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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清胃蛋白酶原检测在门静脉高压性胃病中的临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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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

要#目的
!

探讨血清胃蛋白酶原"

Y@

%检测在门静脉高压性胃病"

Y[@

%中的临床意义'方法
!

选取

!"39

年
6

月至
!"34

年
6

月该院收治的肝硬化患者
$"

例!根据是否患
Y[@

将患者分为
Y[@

组和非
Y[@

组!

每组
#"

例'同时选取
#"

例健康志愿者纳入对照组!检测和对比
#

组研究对象的肝功能分级&血清
Y@

水平&幽

门螺杆菌感染情况'结果
!

Y[@

组患者的肝功能差于非
Y[@

组患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3

#

"0"9

%'与对照

组相比!非
Y[@

组和
Y[@

组患者的
Y@

$

水平及
Y@

$

#

Y@

-

降低!与非
Y[@

组相比!

Y[@

组患者的
Y@

$

水

平降低!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3

#

"0"9

%'与非幽门螺杆菌感染患者相比!幽门螺杆菌感染患者的
Y@

-

水平升

高!

Y@

$

#

Y@

-

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3

#

"0"9

%'结论
!

通过对血清
Y@

尤其是
Y@

$

的水平进行检测!有

助于肝硬化
Y[@

的诊断和治疗'

关键词#胃蛋白酶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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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静脉高压性胃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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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硬化患者的主要临床表现之一为门静脉高压"

而门静脉高压可导致胃黏膜下血管扩张+黏膜下血流

增加+动
&

静脉交通+黏膜血供减少等特殊病变"而无明

显的炎性反应"称门静脉高压性胃病&

Y[@

'

,

3&!

-

#胃

蛋白酶的前体称胃蛋白酶原&

Y@

'"有
Y@

$

和
Y@

-

!

个亚群"主要由胃黏膜的黏液颈细胞和主细胞分

泌,

#

-

#因此"当胃黏膜受损时"可影响
Y@

的产生和分

泌"而检测患者血清
Y@

水平有助于判断胃黏膜受损情

况,

6

-

#本研究通过对比
Y[@

患者+肝硬化非
Y[@

患

者和健康人群的血清
Y@

水平"探讨血清
Y@

检测在

Y[@

中的意义"为临床上更好诊治
Y[@

提供依据#

$

!

资料与方法

$0$

!

一般资料
!

选取
!"39

年
6

月至
!"34

年
6

月本

院收治的肝硬化患者
$"

例"其中男
64

例"女
3#

例"

年龄
!4

#

9$

岁"平均&

64089D409#

'岁#根据是否患

Y[@

将患者分为
Y[@

组和非
Y[@

组"每组
#"

例#

Y[@

诊断标准!患者出现门静脉高压"胃镜检查显示

患者胃黏膜出现广泛黏膜红斑+马赛克征"胃黏膜尤

其是胃底部出现散在红点或多发的重染红点及自发

性出血等#选择同期于本院体检的健康志愿者
#"

例

纳入对照组"均行胃镜检查明确无胃相关疾病#所有

研究对象纳入标准!&

3

'无严重肾+心+脑+肺部疾病的

患者*&

!

'无肝癌的患者*&

#

'近
6

周未服用非类固醇

类药物+抗菌药物+胃黏膜保护剂和质子泵抑制剂等

的患者#所有研究对象及家属均了解本研究的利益

和风险"并签署知情同意书#本研究经本院伦理委员

会批准#

$0/

!

方法

)

93!#

)

检验医学与临床
!"3:

年
33

月第
39

卷第
!3

期
!

<(HAIJ;*).

!

K1LI'HI2!"3:

!

M1*039

!

K10!3



$0/0$

!

肝功能分级
!

所有肝硬化患者的肝功能采用

;G)*J&YP

,

G

评分进行分级"对患者腹水+肝性脑病+总

胆红素+清蛋白+凝血酶原时间等进行评价"其中肝功

能
7

级
3:

例"肝功能
V

级
!$

例"肝功能
;

级
3$

例#

$0/0/

!

胃镜检查
!

所有患者均禁食半天后行胃镜检

查"根据
A/;12'(/R

标准诊断
Y[@

"行
;3#

吹气试

验或快速尿素酶试验检测患者是否有幽门螺杆菌

感染#

$0/0'

!

血清
Y@

检测
!

空腹时"抽取所有研究对象
#

'<

静脉血"冷冻保存"温度为
c!"e

"血清
Y@

检测

采用化学发光法进行#

Y@

$

和
Y@

-

水平采用迈格

鲁米&

A7@<ZA>

'化学发光测定仪
6"""

进行检测"

Y@

试剂盒购自深圳市新产业生物医学工程股份有限

公司#

$0/01

!

幽门螺杆菌检测
!

;3#

吹气试验或快速尿素

酶试验检测幽门螺杆菌感染情况#

$0'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BYBB380"

统计软件进行数

据处理及统计学分析#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VD

;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检验"计数资料以例数或百分

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 检验"

3

#

"0"9

为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

!

结
!!

果

/0$

!

!

组患者肝功能
;G)*J&YP

,

G

分级
!

Y[@

组患

者的肝功能分级明显较非
Y[@

组患者差"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

!

i$0396

"

3

#

"0"9

'"见表
3

#

表
3

!!

!

组患者肝功能
;G)*J&YP

,

G

分级(

%

$

E

%)

组别
%

肝功能分级

7

级
V

级
;

级

非
Y[@

组
#" 3!

&

6"0"

'

36

&

6$04

'

6

&

3#0#

'

Y[@

组
#" $

&

!"0"

'

3!

&

6"0"

'

3!

&

6"0"

'

/0/

!

#

组研究对象的血清
Y@

水平的比较
!

与对照

组相比"非
Y[@

组和
Y[@

组患者的
Y@

$

水平明显

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i3"09$6

+

39098#

"

3

#

"0"9

'*与非
Y[@

组相比"

Y[@

组患者的
Y@

$

水平

明显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i:06:9

"

3

#

"0"9

'#

#

组研究对象
Y@

-

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3

&

"0"9

'#与对照组相比"非
Y[@

组和
Y[@

组患者的

Y@

$

(

Y@

-

降低&

<i$0#!$

+

$0!!4

"

3

#

"0"9

'"非

Y[@

组和
Y[@

组患者的
Y@

$

(

Y@

-

的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

3

&

"0"9

'"见表
!

#

表
!

!!

#

组研究对象的血清
Y@

水平的比较$

VD;

%

组别
% Y@

$

&

%

,

(

<

'

Y@

-

&

%

,

(

<

'

Y@

$

(

Y@

-

对照组
#" 880"6D39038 360"$D#0"4 404#D!0:4

非
Y[@

组
#" 4#08:D3"0#6

%

39033D!089 90"3D30$8

%

Y[@

组
#" 9"0$!D3:0$9

%4

360"9D#0!$ 90"6D304!

%

!!

注!与对照组相比"

%

3

#

"0"9

*与非
Y[@

组相比"

4

3

#

"0"9

/0'

!

不同肝功能分级肝硬化患者的血清
Y@

水平比

较
!

肝功能
7

+

V

+

;#

级患者间的血清
Y@

水平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3

&

"0"9

'"见表
#

#

表
#

!!

不同肝功能分级肝硬化患者的血清
Y@

!!!

水平比较$

VD;

%

肝功能分级
% Y@

$

&

%

,

(

<

'

Y@

-

&

%

,

(

<

'

Y@

$

(

Y@

-

肝功能
7

级
3: $#0:4D!:0$$ 3#0"4D$0$! 903"D!0"3

肝功能
V

级
!$ $609$D!9083 3#0$:D$06# 90!#D3089

肝功能
;

级
3$ 940:!D!:03! 3!088D90:4 608#D!0"$

/01

!

幽门螺杆菌感染与非幽门螺杆菌感染患者血清

Y@

水平比较
!

$"

例肝硬化患者中"经
;3#

吹气试验

或快速尿素酶试验检测"其中幽门螺杆菌感染患者
!3

例"无幽门螺杆菌感染患者
#8

例"两者之间的血清

Y@

$

水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3

&

"0"9

'*与非

幽门螺杆菌感染患者相比"幽门螺杆菌感染患者的

Y@

-

水平升高&

<i#09!#

"

3

#

"0"9

'"

Y@

$

(

Y@

-

降

低&

<ic!08$8

"

3

#

"0"9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3

#

"0"9

'#见表
6

#

表
6

!!

幽门螺杆菌感染与非幽门螺杆菌感染患者

!!!

血清
Y@

水平比较$

VD;

%

患者类型
% Y@

$

&

%

,

(

<

'

Y@

-

&

%

,

(

<

'

Y@

$

(

Y@

-

幽门螺杆菌感染
!3 $40:9D!$06# 340"6D4033 60"8D3096

非幽门螺杆菌感染
#8 $#09!D!6083 3306#D903! 90$!D!0"4

< "0$!8 #09!# c!08$8

3 "09#!

#

"0"9

#

"0"9

'

!

讨
!!

论

!!

肝硬化
Y[@

患者的胃黏膜血流量减少和屏障功

能受损"影响了胃黏膜的分泌功能,

9

-

#

Y@

由胃黏膜

颈黏液细胞和主细胞合成分泌"而
Y@

-

还可以由幽

门腺细胞+

V2P..I2

腺细胞和贲门腺细胞分泌,

$

-

#血

清
Y@

水平反映了胃黏膜细胞和腺体的数量和分泌功

能"当胃底黏膜受损时"胃底黏膜的细胞数量减少"尤

其是主细胞数量降低"导致
Y@

$

的分泌量降低,

4&:

-

*

当胃窦腺向胃体蔓延"或胃黏膜发生肠化生时"分泌

Y@

-

的细胞数量增加"

Y@

-

的分泌量增加,

8&3"

-

#因

此"通过检测血清
Y@

$

和
Y@

-

的水平及
Y@

$

(

Y@

-

"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反映胃不同部位的黏膜受损情

况和分泌功能#

胃底和胃体为肝硬化
Y[@

的好发部位"表现为

胃黏膜下血管扩张而黏膜供血减少"胃黏膜萎缩和肠

化生,

33

-

#

B>K@[

等,

3!

-研究表明"肝硬化
Y[@

导致

胃黏膜受损"影响了胃酸的分泌量"使胃
O

[

升高"呈

碱性化#本研究中"与对照组相比"非
Y[@

组和

Y[@

组患者的
Y@

$

水平降低&

3

#

"0"9

'"与非
Y[@

组相比"

Y[@

组患者的
Y@

$

水平降低&

3

#

"0"9

'*

#

组研究对象的
Y@

-

水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3!#

)

检验医学与临床
!"3:

年
33

月第
39

卷第
!3

期
!

<(HAIJ;*).

!

K1LI'HI2!"3:

!

M1*039

!

K10!3



&

3

&

"0"9

'*与对照组相比"非
Y[@

组和
Y[@

组患

者的
Y@

$

(

Y@

-

降低&

<i$0#!$

+

$0!!4

"

3

#

"0"9

'#

分析其原因"可能为肝硬化
Y[@

一定程度上影响了

Y@

$

的分泌"导致肝硬化患者的
Y@

$

水平均低于健

康人群"而肝硬化
Y[@

患者胃黏膜受损"胃黏膜供血

不足且屏障受损"而受损部位主要为胃底和胃体"导

致颈粘连细胞和主细胞的数量降低"因此
Y@

$

的分

泌量降低"导致肝硬化
Y[@

患者的
Y@

$

水平低于肝

硬化非
Y[@

患者#而分泌
Y@

-

的细胞分布较广"且

肝硬化
Y[@

常发生胃黏膜肠化生"因此
Y@

-

的分泌

量未受到较大的影响#另外"本研究结果显示"与非

幽门螺杆菌感染患者相比"幽门螺杆菌感染患者的

Y@

-

水平升高&

3

#

"0"9

'"

Y@

$

(

Y@

-

降低&

3

#

"0"9

'"胃窦部为幽门螺杆菌的主要寄生部位"幽门螺

杆菌可刺激幽门腺细胞的分泌功能"导致
Y@

-

的水

平升高,

3#&36

-

"因此"肝硬化患者的
Y@

-

的分泌量未受

到明显的影响"与健康人群的血清
Y@

-

水平相近#

由于肝硬化
Y[@

患者的胃酸分泌量未增加,

39

-

"

因此"采用抑酸药物如质子泵抑制剂等治疗肝硬化

Y[@

的效果不明显"而黏膜受损为肝硬化
Y[@

的主

要病变,

3$

-

"加强胃黏膜的保护"促进胃动力和补充消

化酶可改善患者胃部不适和消化功能#

综上所述"通过对血清
Y@

水平尤其是
Y@

$

的

水平进行检测"有助于肝硬化
Y[@

的诊断和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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