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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硬化患者血脂检测的临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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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硬化患者血脂水平可

反映肝脏的功能!对判断患者病情及预后具有临床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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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硬化是一种由不同病因引起#长期作用于肝脏引起的慢

性*进行性*弥散性肝病的终末阶段)肝脏作为机体的重要器

官之一#脂肪的合成*释放#胆固醇的合成*磷脂脂蛋白合成以

及脂肪运输#都在肝脏内进行)当肝脏储备功能受到损伤时#

必将影响脂质代谢)本文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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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肝硬化患者血脂水平进行分

析#旨在研究血脂变化与肝脏损害程度之间的关系)

A

!

资料与方法

A#A

!

一般资料
!

"%!"

年
!!

月至
"%!7

年
&

月在本院住院的肝

硬化患者
3$

例#包括乙型肝炎肝硬化*丙型肝炎肝硬化*酒精

性肝硬化*自身免疫性肝硬化和隐源性肝硬化等#其中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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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脏是脂类合成与代谢的重要场所#在脂类的消化*吸收*

分解*合成及运输等代谢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肝脏损害的严

重程度决定了血脂水平'

"

(

)

.E;/J>-Q

H

E

评分越高#肝脏损害程

度越重)从表
!

中可见#肝硬化患者的
.̀ a

*

?]

*

,̀[>.

*

[,[>.

水平随着
.E;/J>-Q

H

E

分级增加而降低#

P

级与
*

级之

间有明显差异#

.

级又与
P

级之间有明显差异#与肝脏是血脂

代谢的主要器官有关'

'

(

)肝脏是体内合成胆固醇的主要器官#

体内胆固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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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由肝脏合成#是血浆胆固醇的主要

来源)胆固醇的合成主要在细胞液及内质网中)因此#当各种

原因导致肝细胞受损#肝脏纤维化逐渐加重#进展至肝硬化时#

肝脏逐渐进入失代偿#脂质的合成代谢功能进一步下降)肝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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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变化明显)

,̀[>.

也主要在肝脏合成)肝病时#

,̀[

合成减少#随

着肝硬化分级增加#

,̀[>.

水平进行性下降)

,̀[

进行性下

降是病情恶化的表现#随着病情好转逐渐升高#因此#

,̀[

是

判断病情预后的理想指标'

3

(

)

[,[>.

主要由极低密度脂蛋白

$

V[,[

&在人血浆中转变而来#是转运肝合成$下转第
1$7

页&

+

271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2

年
'

月第
'3

卷第
2

期
!

Y=6Z[GK0AJ

!

0GD+E"%!2

!

V@/#'3

!

)@#2



学员对以研讨为主的上课方式还不能完全适应#课堂参与程度

不高#对这种新型的教学方式还有待于进一步加强学习和宣

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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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讨课对于教员的上课方式有更多*更高的要求#教员

要善于引导*激发学员的活跃思维#整个教学过程要进一步加

强以学员为主导#进行热烈*广泛*不拘一格的讨论式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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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学过程中应紧跟我军及外军野战检验发展前沿#突出介绍

本校医学检验领域的军事特色#增加学员的使命感和参与感)

随着检验医学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高学历*高技能人

才加入检验队伍#成为骨干力量甚至学科带头人#在学科发展

壮大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五年制医学检验专业培养的高素质

检验医师人才将使检验科在临床医疗体系中发挥重要作用#从

而进一步提高自身地位)目前国家部分地区已允许五年制医

学检验本科毕业生参加执业医师考试#部分医院对获得检验医

师资格的从业人员进行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以使其更好地发

挥对临床诊疗的指导工作#相信这将成为未来临床检验医师的

发展方向)想要成为一名合格的检验医师#不仅需要本人扎实

的医学基础#更需要临床综合实践能力的培养)尽早开展职业

生涯规划#可以为将来的发展做好筹谋)在新生研讨课中引入

对职业生涯规划的讨论#不仅是教育创新改革的一项措施#同

时对于新学员认清未来职业的竞争优势#增强学科自信和自豪

感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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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源性胆固醇的主要形式)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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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由肝细胞合成#肝

硬化时肝细胞合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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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下降#故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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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成减少)但

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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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受饮食影响#故继而会影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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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成#因

此有文献报道#在判断肝硬化的严重程度方面#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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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因素均有关#是临床上综合评价肝脏合成*储备等功能常用

的工具#对于评价肝脏实质损害及判断预后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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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负相关性)故肝硬化患者血脂下降#可间接反映蛋白合成功

能不良#凝血因子生成减少#凝血时间延长#肝脏功能减退#在

观察肝硬化患者尤其是失代偿期患者病情中具有重要意义)

血脂水平的变化与患者预后的情况有重要的联系#可以通过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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