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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清总胆汁酸与肝脏功能酶学指标联合检测在

肝脏疾病诊断中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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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目的
!

探讨乙型肝炎患者血清总胆汁酸"

F\2

$的变化规律与肝功能酶学指标联检在肝脏疾病诊断中的临床应用价

值&方法
!

收集
+5#

例乙型肝炎患者血清)其中急性肝炎
+#

例!慢性乙型肝炎
"-/

例"轻度
/-

例!中度
-$

例!重度
A#

例$重型肝

炎
/+

例!肝炎肝硬化
AD

例!肝癌组
+#

例*和健康对照组
A#

例!用贝克曼
!_D

型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测定血清
F\2

与肝功能各酶

学指标含量&结果
!

各组
F\2

水平明显高于健康对照组!并且以急性肝炎最高"

+

%

#,#"

$!肝癌%肝硬化次之"

+

%

#,#D

$!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另外!肝癌组各酶学指标与健康对照组比较"

+

%

#,#"

$!有统计学意义差异&结论
!

血清
F\2

与肝功能酶学指标

联检对了解其肝功能状态以及预后判断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关键词"肝炎!乙型#

!

胆汁酸类和盐类#

!

肝功能试验

!"#

(

"#,/$A$

'

B

,377:,"A./C-"/#,+#"",#D,#/5

文献标识码"

\

文章编号"

"A./C-"/#

"

+#""

$

#DC#A"+C#+

!!

肝脏是机体重要的代谢器官#功能十分复杂#检测肝脏功

能的方法虽然很多#但是没有一项特异实验对肝脏疾患的病

因*病变程度作出准确的反映#也没有任何一种检查能单独反

映肝脏病变而不受其他因素的影响'且肝脏具有较强的再生

能力和代偿机能#以及检测方法在灵敏度和特异性方面的不

足#当病变范围不大*时间不长时#肝脏功能检查可无异常#故

肝脏功能检查正常也不能说明肝脏没有病变(

"

)

'胆汁酸是胆

固醇在肝脏分解以及在肠
C

肝循环中的代谢产物#总胆汁酸

$

8<8L';3'&LK3%&

#

F\2

&包括初级胆汁酸和次级胆汁酸#它的生

成和代谢与肝脏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许多研究已经证实

F\2

测定是一项灵敏的肝脏功能指标'为了探讨血清
F\27

与肝脏功能酶学指标联合检测在乙型病毒性肝炎鉴别诊断*早

期诊断及预后判断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临床价值#作者收集甘

肃省兰州市第二人民医院肝病科
+##A

年
"+

月至
+##$

年
"+

月门诊及住院的乙型肝炎患者血清
+5#

例#检测了
F\2

和肝

脏功能酶学指标水平#了解其变化规律#分析其联合检测在肝

脏疾病诊断中的应用价值'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

"

&收集甘肃省兰州市第二人民医院肝病科

门诊及住院的乙型肝炎患者血清
+5#

例作为病例组#其中男

"AD

例#女
""D

例%年龄
5

"

.A

岁#平均
/-,A

岁%诊断符合
+###

年西安会议修订的/病毒性肝炎防治方案0的标准'其中急性

肝炎
+#

例#慢性乙型肝炎
"-/

例$轻度
/-

例#中度
-$

例#重度

A#

例&#重型肝炎
/+

例#肝炎肝硬化
AD

例#肝癌
+#

例'所有患

者均排除
^2S

*

!̂S

*

b̂S

*

[̂S

*

^4S

*

FFS

重叠感染#并

排除酒精肝*脂肪肝*糖尿病*心血管疾病以及代谢性疾病患

者'$

+

&健康对照组
A#

例#男
/+

例#女
+5

例%平均年龄
/+,-

岁#均来自兰州市某事业单位健康体检者'

@,A

!

方法
!

清晨空腹抽取静脉血
D@?

#标本无溶血*无脂血

等因素的影响'及时分离血清#

"I

后上机检测#质控品采用

朗道中值质控#均在控'

F\2

采用循环酶法#

2?F

采用紫外
C

乳酸脱氢酶法#

2>F

采用紫外
C

苹果酸脱氢酶法#

44F

采用
?C

.

谷氨酰
C/C

羧基
C-C

硝基苯胺法#

2?=

采用
2(=

缓冲液法'试

剂均由上海科华公司提供#各项测定均按试剂盒说明书设定参

数执行#血清
F\2

与各酶学指标检测均在
\[!Z(21!_D

型全自动生化分析仪上进行'

@,B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9

检验#所有计量资料均以
(e8

表

示'

A

!

结
!!

果

A,@

!

各型肝炎患者血清
F\2

水平与肝脏功能酶学指标检测

结果
!

见表
"

'

A,A

!

各型慢性乙型肝炎患者血清
F\2

水平检测结果
!

见

表
+

'检测结果显示#慢性乙型肝炎中度组与轻度组*中度组与

重度组*重度与轻度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D

&%但

各组
F\2

水平与健康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D

&'另外#

F\2

水平从轻度到中度#再到重度呈现逐渐上

升趋势#其原因可能与肝脏损害程度有关#但有待进一步研究'

+

+"A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年
-

月第
/+

卷第
D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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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O

9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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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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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各型肝炎患者
F\2

水平与酶学指标检测结果$

(e8

%

组别
F\2

$

!

@<'

"

?

&

2?F

$

]

"

?

&

2>F

$

]

"

?

&

2?=

$

]

"

?

&

44F

$

]

"

?

&

健康对照组
D,5e+,A +#,"e-,/ +.,+eA,- .A,De"+,/ +",De"#,+

急性肝炎组
"#5,+e"$,/

"

5-,+e".,D

"

D-,/e"+,.

"

"$+,#e-",5

"

5$,"e+.,-

"

慢性肝炎组
D$,Ae"$,$

#

-+,#e"-," +.,#e5,+

+-/,/eD+,.

#

D.,"e"-,A

重型肝炎组
-+,AeD,-

#

+5,+e"",# ++,/eA,-

"$A,#e/D,+

#

A",$e+#,/

肝硬化组
5D,+e"$,D

#

-+,/e"5,+ +$,"e"+,D

+.#,-eDA,/

#

$+,+e/#,+

#

肝癌组
/5,#e"-,-

#

"D+,#eDA,"

$

"A-,#e.+,/

$

A-+,"e"A-,D

$

+#$,"e+#,.

$

!!

"

!

+

%

#,#"

#急性肝炎组与健康对照组比较%

#

!

+

%

#,#D

#其他组与健康对照组比较%

$

!

+

%

#,#"

#肝癌组各酶学指标与健康对照组比较'

表
+

!!

各型慢性乙型肝炎患者血清
F\2

水平

!!!

检测结果$

(e8

%

型别
$ F\2

$

!

@<'

"

?

&

轻度
/- D5,+e"5,/

中度
-$ D$,-e.,.

重度
A# A",/e"#,"

B

!

讨
!!

论

肝脏是机体重要的代谢器官#是脂肪*蛋白质*糖类合成代

谢的场所#肝脏功能的好坏直接影响胆汁酸的代谢'病毒性肝

炎时#肝脏细胞发生炎性改变#其功能和结构受到不同程度的

破坏#患者
F\2

水平也受到影响#而血清
F\2

水平可为肝胆

系统疾病提供重要信息(

-

)

'检测
F\2

水平对了解患者肝脏功

能状态*病情及判断预后有重要的临床意义'血清
F\2

是唯

一可同时反映肝脏细胞的分泌功能*合成功能*肝脏细胞损伤

等方面的血清总指标'当肝脏细胞损伤时会导致
F\2

的代谢

障碍#引起血清
F\2

含量升高(

D

)

'从表
"

可以看出#在各肝病

组中#急性肝炎组较其他各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其中升高的幅度由大到小依次为急性肝炎组*肝硬化组*慢性

肝炎组*重型肝炎组*肝癌组$

+

%

#,#D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这表明肝脏细胞受损时#血清
F\2

与肝脏功能酶学指标均有

变化#但
F\2

升高幅度较明显'另外#研究发现各型肝病患者

血清
F\2

与肝脏功能酶学指标数据分析#急性肝炎时#

F\2

与
2?F

*

2>F

*

2?=

和
44F

呈正相关#与文献报道相一

致(

AC.

)

'而慢性肝炎*肝硬化*肝癌时#

F\2

与肝脏功能酶学指

标无相关性'表
"

检测结果显示#在急性肝炎时#血清
F\2

活

度与
2?F

*

2>F

*

2?=

活力同时升高%肝硬化时#血清
F\2

比

慢性肝炎*肝癌组升高幅度大#而其他肝脏功能酶学指标无显

著变化'在肝硬化晚期#

F\2

水平升高更为明显#表明
F\2

比
2?F

*

2>F

更能敏感地反映肝硬化患者的病情'肝硬化患

者肝功能储备降低#肝脏摄取及清除胆汁酸能力下降%同时#门

体侧枝循环建立可使胆汁酸不经过门静脉系统而直接进入体

循环#这些因素均可造成外周血
F\2

水平显著升高%其中#肝

细胞摄取的
F\2

减少是肝硬化患者血清
F\2

升高的主要原

因(

5

)

'因此#血清
F\2

与肝脏功能酶学指标联合检测在肝病

诊断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临床意义'另外#从本文还可以看出#

在肝癌组中
F\2

与
2?F

*

2>F

*

2?

*

44F

虽无相关性#但是患

者血清各酶学指标水平可明显升高#与健康对照组比较#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

%

#,#"

&'

2?=

升高幅度明显增大#应考虑肝

脏内有占位性病变#尤其有原发性肝癌的可能'有文献报

道(

$

)

#当胆道梗阻#胆汁潴留在肝脏时#胆汁酸盐有表面活性剂

的作用#可将
44F

从细胞膜上洗脱下来#同时可诱导其合成'

因此#在胆道疾病中
44F

升高较其他指标明显#而在肝实质

疾病时
44F

一般中度升高#这有助于肝胆疾病的鉴别诊断#

44F

在肝脏中大部分与细胞膜结合#血清中的
44F

主要来自

肝脏'本文研究结果显示#

44F

在肝癌患者组中增高最为显

著#与健康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另外#从表
+

可以看出#血清
F\2

水平也可间接反映肝脏

细胞的功能状态#与其受损程度呈正相关'中度与轻度组*中

度与重度组*重度与轻度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D

%各组
F\2

水平与健康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D

'因此#

F\2

是反映肝脏细胞损害较灵敏的早期指

标#尤其在肝脏功能酶学指标改变不明显时#其对肝硬化的诊

断有一定的临床价值'

总之#血清
F\2

水平与肝脏功能酶学指标联合检测为临

床诊断和鉴别诊断慢性肝病提供了可靠的依据#血清
F\2

不

论是对于各种急慢性肝病的早期诊断#还是对于肝硬化*肝癌

的病情进展*疗效观察等都有一定的临床价值#可作为肝脏功

能检查的一项常规指标(

"#

)

#在肝脏疾病诊断中具有一定的临

床应用价值#值得在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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