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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氨酸脱氢酶活力变化在肝损伤中的应用

刘金涛

"呼和浩特市第二医院检验科!内蒙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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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目的
!

探讨谷氨酸脱氢酶"

gZ0:

%活力变化在肝损伤中的应用&方法
!

检测健康对照组及不同肝损伤疾病患者血

清
gZ0:

活力&结果
!

肝病各亚组与健康组比较!检测结果#阳性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脂肪肝组及酒精性肝炎组与药物性肝损

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肝癌组#慢性活动性肝炎组及肝炎后肝硬化组低于肝硬化合并门脉高压代偿肝性脑病组!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肝癌#慢性活动性肝炎和肝炎后肝硬化患
gZ0:

显著低于肝硬化合并门脉高压代偿肝性脑病患者%$肝癌组#慢性活动性

肝炎组#肝炎后肝硬化组#脂肪肝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结论
!

gZ0:

是反映肝损伤较为特异#敏感的指标!可广泛应用于临床&

关键词"谷氨酸脱氢酶$

!

肝疾病$

!

治疗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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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氨酸脱氢酶"

gZ0:

$在肝内氨基酸代谢中发挥作用!不

易受药物抑制和诱导影响!能特异性反映肝细胞损伤程度!动态

观察其活性变化对肝病早期诊断)疗效观察及预后判断有较高

临床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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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作为肝脏疾病较特异)灵敏的检测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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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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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资料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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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组%

&12

例本院体检健康工作人员!

无各系统疾病)感染等("

&

$肝病组%

**4

例本院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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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住院肝病患者!按不同诊断分为不同亚组(

C'D

!

方法
!

利用美国
gZ-/_b#4+++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和

bh#-P0_<ZDEAHDCAH>B?

公司检测试剂!采用连续检测法检

测血清
gZ0:

(质控品来自内蒙古自治区临检中心(测定原

理为
P-0:

被氧化成
P-0

c的速率与
gZ0:

的活性成正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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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

方法(参考区间为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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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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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计学处理
!

各组资料用"

Nj/

$表示!与健康对照组比

较用
0

检验!经
99!9%4

数据包处理(

D

!

结
!!

果

不同研究组血清
gZ0:

检测结果见表
%

(

0

检验分析显

示!肝病各亚组与健康组比较!检测结果)阳性率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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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脂肪肝组及酒精性肝炎组与药物性肝损伤组

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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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癌组)慢性活动性肝炎

组及肝炎后肝硬化组低于肝硬化合并门脉高压代偿肝性脑病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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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癌)慢性活动性肝炎和肝

炎后肝硬化患
gZ0:

显著低于肝硬化合并门脉高压代偿肝性

脑病患者$#肝癌组)慢性活动性肝炎组)肝炎后肝硬化组)脂肪

肝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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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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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研究组血清
gZ0:

检测结果

组别
# gZ0:

"

Nj/

!

b

*

Z

$ 阳性数*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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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男性组"

%4( 4'*2j&',* +

"

+'++

$

健康女性组
%%& )'*4j&'*, +

"

+'++

$

,

急性肝炎
&%( &,'24j%1'&, %11

"

*%'*(

$

-

轻度慢性肝炎
%&) *'*2j&'24 (&

"

1+'4%

$

.

慢性活动性肝炎
%%* %1'21j)'1( (,

"

12',*

$

3

重症慢性肝炎
,& %,',)j)'(1 2)

"

,+'&&

$

>

肝炎后肝硬化
42 %%'&4j)'2& &,

"

(+'4%

$

?

肝硬化合并门脉高压

失代偿期肝性脑病
)( 1%'*(j&&'4( ))

"

,%'(*

$

@

脂肪肝
4+ %1'2(j)',& &*

"

(*'1+

$

A

酒精性肝硬化
() %)',(j&'%, 4&

"

(('(*

$

B

肝癌
&& %2'*2j&'12 ,

"

4+',%

$

C

药物性肝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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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肝病组各亚组(与健康女性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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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结果显示
gZ0:

检测结果标准差较大!提示此酶

变异较大!可能与个体反应性或疾病不同时期血清非特异干扰

因素"如合并心梗)肾病等$或试剂质量等因素有关!但
gZ0:

活力升高与肝损程度呈正相关!随肝功恢复而下降!以重症慢

性肝炎)药物性肝损伤)急性肝炎)酒精肝性肝硬化)肝癌最为

显著!其次为慢性活动性肝炎和肝炎后肝硬化(

血清
gZ0:

水平可较特异地反映肝细胞损伤及其损伤程

度!其阳性率高于
-Z8

)

8.YZ

和
0.YZ

(轻度慢性肝炎患者

gZ0:

阳性率与
-Z8

)

8.YZ

和
0.YZ

相同!中度)重度慢性肝

炎及急性肝炎患者
gZ0:

阳性率高于
-Z8

)

8.YZ

和
0.YZ

(

测定
gZ0:

活力可作为诊断肝细胞病变)酒精及药物性肝损

伤!特别是坏死型肝病的重要指标&

)

'

(

gZ0:

为肝细胞线粒

体特异性酶!检测其活性对肝病及相关疾病早期诊断)掌握病

情)观察疗效)判断预后等有着独特的临床价值!比
-Z8

)

-98

)

gg8

等更能特异性反映肝细胞损伤程度!可作为肝病临

床诊断的协同指标&

4

'

(在肝细胞严重损害累及线粒体疾病中

gZ0:

升高幅度比
-98

高!特异性较
-98

好!可作为诊断肝

细胞严重损害的特异性指标&

1

'

(

gZ0:

为细胞线粒体酶!肝

细胞轻度损伤时血清
gZ0:

只轻度升高或不升高#随着病情

加重如慢性重症肝炎)肝癌等!大量肝细胞坏死!肝细胞线粒体

大量释放
gZ0:

使其活性显著升高(在急性肝炎时
gZ0:

)

-Z!

)

6-98

"线粒体型
-98

$)

-0-

和
-Vb

均显著增高&

($*

'

(

急性肝炎活动期
gZ0:

明显升高!恢复较慢#轻度慢性肝炎

gZ0:

阳性率与
-Z8

)

-98

等基本相同#而当肝损加重时

gZ0:

明显优于
-Z8

)

-98

及
-Z!

!

gZ0:

比
-Z8

升高更早或

幅度更大(

gZ0:

在中)重度慢性肝炎的阳性率分别为
**3

)

,)3

!高于其他常用指标(故
gZ0:

测定可作为常规肝功能检

测项目!特别适用于慢性肝病患者肝脏损伤程度判断)疗效观察

和病情监测&

2

'

(

gZ0:

作为肝细胞病变特别是急性缺血性肝炎和酒精性

肝炎诊断指标!具有重要临床价值!并对指导临床治疗和预后

判定具有重要意义&

,

'

(血清
gZ0:

是反映酒精性肝炎的一个

良好指标!若小于正常
+'4

倍可作排除诊断(

gZ0:

联合

-Z!

)

gg8

)鸟氨酸氨基甲酰转移酶"

_"8

$)

-98

)

-Z8

及肝纤

维化等指标更能准确判定病程(检测
gZ0

活性和"

-Z8c

-98

$*

gZ0

比值对各种肝病的鉴别诊断)疗效观察及预后判

断有着独特的临床应用价值&

%+

'

(缺血性肝炎时
gZ0:

明显

升高!其在急性中毒性肝细胞坏死的阳性率均可达
%++3

&

%%

'

!

可作为缺血性肝炎的特异性诊断指标(三氟溴氟乙烷和其他

致肝毒剂"如砷$均可致
gZ0:

与血清酶不成比例异常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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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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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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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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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细胞坏死时血清
gZ0:

升高!在慢性活动性肝炎和肝硬化

患者
gZ0:

变化较
-Z8

敏感!联合检测
gZ0:

)

":5

活性有

助于鉴别诊断高血清
-Z8

肝病!对指导临床治疗具有重要意

义&

%%

'

(对重型肝炎诊断意义较大的指标为
-98

)

-Z8

)

6-98

)

":5

)

-Vb

和
gZ0:

&

%&

'

(

gZ0:

联合肝纤维化指标有助临床诊断肝纤维化!在区

分代偿性肝硬化和失代偿性肝硬化方面也有重要意义(中等

度活动型或缓慢进展期肝硬化患者
gZ0:

多在对照值上限!

肝炎后肝硬化患者
gZ0:

升高达上限
&

倍或更高("

-Z8c

-98

$*

gZ0:

比值在肝硬化合并活动性损害时在
)+

"

4+

之

间#而"

-Z8c-98

$*

gZ0:

比值在肝转移癌则小于
%+

(肝硬

化合并门脉高压失代偿期肝性脑病患者可能由于继发门静脉

血栓形成而导致肝脏缺血)肝细胞坏死!使血清
gZ0:

急剧升

高#胆汁性肝硬化患者早期
gZ0:

轻度增高(肝硬化代偿期

gZ0:

较正常人无显著性差异!当损伤累及线粒体时才升高!

故可作为判断肝硬化是否活动的指标(

肝移植预后与
gZ0:

升高幅度及恢复至正常时间长短有

关(预后不良患者术后
gZ0:

峰值明显高于预后良好患者!

gZ0:

是预测肝移植预后一有价值酶学指标&

%)

'

(对炎性)肝

硬化)恶性肿瘤)结核性胸膜炎)心源性胸腔积液应用
gZ0:

)

异柠檬酸脱氢酶"

Y"0:

$)亮氨酸脱氢酶"

Z-!

$)

Z0:

)

":5

等

指标联合检测!结果有明显差异!对临床有一定价值&

%4

'

(

肝脏是机体内含酶最丰富器官!测定血清酶活性变化可以

判断肝脏功能)了解肝细胞破坏程度)肝细胞膜通透性变化及

胆道系统阻塞情况等(酶活性联合检测有利于肝胆疾病的鉴

别诊断及疗效观察&

%1

'

(准确判断患者肝脏损伤程度对其诊

断)治疗及预后都具有很重要的临床意义(建议有条件的医院

开展
gZ0:

检测!为临床提供可靠)准确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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泌尿系感染病原体分布及耐药性监测

吴
!

蓉!邱
!

燕!穆海霞

"湖北省孝感市中心医院检验科
!

4)&+++

%

!!

摘要"目的
!

分析泌尿系感染病原体分布特征及耐药性&方法
!

对分离自临床尿标本的微生物进行鉴别!并以药物敏感试验

检测其耐药性&结果
!

检出大肠埃希菌
&1,

株"

)2'&3

%#肺炎克雷伯菌
)(

株"

1')3

%#变形杆菌
&1

株"

)'*3

%#铜绿假单胞菌
)(

株"

1')3

%#屎肠球菌
14

株"

*',(3

%#粪肠球菌
41

株"

('(43

%#凝固酶阴性球菌
*+

株"

%+')3

%#金黄色葡萄球菌
&*

株"

4'+3

%#

真菌
(1

株"

,'13

%#其他菌种
(%

株"

,'%3

%&临床常见病原菌耐药性较高!并呈逐年上升趋势&结论
!

临床医师应结合尿培养#

药敏试验及特殊耐药株检测结果合理使用抗菌剂!以防止或减缓病原菌的变迁和耐药菌株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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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泌尿系感染是临床常见感染性疾病(为了解本院泌尿系

感染常见病原菌分布及耐药性!笔者对本院
(*2

株分离自泌尿

系统感染患者尿标本的病原菌分布及其耐药性进行监测!以期

为临床合理应用抗菌剂提供理论依据(

C

!

资料与方法

C'C

!

菌株来源
!

(*2

株微生物分离自
&++1

年
%

月至
&++,

年

%&

月于本院住院及门诊就诊的有泌尿系统感染症状患者的尿

标本(

C'D

!

菌株鉴定及药物敏感试验检测
!

鉴定采用法国生物梅里

埃公司的
-!Y

系统!药敏采用
h$.

纸片法#

/$:

培养基)药敏

纸片由英国
_UA>I

公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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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控菌株
!

大肠埃希菌
-8""&1,&&

)金黄色葡萄球菌

-8""&1,&)

购自卫生部临检中心(

C'F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a:_P581')

软件进行统计!构成比

或耐药率的比较采用
+

& 检验(

D

!

结
!!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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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 原 菌 分 布 特 征
!

分 别 检 出 大 肠 埃 希 菌
&1,

株

"

)2'&+3

$)肺炎克雷伯菌
)(

株"

1')+3

$)变形杆菌
&1

株

"

)'*+3

$)铜绿假单胞菌
)(

株"

1')+3

$)屎肠球菌
14

株

"

*',(3

$)粪肠球菌
41

株"

('(43

$)凝固酶阴性球菌
*+

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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