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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型肝炎及肝硬化患者血浆纤维蛋白产物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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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聚体检测的临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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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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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血浆纤维蛋白降解产物"

)X_

$和
X$

二聚体测定对肝炎及肝硬化的临床意义!并探讨肝病凝血功能紊乱

的机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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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测定急性肝炎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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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慢性肝炎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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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肝硬化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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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和
1.

例健康者的血浆
)X_

及
X$

二聚体含

量%结果
!

肝硬化组与各组间血浆
)X_

含量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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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性肝炎组与急性肝炎组血浆
X$

二聚体含量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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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其余各组间血浆
X$

二聚体含量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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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_

和
X$

二聚体含量从急性肝炎&慢性肝

炎&肝硬化依次递增%结论
!

血浆
X$

二聚体和
)X_

测定可作为判断肝病严重程度的有效指标!对病情的诊断和预后判断有重要

的指导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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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脏是凝血与抗凝因子的主要合成场所#当肝脏疾病时凝

血因子与抗凝因子的产生均减少#引起凝血和抗凝功能障碍)

X$

二聚体$

X$E8>BA

&既是体内高凝状态和继发性纤溶的标志

物#又是反映纤溶活性的敏感指标之一)

X$

二聚体是交联纤维

蛋白的降解产物#其形成机制为纤维蛋白原在凝血酶的作用

下#从
-

链及
%

链依次脱去多肽
;

和多肽
!

#形成纤维蛋白
'

和纤维蛋白
&

#纤维蛋白在因子
[

&

的作用下交联在血管壁

上#并被活化的纤溶酶裂解而产生各种纤维蛋白降解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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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_

&碎片)由于
+

链的交

联#便产生了包含
+

链相连的
%

个
X

片段#即
X$

二聚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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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B-B

!

一般资料
!

急性乙型肝炎患者组$下称急性肝炎组&

,0

例$肝功能全面损害#血清胆红素大于
&6&

!

><G

"

V

#符合急性

乙肝的病原学指标&#平均年龄$

%/i&1

&岁%慢性乙型肝炎患者

组$下称慢性肝炎组&

,3

例#平均年龄$

,0i%&

&岁%乙型肝炎后

肝硬化患者组$下称肝硬化组&

,,

例$依照影像学及实验室诊

断分为代偿性
&%

例#失代偿性
%&

例&#平均年龄
11

岁%所有患

者均为本院住院治疗者)以上诊断标准按照
%...

年西安全国

病毒性肝炎和肝病会议修订的病毒性肝炎防治方案诊断标准

确诊)健康对照组
1.

例#为本院健康体检者#其中男
%.

例#女

%.

例#平均年龄
,3

岁)

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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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B-C-B

!

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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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起抽观察对象空腹静脉血
%>V

#注入枸

橼酸钠试管#提取血浆#分别进行
X$

二聚体*

)X_

的检测#

1D

内完成测定)

B-C-C

!

检测仪器和试剂
!

日本
'

K

9>Ba

公司
R;&0..

全自动

血凝仪%试剂由日本
'BO89F8WBE8=@GR<-VCE

提供%操作均严格

按试剂盒说明进行)

B-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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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处理
!

计量资料数据以
/i@

表示#用
'_''&&-.

统计软件进行单因素均数分析)

C

!

结
!!

果

肝硬化组与各组间
)X_

含量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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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肝炎组与急性肝炎组血浆
X$

二聚体含量比较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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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其余各组间血浆
X$

二聚体含量

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结果显示#血浆
)X_

和

X$

二聚体含量在急性肝炎*慢性肝炎*肝硬化组有依次递增趋

势#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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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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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血浆
X$

二聚体和
)X_

含量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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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别
( X$

二聚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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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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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对照组
1. &16i03 %-16i.-30

急性肝炎组
,0 %1&i&%6 %-60i&-.6

慢性肝炎组
,3 ,&0i&1, ,-.0i&-%/

肝硬化组
,, 0.1i&36 1-4i&-/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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纤溶酶降解纤维蛋白凝结块形成各种可溶片段#形成

)X_

#其由
[$

寡聚体*

X$

二聚体*中间片段*片段
Y

组成)其

中#

[$

寡聚体和
X$

二聚体均含
X$

二聚体单位'

&

(

)

X$

二聚体血

浆中含量增高说明存在继发性纤溶过程#而先生凝血酶#后又

有纤溶系活化'

%

(

%肝脏疾病时由于细胞大量受损#合成纤溶酶

抑制物减少#同时肝脏的清除能力下降#最终导致
X$

二聚体的

升高'

,

(

#本研究也显示肝脏疾病患者血浆
X$

二聚体含量显著

高于健康对照组$

$

$

.-.&

&#因此
X$

二聚体的检测可作为肝病

患者纤溶亢进指标'

1

(

)故
X$

二聚体是交联纤维蛋白的特异性

分子标志物#是体内高凝状态和纤溶亢进的分子标志物之一#

它对高凝状态和血栓性疾病的诊断*疗效观察和预后判断有重

要意义'

0

(

)本研究提示血浆
X$

二聚体含量与病毒性乙型肝炎

严重程度呈正相关#血浆
X$

二聚体含量在乙型肝炎各期增高#

且肝硬化患者明显增高#病情及肝功能损害程度越重血浆
X$

二聚体含量越高#且肝病出现出血倾向的原因较多#其原因除

肝功能损害*产生凝血因子减少外#与纤溶亢进也有一定关系)

本资料表明血浆
X$

二聚体含量明显增高#与文献报道一致'

/

(

)

杨艳丽等'

6

(报道#肝病患者中肝硬化组明显高于急*慢性肝炎

组)本文检测的
&.4

例肝病患者#血浆
X$

二聚体水平较健康

对照组显著升高)

W@:

J

8@

等'

3

(通过回顾发现肝硬化合并

_S+

多出现在肝病中*后期#

_S+

形成与静脉曲张是否明显*

有无红色征和硬化治疗等有关)另各肝病组
X$

二聚体含量阳

性发生率的高低#可能是一种隐匿性的弥散性血管内凝血过

程)其机制为肝病患者在病情发生*发展过程中#肝细胞不断

发生坏死和再生#体内存在病毒和$或&抗体复合物易导致血管

内皮受损#造成纤溶抑制活性过低*对纤溶酶类激活物清除障

碍*多种凝血因子减少及
X$

二聚体增高#其含量随病情及肝功

能损害程度加重而增高#也可随患者病情及肝功能的好转而降

低#动态观察血浆
X$

二聚体含量#可判断病情的预后及发展方

向#指导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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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

X$

二聚体的检测可以作为肝病患者#尤

其肝癌患者的纤溶亢进指标#同时有助于推测病情严重程度和

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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