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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饮酒人数及饮酒量的大幅上升#酒精性肝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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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后国内肝硬化的主要构成部分+有部分肝硬化患者同时存

在慢性乙型肝炎和长期大量饮酒两种可能导致肝硬化的病因#

从而给鉴别带来困难#干扰了诊治+本研究旨在对两种肝硬化

的鉴别诊断提供新的思路#以利于临床诊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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