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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清对氧酯磷酶
%

与慢性乙型病毒性肝炎肝纤维化的关系

徐海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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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目的
"

探讨血清对氧磷酯酶
%

与慢性乙型病毒性肝炎肝纤维化的相关性$方法
"

收集
"*)*

年
"

月至
"*))

年
)

月

在该院经肝穿刺活检确诊的慢性乙型病毒性肝炎肝纤维化患者
9*

例和健康体检者!检测慢性乙型肝炎肝纤维化患者的血清对氧

磷酯酶
%

的浓度变化$结果
"

乙型病毒性肝炎肝纤维化患者血清对氧磷酯酶
%

与健康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C

#

*8*4

#!随着治疗的开展!各期患者血清对氧磷酯酶
%

%谷丙转氨酶"

.N?

#%碱性磷酯酶"

.N/

#%谷氨酰转肽酶"

]]?

#%总蛋白

"

?/

#%血清清蛋白"

.NR

#的检测结果较入院时有明显改善!患者治疗
"

周和
9

周后的检测结果与各期入院时比较!差异均有统计

学意义"

C

#

*8*4

#$结论
"

动态监测血清对氧磷酯酶
%

浓度的变化!有利于慢性乙型病毒性肝炎肝纤维化患者的疗效观察和预

后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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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乙型肝炎病毒发展#容易造成肝脏内弥漫性细胞外基

质过度沉积#最终形成肝纤维化'

)

(

)血清对氧磷酯酶
%

是肝脏

肝细胞微粒体中的一种酶#其参与肝脏保护性的抗氧化应激反

应'

"

(

)大量的研究已经发现#血清对氧磷酯酶
%

有助于监测肝

病患者病情发展'

+

(

)现通过检测慢性乙型肝炎肝纤维化患者

的血清对氧磷酯酶
%

浓度#探讨其与慢性乙型肝炎肝纤维化的

相关性)报道如下)

A

"

资料与方法

A8A

"

一般资料
"

"*)*

年
"

月至
"*))

年
)

月在该院经肝穿刺

活检的
*

*

)

*

"

*

+

*

>

期慢性乙型病毒性肝炎肝纤维化患者
9*

例#作为实验组#其中男
>9

例#女
+"

例#平均年龄$

+987_!89

%

岁#按照肝穿刺活检诊断#肝纤维化
*

期$

#

*

%患者
"*

例#肝纤

维化
)

期$

#

)

%患者
)9

例#肝纤维化
"

期$

#

"

%患者
)!

例#肝纤

维化
+

期$

#

+

%患者
)!

例#肝纤维化
>

期$

#

>

%患者
)*

例#所有

患者之前均未采取任何治疗)健康对照组为同期在该院的健

康体检者#共
!*

例#其中男
+!

例#女
">

例#平均年龄$

+789_

!8"

%岁#均发现既往乙型肝炎病毒感染疾病史#且肝功能正常)

两组在性别和年龄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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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具有可

比性)

A8B

"

血清对氧磷酯酶
%

方法
"

抽取所有研究对象的空腹静脉

全血#分析提取血清#以备检测'

>

(

)采用
(*9*

型日立全自动生

化分析仪测定血清对氧磷酯酶
%

#检测波长为
>)*=%

"

+>*

=%

#检测温度控制在
+( X

#缓冲液
q

底物
q

样本设定为

)4*q4*q9

#检测时间为
)*%<=

#测定点!

+>*

#

4)*3

)采用正

向速率法检测)所用试剂为上海研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提供

的试剂盒)

A8C

"

肝穿刺方法
"

肝穿刺术在
T̀514***

型彩超仪指导下进

行#通过其定位选点#血流检查应注意避开大的血管和胆管#随

之采用
":

利多卡因进行局部麻醉#进行活检#活检选用

R.-T

活检枪和
)9]

八光活检针#活检取样长度设为
""%%

#

不同部位取样
"

次#对组织进行病理学检查#标本均进行
0̀

染色*网织染色和
,633@=

三色染色#对肝纤维化程度进行

判断)

A8D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48*

统计学软件分析
0P'&E

数

据库#数据采用均数
_

标准差$

A_9

%表示)使用非参数检验$

H

检验%分析等级计量资料和
2

检验)

C

#

*8*4

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B

"

结
""

果

按照肝穿刺活检将患者进行分期#血清对氧磷酯酶
%

在各

级的检出率平均为
9+8++:

#平均灵敏度为
948>":

#各期入院

时血清对氧磷酯酶
%

与健康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Cd*8*">!

#

C

#

*8*4

%)血清对氧磷酯酶
%

在
#

>

期浓度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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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随着治疗的开展#各期血清对氧磷酯酶
%

均有明显的改

善#治疗
"

周和
9

周后的检测结果与各期入院比较#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Cd*8*+)>

#

C

#

*8*4

%)说明血清对氧磷酯酶
%

与

慢性乙型病毒性肝炎肝纤维化程度有关)患者在治疗前后的

实验室肝功能检查结果显示#治疗
9

周后#肝纤维化患者谷丙

转氨酶$

.N?

%*碱性磷酯酶$

.N/

%*谷氨酰转肽酶$

]]?

%*总

蛋白$

?/

%*血清清蛋白$

.NR

%的检测结果与入院时有明显改

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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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表
)

和表
"

)

表
)

""

患者治疗后各级肝纤维化血清对氧磷酯酶
%

的检测结果比较#

Q

$

%N

'

A_9

%

组别 分期 例数$

#

% 入院时 治疗
"

周后 治疗
9

周后

实验组
#

*

"* )!>8>_+*8> )(*8"_++84 )(989_+48(

#

)

)9 )>>8>_+>89 )478!_+>8) )!>8(_+48+

#

"

)! )))8+_+!89 ))78(_+>8+ )"987_+>89

#

+

)! 9"8+_++89 7"89_+48( ))>8"_+!8>

#

>

)* !>8!_+"89 (+89_+48> 9>84_+(!8"

健康对照组
!* )998(_+48+ Y Y

""

Y

!无数据)

表
"

""

患者治疗前后肝功能与健康对照者检测结果比较#

A_9

%

组别
.N?

$

Q

"

N

%

.N/

$

Q

"

N

%

]]?

$

Q

"

N

%

?/

$

B

"

N

%

.NR

$

B

"

N

%

实验组 治疗前
))*8>_"*8> )">8>_+*8> 778+_+"84 498!_)*8> ">8(_984

治疗后
+48+_)48> (*8>_)!8" +*8!_)+8> ("8+_"8> +789_48"

健康对照组
"48"_)"89 !(8(_"+8> ">8)_)+8> (!84_"89 >>8!_"8>

C

"

讨
""

论

血清对氧磷酯酶
%

是肝脏自身合成的抗氧化剂酶#其与肝

脏疾病的发生有着密切的关系)大量研究已经表明#血清对氧

磷酯酶
%

的活性降低与肝损害发病机制相关#检测血清对氧磷

酯酶
%

的活性有助于肝功能的检查'

>14

(

)

[&F6

B

&

等'

!

(研究表

明#在急性病毒性肝炎*败血症*多器官功能衰竭和恶性疟疾患

者的血清对氧磷酯酶
%

活动明显降低#这说明该酶的活性可以

用来评估疾病状况)研究者研究发现#炎性*纤维化和肝损害

疾病为了防止血清对氧磷酯酶
%

活性下降带来的损害#可通过

,$/1)

进行调节#这有助于肝损害疾病的治疗'

(19

(

)有学者通

过肝病患者血清样本检测发现#血清对氧磷酯酶
%

在慢性肝炎

和肝硬化样本中均降低#肝穿刺活检结果显示肝病的严重程度

与血清对氧磷酯酶
%

下降呈正相关'

71)*

(

)本研究检测结果同

样也与其他研究者的研究结果相似#各期入院时血清对氧磷酯

酶
%

与健康对照组有明显的差异)随着治疗的开展#各期血清

对氧磷酯酶
%

*

.N?

*

.N/

*

]]?

*

?/

*

.NR

均有明显的改善#

治疗
9

周后的检测结果与各期入院时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C

#

*8*4

%)血清对氧磷酯酶
%

浓度与慢性乙型病毒性肝炎

肝纤维化的程度呈正相关)因此#动态监测血清对氧磷酯酶
%

浓度的变化#有利于慢性乙型病毒性肝炎肝纤维化的疗效观察

和预后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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