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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多种血清学指标水平检验在脂肪肝诊断中的应用价值&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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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随机选取
%'$/

年
1

月至
%'$1

年
1

月该院诊治的脂肪肝患者
1-

例!将其设为研究组!选择同期于该院进行体检的健康志愿者
1-

例!将其设为对照组!两组受检者均

采取多种血清学指标水平检验&比较并分析两组受检者多种血清学指标水平检测情况及阳性检出率&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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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组受检者丙氨

酸氨基转移酶"

8Q9

%'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

8\9

%'三酰甘油"

9V

%'总胆固醇"

9)

%指标水平检测平均值均比对照组高!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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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组受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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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阳性检出率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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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对照组

高"检出率依次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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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具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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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生化指标检测对脂肪肝的检出率明显

高于单项生化指标的检出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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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种血清学生化指标水平检验在脂肪肝诊断中检出率较高&

关键词"血清学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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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经济快速发展#人们生活水平呈持续性增高#饮

食结构和生活方式发生改变)

$

*

(本研究主要针对
1-

例脂肪肝

患者进行多种血清学指标水平检验的临床检验结果进行分析#

以期为脂肪肝患者临床明确诊断及合理治疗提供科学依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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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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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B&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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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资料
!

资料随机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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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

月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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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

月荆

州市第一人民医院诊治的脂肪肝患者
1-

例#将其设为研究组#

患者病情均符合中华肝脏病学会制定的脂肪肝诊断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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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

择同期于本院进行体检的健康志愿者
1-

例#将其设为对照组(

研究组男女比例
%,g$(

#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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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对照组男女比例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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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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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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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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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干部
%/

例占
%-&-20

(两组受检者性别'

年龄'职业分布等基线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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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可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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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

抽血检查前#受检者均素食
/C

以上#两组受检者

均在空腹状态下#采用真空采血管抽取晨血
/<Q

#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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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速度进行离心分离#持续时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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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离出血清#存

储于
Z%'[

待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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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标准
!

血清学指标检测项目!丙氨酸氨基转移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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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酰甘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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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胆

固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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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低密度脂蛋白胆

固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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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出情况(所有生化指标均采用模块化的

8̀ -1''

高通量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及仪器配套原装试剂检测(

使用罗氏公司出品的校准品与质控品对检测项目进行质量控

制(运用丙酮酸氧化酶法对
8Q9

进行检测#

8\9

的临床检测

使用的方法为免疫抑制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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酶法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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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检

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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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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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所有数据均用
\"\\%'&'

统计软件进

行分析处理#用
+ D̂

表示计量资料#组间比较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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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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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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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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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受检者肝功能血清学指标水平检测情况
!

研究组受

检者肝功能血清学指标水平检测平均值比对照组高#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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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受检者肝功能血清学指标水平检测

!!!

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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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对照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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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受检者血脂血清学指标水平检测情况
!

研究组受检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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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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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水平检测平均值比对照组高#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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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受检者血脂血清学指标水平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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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受检者各项血清学指标检出情况
!

研究组受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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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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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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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检出率比对照组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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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检测的检出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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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联合检测的检出率

较各单项生化指标检测率明显提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F

$

'&'-

&(

表
/

!!

两组受检者各项血清学指标检出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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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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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脏是机体脂肪代谢的关键场所#当肝脏对脂肪的合成能

力或转运能力降低时可致肝内脂类物质沉积#进而发展成为脂

肪肝(脂肪肝若未及时给予有效控制和治疗#患者病情容易进

展为肝纤维化'肝硬化等不可逆肝损害)

/71

*

#给患者生活质量及

生命安全构成严重威胁(所以临床早期诊断可为该疾病患者

临床治疗提供充足准备时间#从而增强临床治疗有效率)

-

*

(肝

穿刺病理活检)

2

*虽然具有较高诊断可靠性#但因其创伤性较

大#容易给患者身体带来严重疼痛感#不易被其接受#存在使用

局限性(

Y

超虽然是诊断脂肪肝的金标准#但随着临床需要#

患者要求提高#所以选择科学'有效的检测方案对该疾病患者

临床诊疗早期预防#早期发现#早期治疗则具有更重要的意义(

本研究对本院诊治的脂肪肝患者及健康体检者予以血清

学生化指标检验#并对两组检测结果进行对比分析#结果显示#

研究组受检者肝功能血清学指标水平检测平均值明显高于对

照组#说明脂肪肝患者肝功能会发生紊乱现象)

(

*

#在脂肪肝发

病过程#对其具有重影响作用)

,7.

*

(由于
8Q9

多存在细胞浆

内#

8\9

多存在细胞浆内线粒体中#一旦肝细胞受到损伤#

8Q9

会渗入血液中#若肝细胞严重损伤以威胁到线粒体时#

8\9

也会渗入血液中#

8Q9

和
8\9

主要作用于肝细胞内#因

此#当其明显升高则表示肝功能受到损伤(

肝脏在人体内主要作用于脂蛋白代谢中)

$'7$$

*

#肝功能异

常时通常会引起脂蛋白的合成及分解发生障碍#容易出现含

9V

异常的
*OQ

#血浆胆固醇下降(脂肪肝患者在各类型高脂

血症者中可常见#其中以高三酰甘油血症关系最为密切)

$%7$/

*

#

肝细胞内
9V

合成增高及
#QOQ

合成受阻#导致
9V

于肝细胞

中不断堆积#从而发生脂肪肝)

$'

*

(认为脂肪肝是由
9V

合成'

分泌失衡所致#本研究则证实这一观点(研究组脂肪肝患者

9V

'

9)

分别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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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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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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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比对照组健康受检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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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

Q

'$

1&/,^$&$,

&

<<:H

"

Q

高#说明血清学指标水平检验脂肪肝效果明显#并且

研究中将多种项目联合检测时#统计发现可明显提高检出率

,%&%%0

#明显高于各项单项检测结果(说明在临床工作中#综

合各项检测指标对于早期发现脂肪肝有重要价值(

综上所述#多种血清学生化指标检验在脂肪肝诊断中的具

有较高应用价值#当肝功能发生异常时#血清学生化指标水平

将高于正常值#临床应用能够有效判断早期发现患者病情进展

情况#对治疗和预后均具有积极的影响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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