#说明湿热证患者胆红素代谢

能力弱于肝郁证患者#印证了.湿热相搏#民病黄疸/的中医

理论*

a41

水平升高提示慢性肝病患者预后不佳#

/

"

a

比值下降

与倒置提示肝脏功能下降*本研究中#湿热证患者
/4>

和
U/

水平均高于肝郁证患者#

a41

'

/

"

a

水平低于肝郁证患者$

!

$

")"$

%#说明湿热证患者肝脏损伤程度低于肝郁证患者#预后相

对较好*施卫兵(

#"

)的研究显示#湿热中阻证与肝郁脾虚证患

者
/4>

'

U/

'

a41

'

/

"

a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而蒋

开平等(

#%

)研究发现#肝郁脾虚证患者各项指标基本正常#而湿

热中阻证患者
/4>

水平正常#

aa0

水平轻度降低*上述两个

研究得到的结论有所差异#可能与中医证型分组不一致'地域

差异'病毒活动程度差异'治疗药物不同等多种因素有关*

本实验显示#不同证型乙肝患者
/N0

'

/H0

'

aa0

'

0T/

'

0U

'

0RC

'

0a

'

CMN.R

'

NMN.R

'

[NMN

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

义$

!

%

")"$

%*李红山等(

#$

)研究证实#肝胆湿热证和肝郁脾虚

证慢性乙肝患者血清
/N0

'

/H0

'

aa0

和
0U

水平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

!

%

")"$

%#于本研究所得结论与一致*而陈斌等(

#!

)的

研究显示#肝胆湿热证与肝郁脾虚证患者间
/N0

水平比较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张玲等(

#'

)的研究显示#肝胆湿热

证患者
/H0

'

/N0

'

aa0

'

0T;4

'

MT;4

水平较肝郁脾虚证患者显

著升高$

!

$

")"$

%#与本研究所得结论不一致#可能是由地域

及患者体质'证型判别'病毒活动期等因素的差异所致*

RFY/

反映肾小球滤过功能*本研究中#湿热证患者

RFY/

水平高于血瘀证'肝郁证和肝胆湿热证患者$

!

$

")"$

%#说明湿热证患者肾小球受损程度高于其余证型患者*

不同证型患者间
F̂Y/

'

T̂ L

'

/̂

等其他肾功能指标水平比

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

%

")"$

%#也未见其他文献报道上述

指标与慢性乙肝中医辨证有相关性*

本研究联合分析了慢性乙肝中医辨证分型与检验指标的

内在联系#旨在为疾病的中西医结合诊治提供新的思路与方

法*研究证实#血瘀证'肝郁证'湿热证与肝胆湿热证患者血脂

指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不同证型患者的差异

主要表现在胆红素代谢'蛋白质合成等肝功能方面*血瘀证患

者胆红素代谢能力弱于肝郁证患者#但肝脏代谢功能总体水平

优于肝郁证患者*血瘀证患者病情重于湿热证患者#湿热证患

者胆红素代谢指标的变化印证了.湿热相搏#民病黄疸/的中医

理论*本研究中湿热证与肝郁证患者肝功能指标间的差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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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研究有所差异#可能是由于受到地域'证型判断'病毒复制

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本研究以小样本量研究得到的区域性结

论#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有待大样本量多中心研究的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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