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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清肝胆酸及总胆汁酸联合检测在妊娠期肝内胆汁淤积症中的临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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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的
!

探讨血清肝胆酸!

Ra

"及总胆汁酸!

=&0

"联合检测在妊娠期肝内胆汁淤积症!

.RQ

"中的临床意义$方法
!

选

择
!̂

例妊娠期胆汁淤积症患者!

.RQ

组"及
!̂

例健康妊娠孕妇!健康对照组"#分别检测
6

组研究对象的
Ra

%

=&0

%丙氨酸氨基转

移酶!

0-=

"%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

0/=

"%总胆红素!

=&.-

"#并对结果进行比较$结果
!

.RQ

组血清血清
Ra

和
=&0

水平明显

高于健康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7$!

"&

0-=

%

0/=

%

=&.-

与健康对照组比较#差异也有统计学意义!

!

#

$7$!

"&

.RQ

组血

清
Ra

和
=&0

联合检测阳性率高于健康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7$!

"$结论
!

妊娠期
.RQ

时#血清
Ra

%

=&0

明显升高#

可作为
.RQ

诊断的敏感指标#两者联合检测对
.RQ

的早期诊断及监测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关键词"肝胆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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妊娠胆汁淤积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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妊娠期肝内胆汁淤积症#

.RQ

%特发于妊娠中晚期$是肝

酶*胆汁酸水平升高为特征的妊娠期并发症)

.RQ

对多数母亲

是一个良性过程$妊娠终止后往往症状迅速消失)但对于少数

妊娠女性$

.RQ

最大的危害是增加围产儿的病死率及发病率$

常致使早产*胎粪羊水*胎儿窘迫*胎死宫内和产后出血等不良

结局的风险增加$是围产儿高发病率和病死率的相关疾病之

一$常规产前监测无法预防$因此早期诊断对降低围生儿的发

病率及病死率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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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探讨
.RQ

患者和健

康妊娠者血清
Ra

*

=&0

水平及其他生化相关指标)

?

!

资料与方法

?7?

!

一般资料
!

#

"

%妊娠期
.RQ

组!

6$"+

年
<

月至
6$"!

年
9

月围生期来该院就诊的
!̂

例
.RQ

患者$诊断标准!妊娠前无肝

胆疾病及皮肤病&妊娠中晚期从手足开始且进行性加重并累及

全身的皮肤瘙痒$以夜间为重&合并黄疸和肝功能损害$无其他

并发症)孕周
"#

"

8<

周$年龄
6$

"

+!

岁$平均年龄#

6+76W

!79

%岁&根据患者严重程度分为轻度组#

+$

例%和重度组#

+!

例%)#

6

%健康对照组!选择同期
!̂

例该院进行围生期体检的

健康孕妇$无肝肾及其他相关疾病$孕周
"̂

"

8<

周$年龄
6"

"

+9

岁$平均年龄#

6!76W976

%岁)

6

组研究对象的年龄*孕周等

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7$!

%$具有可比性)

?7@

!

方法
!

所有研究对象于清晨空腹采静脉血
8H-

$及时分

离血清$采用罗氏
<9$$

型全自动生化仪测定血清
Ra

*

=&0

*

0-=

*

0/=

*

=&.-

水平$实验操作严格按照操作说明进行)

?7A

!

临床分型
!

根据检验指标及临床症状将
.RQ

分为轻度

和重度)#

"

%轻度!

=&0

#

+$

%

H>M

"

-

$血清
Ra

#

6$$$

%

*

"

G-

$

瘙痒为主$无明显伴随其他症状)#

6

%重度!

=&0

$

+$

%

H>M

"

-

$

血清
Ra

$

6$$$

%

*

"

G-

$瘙痒严重$伴有其他临床症状'

8

(

)

?7B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Q//"#7$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计量资料以
)W4

表示$组间比较使用
/

检验$应用
Q2F1>;

相关

性分析$

!

#

$7$!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7?

!

8

组研究对象血清
Ra

*

=&0

及其他肝功能水平结果比

较
!

.RQ

组患者血清
Ra

*

=&0

及其他肝功能水平与健康对照

组比较$明显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7$!

%&重度
.RQ

组

与轻度
.RQ

组比较$血清
Ra

*

=&0

及其他肝功能水平明显增

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7$!

%)见表
"

)

表
"

!!

8

组研究对象血清
Ra

(

=&0

及其他肝功能水平结果比较#

)W4

$

组别
Ra

#

H

*

"

-

%

=&0

#

%

H>M

"

-

%

0-=

#

`

"

-

%

0/=

#

`

"

-

%

=&.-

#

%

H>M

"

-

%

重度
.RQ

组
867+Ŵ 76

"*

9#7<W"!7+

"*

6̂67!W867<

"*

6!̂ 7#W6<7+

"*

+<79Ŵ 78

"*

轻度
.RQ

组
"̂ 7!W!78

"

8+7<W"$78

"

"9+78W"̂ 7!

"

"+<79W"!7+

"

6#7+W!79

"

健康对照组
678W"76 87+W67" 6$78W<7! "<79W97+ ""7+W876

!!

注!与健康对照组比较$

"

!

#

$7$!

&与轻度
.RQ

组比较$

*

!

#

$7$!

)

-

+8<6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6$"9

年
"$

月第
8<

卷第
"#

期
!

.;@\-AL(2G

!

]E@>L2F6$"9

!

'>M78<

!

4>7"#



@7@

!

血清
Ra

*

=&0

联合检测的阳性率结果比较
!

.RQ

组血

清
Ra

*

=&0

阳性率和
Ra

及
=&0

联合检测的阳性率均高于

健康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7$!

%&重度
.RQ

组血清

Ra

*

=&0

阳性率和
Ra

及
=&0

联合检测的阳性率高于轻度

.RQ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7$!

%)见表
6

)

表
6

!!

血清
Ra

(

=&0

联合检测阳性率结果比较%

1

#

g

$&

组别
1 Ra

#

H

*

"

-

%

=&0

#

%

H>M

"

-

%

Ra X=&0

轻度
.RQ

组
+$ 8"

#

<<7!$

%

"

8!

#

<̂7!$

%

"

8!

#

<̂7!$

%

"

重度
.RQ

组
+! +!

#

"$$7$$

%

"*

++

#

#<7<̂

%

"*

+!

#

"$$7$$

%

"*

健康对照组
!̂ "

#

"7"<

%

$

#

$

%

"

#

"7"<

%

!!

注!与健康对照组比较$

"

!

#

$7$!

&与轻度
.RQ

组比较$

*

!

#

$7$!

)

A

!

讨
!!

论

.RQ

是妊娠中晚期特有的并发症$其确切病因尚未明

确'

+

(

)相关研究报道证实$多种因素参与
.RQ

过程$可能与孕

妇机体激素水平*个体遗传基因或环境因素有关'

!59

(

)其对孕

妇影响较小$但常造成胎儿宫内窘迫及新生儿预后不良)因

此$如何在孕期准确判断
.RQ

并及早治疗显得至关重要)

Ra

是胆酸与甘氨酸结合形成的结合胆酸$在血清中主要

以蛋白结合形式存在$肝内合成于肠道内被吸收$经门静脉大

部分被肝摄取)正常情况下$外周血中
Ra

含量甚微$健康者

血清
Ra

维持在低水平状态)当
.RQ

时肝脏血流量减少$肝细

胞受损伤$蛋白合成功能减低$胆囊排泄功能下降$血清
Ra

代

谢紊乱$导致其水平增高)有文献报告$目前
Ra

检测被临床

认为是诊断
.RQ

具有的重要临床价值'

<

(

)

高浓度
=&0

在胎儿及孕妇体内蓄积是
.RQ

的显著特点$

有研究报道高水平
=&0

对离体胎盘*细胞*组织*器官均具有

毒性$也是造成围生儿预后不良及胎儿宫内缺氧的因素'

5̂#

(

)

有研究表明$高水平
=&0

可在一定程度上损害细胞器$从而使

细胞生理功能部分丧失或异常$最终影响胎盘的转运及合成功

能'

"$

(

)妊娠中*晚期胎儿肝脏合成的胆汁酸由胎盘转运至母

体排泄$而母体的胆汁酸也通过胎盘转运$当
=&0

正常运转机

制被破坏时$胆汁酸异常积累$导致胎盘绒毛间隙变窄$血流量

减少$影响胎儿氧供$使其正常生长发育受限'

""5"6

(

)当缺氧状

态加剧时$则会引起胎儿宫内窘迫$胎粪失禁$污染羊水'

"85"+

(

)

本研究结果显示$

.RQ

组患者血清
Ra

*

=&0

及其他肝功

能水平与健康对照组比较$明显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7$!

%&重度
.RQ

组与轻度
.RQ

组比较$血清
Ra

*

=&0

及其他

肝功能水平也明显增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7$!

%$表明

随着
.RQ

程度的加深$肝功能受损也更加严重$导致
Ra

及

=&0

代谢和转运功能紊乱$

Ra

*

=&0

水平显著升高$提示
.RQ

对胎儿的影响可能与
Ra

及
=&0

水平过高影响胎盘功能有

关$因此
Ra

及
=&0

可作为
.RQ

患者的筛查指标)轻度
.RQ

组和重度
.RQ

组患者
Ra

和
=&0

的阳性率分别为
<<7!$g

*

<̂7!$g

和
"$$7$$g

*

#<7<̂ g

$联合检测的阳性率分别为

<̂7!$g

*

"$$7$$g

$与健康对照组比较$显著提高$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

#

$7$!

%&且重度
.RQ

组
Ra

及
=&0

阳性率和
Ra

与

=&0

联合阳性率高于轻度
.RQ

组$差异也有统计学意义#

!

#

$7$!

%$说明
Ra

和
=&0

联合检测对
.RQ

患者具有很好的筛查

作用$是诊断和评估的敏感指标$且随
.RQ

程度加深$这种作

用更加明显)

.RQ

一般发生于妊娠晚期$但也有在妊娠
6$

周左右发生)

.RQ

对母体影响较小$但对胎儿影响严重$目前临床无
.RQ

治

疗的确切药物'

"!5"9

(

)因此加强实验室指标监测$适时采取合

适的方式治疗或终止妊娠对
.RQ

患者至关重要)本研究结果

显示$

Ra

及
=&0

可作为
.RQ

诊断的敏感且可靠指标$两者联

合检测更能有效提高阳性率$对
.RQ

的早期诊断及监测具有

重要的临床意义$可作为其常规检测及动态监测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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