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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化指标项目用于肝硬化疾病诊断中的价值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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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目的
!

分析血清生化指标直接胆红素"

"%2'

$%间接胆红素"

&%2'

$%

(

9

谷氨酰转肽酶"

^̂ &

$%胆汁

酸"

&%(

$%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

(U&

$%丙氨酸氨基转移酶"

('&

$%碱性磷酸酶"

('6

$诊断肝硬化价值&方

法
!

选取该院在
*-)/

年
*

月至
*-)#

年
+

月收治肝硬化患者为研究对象!依照患者疾病类型分为急性肝炎肝硬

化组
$/

例%慢性肝炎肝硬化组
$8

例和其他肝硬化组
/-

例!另外选取健康人员
/-

例作为对照组!测定血清生化

指标!并比较分析&结果
!

肝硬化组和肝炎肝硬化组
"%2'

%

&%2'

%

&%(

等生化指标均高于对照组"

!

%

-,-/

$&

急性肝炎肝硬化组%其他肝硬化组联合检测阳性率均为
)--,-[

!慢性肝炎肝硬化联合检测阳性率为
0*,-[

&

将阳性率前
/

位生化指标与对照组比较!变化幅度较大指标包括
('&

%

(U&

%

&%(

%

^̂ &

等&结论
!

肝硬化疾

病诊断中多项生化指标联合检测能够提高诊断阳性率!对疾病治疗和预后有重要价值&

关键词#肝硬化#

!

生化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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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断价值#

!

病情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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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硬化是临床常见肝病之一#发病原因有很多#

一般是多种因素长期作用于肝脏引起损伤#表现干细

胞弥散性坏死+出现结节状再生等#肝小叶结构异常#

最终出现肝脏硬化)

)

*

(随着生化检测科学的不断改

进#反应肝硬化的生化指标检测在肝硬化诊断中将发

挥更大的作用)

*

*

(为更好评估
(

9

谷氨酰转肽酶

$

^̂ &

&等指标在不同肝硬化疾病诊断中的价值#本研

究以本院肝硬化患者为研究对象进行分析#现报道

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取本院
*-)/

年
*

月至
*-)#

年
+

月
)$+

例肝硬化患者为研究对象#其中男
..

例#女
##

例#年龄
)8

!

#0

岁(另外选取同期
/-

例作为对照

组(肝硬化患者均符合全国第十次病毒性肝炎学术

会议制定标准#经病史询问+

%

超+

!&

等检查确诊(

排除标准!精神类疾病+肿瘤+意识模糊+妊娠期+哺乳

期#同时对照组排除任何类型肝硬化患者(依照患者

是否合并肝炎分为急性肝炎肝硬化组
$/

例$中急性

黄疸型肝炎肝硬化&+慢性肝炎肝硬化组
$8

例$慢性

活动性肝炎肝硬化&和肝硬化
/-

例$单纯酒精性肝硬

化&(急性肝炎肝硬化组男
*$

例#女
*)

例%年龄

$

$+,/_0,#

&岁(慢性肝炎肝硬化组男
*.

例#女
*)

例%年龄$

$),#_8,#

&岁(肝硬化组男
*#

例#女
*$

例%年龄$

$/,+_)-,*

&岁(对照组男
*.

例#女
*+

例%

年龄$

$#,8_)),+

&岁(各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

!

$

-,-/

&#具有可比性(

$,/

!

方法
!

采用全自动生化分析仪$

UQ&9)--

便携

式&#在清晨抽取受检者空腹静脉血
/I'

#

+---C

"

IAD

离心#分离血清采用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测定(胆

红素采用两点终点法检测#胆汁酸采用循环没法检测

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

(U&

&+丙氨酸氨基转移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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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碱性磷酸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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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采用速率法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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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指标
!

间接胆红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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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值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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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胆红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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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值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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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胆汁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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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处理
!

采用
QAJC:;:B<4GJ@F

建立数据

库#用
U6UU)0,-

统计学软件进行分析(正态分布的

计量资料以
L_+

表示%两两比较采用
>

检验(多组间

比较采用
N

检验#计数资料采用
)

$

[

&表示#组间比

较采用
"

* 检验#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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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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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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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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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组血清生化指标检测结果分析
!

肝硬化组+

急性肝炎肝硬化组+慢性肝炎肝硬化组的
"%2'

+

&%2'

+

&%(

等生化指标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

%

-,-/

&%急性肝炎肝硬化组患者
&%(

高于其

他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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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表
)

(

/,/

!

生化指标检测阳性率比较
!

将健康对照组生化

指标双侧
0/[

作为参考范围#超出检测为阳性#统计

各指标阳性率(急性肝炎肝硬化组+肝硬化组联合检

测阳性率达到
)--,-[

#慢性肝炎肝硬化组联合检测

阳性率为
0*,-[

#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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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化指标变化幅度比较
!

将阳性率前
/

位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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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与对照组比较#变化幅度较大指标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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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见表
+

(

表
)

!!

各组血清生化指标检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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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化指标变化幅度比较

指标 急性肝炎肝硬化组 慢性肝炎肝硬化组 肝硬化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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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表中变化幅度是指该项目指标值在对应组中的均值为标准#变

化幅度
7

$疾病均值
c

对照组均值&"对照组均值#测定项目在疾病诊断

中的灵敏度%

c

为无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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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硬化是临床常见慢性肝病之一#严重影响患者

日常生活#统计资料显示#肝硬化发病率逐渐提高#在

$-

!

/-

岁人群中比例最高#一般是由于病毒感染肝炎

引起#早期肝硬化患者出现轻微疲倦+乏力等#患者很

容易忽视#最终引起恶化)

+

*

(研究显示#生化指标检

测对疾病的诊断有重要价值)

$

*

(

肝硬化疾病按照指标可分为两种类型!$

)

&肝细

胞受损生化指标#干细胞受到损害后#血管透通性改

变#血清中部分物质会增加#如
(U&

等#肝硬化时血

清
(U&

水平升高#因此可能反映干细胞受损程度(

$

*

&代表肝脏代谢的指标#肝脏代谢异常#引起某些物

质长期滞留在血液中#如总胆红素+

"%2'

等)

/9#

*

(本

研究表明#肝硬化组+急性肝炎肝硬化组+慢性肝炎肝

硬化组的
"%2'

+

&%2'

+

&%(

等生化指标均高于对照

组$

!

%

-,-/

&#临床采用此类指标能够充分反映肝硬

化患者代谢+肝脏细胞受损情况(血清总胆红素+

"%2'

等指标均显著升高#说明肝硬化患者肝细胞受

损(从反映患者肝脏代谢指标进行分析#如果检测结

果显示生化指标显著升高#可以通过检验结果了解患

者干细胞代谢异常情况#尽早预防肝硬化发生进展并

及时治疗(

&%(

属于肝脏代谢功能指标#是胆固醇合成产

物#对于脂肪消化有重要价值#健康人群
&%(

水平较

低#平均在
/,)0

'

I:F

"

'

)

.

*

(以往研究发现#不同肝病

患者
&%(

存在不同程度变化)

8

*

(在本组研究中可以

看出急性肝炎肝硬化组+肝硬化组联合检测阳性率达

到
)--,-[

#肝硬化联合检测阳性率在
0*,-[

(

^̂ &

是反映患者病情重要指标#一般肝硬化程度越严重#

^̂ &

水平越高#但是也有研究发现阴性酒精中毒患

者
^̂ &

同样会表现出这一点)

09)-

*

#

^̂ &

指标可以作

为辅助诊断指标来利用)

))9)*

*

(在本组研究中可以看

出只有慢性肝炎患者
^̂ &

指标阳性率排在前
/

名(

将阳性率前
/

位生化指标与对照组比较#变化幅度较

大指标包括
('&

+

(U&

+

&%(

+

^̂ &

等)

))

*

(急性肝炎

肝硬化患者
&%(

水平显著升高#而且均高于其他组#

最高甚至达到正常值
*-

倍以上#其他肝硬化患者也

表现出这一点#说明
&%(

的测定对肝硬化诊断有重

要价值)

)*

*

(

('&

+

(U&

等指标检测急性期肝炎常规

指标#灵敏性较高#因此还需要联合其他指标进行诊

断(从各项生化指标检测阳性率角度分析#肝硬化患

者总胆红素+

"%2'

+

&%(

+

('&

及
(U&

阳性率都比较

高#单纯肝硬化患者
('&

+

(U&

阳性率并不高#胆红

素+

&%(

指标阳性率更高#提示
&%(

的测定对判断

病情预后有一定价值(

综上所述#肝硬化疾病诊断中多项生化指标联合

检测能够提高诊断阳性率#合理检测肝功能指标#对

疾病治疗和预后有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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