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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探讨!

肝炎肝硬化患者血清
/-X

%

)7T

%

/-U

水平

检测在肝功能评估中的临床应用价值"

文关良

"陕西省咸阳市乾县中医院检验科
!

:#''""

$

!!

摘
!

要"目的
!

探究分析肝炎肝硬化患者血清胆碱酯酶"

/-X

$'清蛋白"

)7T

$及胆固醇"

/-U

$水平的变化及其临床意义%

方法
!

选取
!"#(

年
#

月至
!"#&

年
#

月收治的
%"

例肝炎肝硬化患者为研究对象!同期选取
%"

例来院进行健康体检的健康者作

为对照组!分别检测两组患者血清
/-X

'

)7T

'

/-U

水平!并对检测结果进行分析%结果
!

肝炎肝硬化组患者的血清
/-X

"

!'(!$&%_4#:$!(

$

P

&

7

'

)7T

"

'#$!&_&$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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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U

水平"

'$':_"$!%

$

II+*

&

7

明显高于对照组"

M

%

"$"(

$#且不同肝功能

/DF*9,8B

H

D

分级的血清生化指标检测结果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M

%

"$"(

$!其中
)

级患者的血清
/-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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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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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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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水平"

'$'!_"$#(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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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较
T

级和
/

级高!

T

级血清
/-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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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T

"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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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水平"

!$3"_!$"!

$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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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显著高于
/

级"

M

%

"$"(

$%结论
!

血清
/-X

'

)7T

'

/-U

水平检测可用于

肝炎肝硬化患者的病情进展程度!能够有效评估肝功能变化!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关键词"肝炎肝硬化#

!

血清胆碱酯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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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蛋白#

!

胆固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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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炎肝硬化是临床诊疗中较为常见的疾病类型#肝硬化患

者的病情进展较快#如果不及时给予相应治疗#很可能导致肝

硬化出现肝纤维化#进而发展为肝癌*

#

+

'近年来#我国肝癌的

发病率呈现逐年提升的趋势#肝癌患者具有较高的病死率#对

患者的身体健康及生存质量造成了严重的不良影响'肝脏病

理检查是临床诊疗中常用于确诊肝硬化的金标准#但是该检查

方式存在一定的创伤性#且对晚期肝硬化患者的身体健康造成

了严重威胁*

!

+

'国内众多学者表示#血清胆碱酯酶$

/-X

&(清

蛋白$

)7T

&及胆固醇$

/-U

&水平检测在判断肝炎肝硬化肝功

能中具有有效的诊断效果*

',%

+

'本组研究特选取
%"

例肝炎肝

硬化患者为研究对象#进一步探讨检测了血清
/-X

(

)7T

(

/-U

水平#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本组所选研究对象均为
!"#%

年
#

月至
!"#&

年
#

月到院就诊的肝炎肝硬化患者#所有患者的临床诊断均依

据我国乙型肝炎防治指南诊断标准*

(

+

'肝炎肝硬化组患者中

男
!!

例#女
#4

例%年龄
!'

!

&%

岁#平均$

%%$&_:$!

&岁%经

/DF*9,8B

H

D

分级#其中
)

级
#'

例#

T

级
#(

例#

/

级
#!

例'同

期选取来院进行健康体检的
%"

例健康者为对照组#其中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

岁#平均$

%!$4_:$!

&岁'所选患者

均对本研究知情并自愿参与#本研究已提交医院伦理学会审批

并获准#排除具有心(肝(肾等其他合并疾病患者'各组研究对

象的年龄(性别等基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M

&

"$"(

&#具有可比性'

$$/

!

方法
!

采集各组患者第
!

天晨起空腹血样本
'I7

#并且

及时地将患者采集好的血样本进行分离'在血样本采集的当

天#采用贝克曼公司生产的全自动生化分析仪进行生化分析#

/-X

试剂(标准品以及检测试剂盒均有贝克曼公司提供#分别

检测各组血清
/-X

(

)7T

(

/-U

水平#整个操作过程应实施无

菌操作#保障检测质量'

$$'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8..#($"

统计软件进行分析#计量

资料以
P_=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D

检验'以
M

%

"$"(

为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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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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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组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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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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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

水平差异对比
!

肝炎肝硬化

组患者的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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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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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组血清检测水平较对照组低#两组

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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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血清
/-X

%

)7T

%

/-U

水平检测结果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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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别
' /-X

$

P

"

7

&

)7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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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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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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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炎肝硬化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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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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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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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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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肝功能
/DF*9,8B

H

D

分级患者的血清生化指标差异

对比
!

肝功能
/DF*9,8B

H

D

分级
)

级患者共
#4

例#其血清

/-X

(

)7T

(

/-U

检测结果与
T

级和
/

级比较#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M

%

"$"(

&%

T

级患者血清
/-X

(

)7T

(

/-U

检测结果明

显高于
/

级#各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M

%

"$"(

&#见表
!

'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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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
/DF*9,8B

H

D

分级的血清
/-X

%

)7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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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水平检测结果#

P_=

$

组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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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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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T

$

H

"

7

&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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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

7

&

)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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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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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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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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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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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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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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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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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脏是人体中较为重要的合成及分解器官#肝硬化是临床

诊疗中较为常见的一种弥漫性(慢性及进行性肝脏病变#肝硬

化病情发展较为复杂#肝硬化患者的病程较长#并且预后较差#

由于不同患者的身体素质及自身免疫力的差异性#不同肝硬化

患者的生存期长短也不完全一致*

&

+

'据相关研究数据显示*

:

+

#

肝炎(肝硬化极易向肝癌进展#达到了
4(;

!

3";

的进展率'

其中结缔组织(纤维组织的弥漫性增生以及肝细胞病变坏死等

是临床诊断肝硬化较为常见的病理特征'血清生化指标检测

是用于诊断肝功能变化情况的常用方式#其中血清中
/-X

主

要来源于肝细胞的拟胆碱酯酶和新生红细胞的乙酰胆碱酯酶#

而实验室检测的血清拟胆碱酯酶大部分来自于肝脏#如果患者

肝细胞发生严重损伤#血清中
/-X

水平将下降#因此#临床中

常检测
/-X

水平的变化情况测定肝细胞蛋白的合成功能*

4

+

'

/-U

主要在肝脏中进行合成#当肝硬化患者出现严重肝细胞

受损(坏死等病变时#由于合成
/-U

的限速酶减少#进而导致

血清血清
/-U

水平明显降低'

)7T

也是临床上用于评估肝

硬化严重程度的重要参考指标之一#但是
)7T

水平的变化多

受血脂水平和黄疸症状的影响#尤其肝硬化患者在接受临床治

疗的过程中#输血(蛋白补给等措施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对患者

血清
)7T

检测水平的正确评估具有不良影响*

3

+

'因此#单一

检测
)7T

水平并不能真实反映患者的肝功能变化'而联合检

测血清
/-X

(

)7T

及
/-U

水平是正确判断肝炎肝硬化患者

肝功能的较为准确的方式之一#临床诊断与治疗中应引起格外

重视'

付晓杰等*

#"

+选取
3"

例肝炎肝硬化患者进行了血清生化

指标检测#结果表明#肝硬化组患者其
/-U

(

/-X

(

0T)

及

)7T

水平显著高于对照组$

M

%

"$"(

&%

/DF*9)

级患者
/-X

及

)7T

水平远远高于
/DF*9T

级和
/DF*9/

级患者$

M

%

"$"(

&#但

)

级与级患者间
/-U

水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M

&

"$"(

&#而
/DF*9)

级与
/DF*9/

级患者间
/-U

水平比较#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M

%

"$"(

&#说明血清生化指标检测可用于评估

患者肝脏的受损程度#并以此判断肝硬化患者的病情变化情

况'与本组研究结果相一致'本组研究结果显示#肝炎肝硬化

患者
/-X

(

/-U

以及
)7T

水平明显低于健康组#且不同肝功

能
/DF*9,8B

H

D

分级的血清检测结果存在明显差异#其中
/

级

患者血清
/-U

(

)7T

(

/-X

水平明显低于
)

级和
T

级#说明肝

功能严重受损的
/

级肝炎肝硬化患者#

/-U

合成量明显降

低#血清生化指标的检测结果可直接或间接反映肝炎肝硬化患

者的肝脏受损程度'此外#

)7T

血清水平受外源性因素的影

响较小#且临床检测特异性高#加上不会对患者造成较大创面

损伤#患者的依从性相对较高'

综上所述#临床诊断中可以对肝炎肝硬化患者进行多角度

的血清生化指标检测#联合检测血清
/-U

(

)7T

(

/-X

水平能

够有效反应肝硬化患者的肝功能情况#对其病情进展的准确评

估具有积极的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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