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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血脂%血糖%肝功能联合血尿酸检测在诊断老年脂肪肝患者中的应用价值$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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脂肪肝主要指药物或疾病等因素导致肝细胞中脂质积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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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发病率仅低于病毒性肝炎的第二大肝病#临床公认其是隐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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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年#脂肪肝发病率不断增高#多数研究认为#脂肪肝为非独立

疾病#常常合并肝硬化'脂肪性肝炎'脂肪变性等多种病理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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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情较轻者可无症状或体征#严重者则病情极为凶猛#

对患者身心健康及生活质量造成了极大影响*脂肪肝为可逆

性疾病#及早确诊并给予积极干预可有效改善患者肝功能及预

后*目前#肝穿刺活检为脂肪肝临床诊断金标准#准确率较高#

但该诊断方式具有一定创伤性#不适合用于长期随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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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如何对脂肪肝进行安全'准确诊断成为当前研究重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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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肝功能联合血尿酸检测在诊断老年脂肪肝患者中的应用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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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

资料与方法

D?D

!

一般资料
!

抽取
$&#C

年
%̀ ##

月本院收治的
C$

例老年

脂肪肝患者作为研究组#其中男
!%

例#女
$1

例&年龄
C#

)

'1

岁#平均$

CB?!!S'?$1

%岁&病程
&?C

)

##?!

年#平均$

C?&$S

!?##

%年&轻型
$#

例#中型
#B

例#重型
$$

例*研究组患者均符

合人民卫生出版社第
1

版.内科学/中脂肪肝临床诊断标准(

1

)

&

经肝穿刺活检确诊&对本研究知情同意*排除既往有药物性肝

病'病毒性肝炎等病史者&并发其他器质性病变者&伴有瘀胆

性'酒精性'自身免疫性肝病者*另选取
C$

例同期体检健康者

作为对照组#其中男
!$

例#女
!&

例&年龄
C$

)

1&

岁#平均

$

CB?$AS'?#B

%岁*对比
$

组年龄'性别等基本资料#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

2

%

&?&A

%#具有可比性*本研究经本院伦理委员会

审批通过*

D?E

!

方法
!

所有研究对象晨起时抽取
%7)

空腹静脉血#离

心取上清液#于
$̀&j

条件下储存待检*以速率法对研究对

象总胆汁酸$

2O+

%'

(

=

谷氨酸转肽酶$

cc2

%'天门冬氨酸氨基

转移酶$

+"2

%'丙氨酸氨基转移酶$

+)2

%'总胆红素$

2O*)

%等

肝功能指标水平进行测定&以己糖激酶法对极低密度脂蛋白胆

固醇$

Q)_)=3

%'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_)=3

%'高密度脂蛋

白胆固醇$

P_)=3

%'总胆固醇$

23

%'三酰甘油$

2c

%等血脂指

标水平进行测定&以过氧化物酶比色法测定糖化血红蛋白

$

PM+#-

%'空腹血糖$

\Oc

%等血糖指标水平&以深圳迈瑞公司

生产的迈瑞
O"=%&&

型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检测血尿酸水平*

D?F

!

观察指标
!

$

#

%统计对比
$

组肝功能'血脂'血糖'血尿

酸*$

$

%以病理检查结果为金标准#统计对比血脂'血糖'肝功

能'血尿酸单独与联合检测诊断脂肪肝的性能#其中灵敏度
W

真阳性例数"$真阳性例数
X

假阴性例数%

Y#&&@

#特异度
W

真

阴性例数"$真阴性例数
X

假阳性例数%

Y#&&@

#准确度
W

$真

阳性
X

真阴性例数%"$真阳性例数
X

假阴性例数
X

真阴性例

数
X

假阳性例数%

Y#&&@

*

D?G

!

统计学处理
!

通过
"<""$&?&

进行数据处理及统计学分

析#计量资料以
HSA

表示#

$

组间均数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7

检

验#计数资料以例数或百分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 检验#

2

$

&?&A

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

!

结
!!

果

E?D

!

$

组研究对象肝功能指标水平比较
!

研究组
2O+

'

cc2

'

+"2

'

+)2

'

2O*)

水平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2

$

&?&A

%*见表
#

*

E?E

!

$

组研究对象血脂水平比较
!

研究组
Q)_)=3

'

)_)=3

'

23

'

2c

水平高于对照组#

P_)=3

水平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2

$

&?&A

%*见表
$

*

表
#

!!

$

组研究对象肝功能指标水平比较#

HSA

$

组别
- 2O+

$

'

769

"

)

%

cc2

$

U

"

)

%

+"2

$

U

"

)

%

+)2

$

U

"

)

%

2O*)

$

'

769

"

)

%

研究组
C$ 1?$1S!?$A A#?#%S#1?C! !1?&CS#C?$$ !1?A#S#A?&$ #A?11S%?#'

对照组
C$ C?$CS$?&' $&?%#SC?#A $%?A%SA?AC $1?#CSA?#$ #$?&!S!?&$

7 %?#$' #$?!!! C?$&1 A?#!A A?11'

2

$

&?&A

$

&?&A

$

&?&A

$

&?&A

$

&?&A

表
$

!!

$

组研究对象血脂水平比较#

HSA

&

7769

%

)

$

组别
- Q)_)=3 )_)=3 23 2c P_)=3

研究组
C$ #?#1S&?1% $?''S&?B1 C?!'S#?A$ $?'AS#?1C #?#$S&?%#

对照组
C$ &?A#S&?!! $?&1S&?AA !?B'S&?CC #?#BS&?%! #?!&S&?!A

7 A?1%A %?1!% ##?%&% C?%!% $̀?C$B

2

$

&?&A

$

&?&A

$

&?&A

$

&?&A

$

&?&A

E?F

!

$

组研究对象血糖水平比较
!

研究组
PM+#-

'

\Oc

水平

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

&?&A

%*见表
!

*

表
!

!!

$

组研究对象血糖水平比较#

HSA

$

组别
- PM+#-

$

@

%

\Oc

$

7769

"

)

%

研究组
C$ C?B%S&?'C C?A!S&?'A

对照组
C$ %?CAS&?A% %?'1S&?A$

7 #B?!%& #A?&B1

2

$

&?&A

$

&?&A

E?G

!

$

组研究对象血尿酸水平比较
!

研究组血尿酸水平为

$

%%'?#$SB#?&!

%

'

769

"

)

#高于对照组的$

!A!?%#S'&?!$

%

'

769

"

)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7WC?%#%

#

2

$

&?&A

%*

表
%

!!

各项指标单独与联合检测对脂肪肝

!!!

诊断性能的比较'

-

#

@

$(

项目 灵敏度 特异度 准确度

血脂
A&

$

1&?CA

%

C$

$

#&&?&&

%

##$

$

B&?!$

%

血糖
%B

$

'B?&!

%

C#

$

B1?!B

%

##&

$

11?'#

%

肝功能
A#

$

1$?$C

%

C#

$

B1?!B

%

##$

$

B&?!$

%

血尿酸
%1

$

''?%$

%

C$

$

#&&?&&

%

##&

$

11?'#

%

联合诊断
AB

$

BA?#C

%

C#

$

B1?!B

%

#$&

$

BC?''

%

!

$

$血脂与联合诊断比较%

C?#%! &?&&& %?$'A

!

$

$血糖与联合诊断比较%

'?#'A &?A&1 A?BB&

!

$

$肝功能与联合诊断比较%

A?#A! &?A&1 %?$'A

!

$

$血尿酸与联合诊断比较%

1?$%1 &?&&& A?BB&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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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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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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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K

!

各项指标单独与联合检测对脂肪肝诊断性能的比较
!

血

脂'血糖'肝功能'血尿酸单独检测诊断脂肪肝灵敏度'准确度

均低于联合检测#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

&?&A

%*见表
%

*

F

!

讨
!!

论

!!

正常情况下#肝内脂肪约占肝总质量的
!?&@

)

%?&@

#若

脂肪质量大于肝总质量的
A?&@

则被称为脂肪肝(

B

)

*脂肪肝

可降低肝细胞解毒与代谢功能#引发肝纤维化#严重者可进展

为肝炎或肝硬化*肝脏为机体重要的物质代谢中枢#主要涉及

脂类在机体内循环的各个环节#特别是在分解及合成环节中具

有关键性作用*脂类为机体所必需的细胞代谢物质#亦存在于

外周血中#若血脂水平发生异常则会导致多种并发症#增加脂

肪肝患者
23

水平#加剧病情*

有研究表明#脂肪肝为可逆性疾病#若患者未得到及时救

治#则疾病极易进展为肝硬化'肝癌'肝衰竭等#因此脂肪肝防

治成为医学界重点关注内容(

#&

)

*肝组织穿刺活检为临床用于

脂肪肝诊断的金标准#但属有创检查#重复操作易增加穿刺并

发症发生风险#难以在疾病长期随访与动态评估中普及应用*

同时#

c/.-E6LF

等(

##

)指出#穿刺活检结果与穿刺部位'医师操

作技术关系密切#所获取活检肝组织仅为肝脏的
#

"

A&&&&

左

右#难以准确'全面呈现肝脏全部病变情况#假阴性风险较大*

近些年#多项研究表明#脂肪肝患者无明显体征与症状#可将生

化指标与血常规指标等实验室指标的检测作为及早发现'确诊

脂肪肝的重要手段(

#$=#!

)

*

本研究结果显示#研究组
2O+

'

cc2

'

+"2

'

+)2

'

2O*)

'

Q)_)=3

'

)_)=3

'

23

'

2c

水平高于对照组#

P_)=3

水平低于

对照组$

2

$

&?&A

%*食物中脂肪被肠黏膜吸收后可于肝内生

成游离脂肪酸或
2c

#并以极低密度脂蛋白$

Q)_)

%形式进入

血液循环#在生理状态下#肝脏摄取血液内游离脂肪酸生成

2c

#并释放
2c

和载脂蛋白合成的脂蛋白进入血液*若脂类

代谢发生障碍#则肝内
2c

无法通过脂蛋白形式运出肝脏#因

此会导致
2c

于肝脏内大量聚集#且随
2c

水平升高#脂肪肝

发病风险上升*此外#脂肪肝发病与
Q)_)

代谢障碍具有一

定相关性*肝脏为脂质代谢与脂蛋白合成重要器官#内源性及

外源性胆固醇由高密度脂蛋白$

P_)

%携带#并经
P_)

受体进

入肝脏代谢#如果肝细胞出现脂肪变性#则会减少
P_)

合成

量#引起脂质运输及代谢障碍*

邢敏等(

#%

)研究表明#脂肪肝患者血脂'血糖等指标高于健

康者#且血脂'血糖等指标水平随病情严重程度增加而升高*

在本研究中#研究组
PM+#-

'

\Oc

水平高于对照组$

2

$

&?&A

%*糖代谢紊乱为脂肪肝发病基础#血糖水平增高主要是

因脂肪组织对胰岛素抵抗$

*a

%不足#或胰岛素水平较低#

*a

可

加速周边脂肪分解#所形成的大量脂肪酸可经血液循环进入肝

脏并形成堆积*肝脏出现
*a

时#胰岛素对血浆游离脂肪酸水

平的抑制效果减弱#可致使游离脂肪酸水平上升#而
*a

可降低

脂蛋白酯酶活性#进而引起脂质代谢紊乱*若脂肪大量进入肝

细胞#导致肝内脂肪增加量大于肝细胞对其氧化利用能力及合

成脂蛋白运输能力#则会引发肝细胞脂肪沉着和肝细胞变性#

最终发生脂肪肝*高尿酸血症为老年脂肪肝患者常见并发症#

主要是因体内
2c

大量堆积所致*通常状态下#机体代谢过程

中嘌呤碱主要代谢产物为尿酸#可经肾脏排出#若
2c

水平增

高#会增加嘌呤碱水平#进而增加血尿酸水平*旷历琼等(

#A

)研

究发现#当脂肪于肝细胞中无法正常转运或被氧化时#则会对

机体代谢产生不利影响#而血尿酸代谢环节受多种代谢综合征

影响#增加血尿酸生成量*因此本研究中研究组血尿酸水平高

于对照组$

2

$

&?&A

%*

脂肪肝患者血脂'血糖'肝功能指标及血尿酸水平异常#为

该疾病临床诊断提供了新的思路*本研究联合
%

类指标对脂

肪肝进行诊断#结果发现#联合诊断灵敏度与准确度均高于
%

类指标单独诊断$

2

$

&?&A

%#表明血脂'血糖'肝功能及血尿酸

联合诊断在脂肪肝临床诊断中具有可行性及有效性#可有效避

免漏诊及误诊#有利于及早制订有效干预方案#避免延误最佳

治疗时机而导致病情恶化*

综上所述#脂肪肝患者存在血脂'血糖'肝功能及血尿酸水

平异常现象#联合检测上述指标对脂肪肝进行诊断可提高灵敏

度与准确度#为干预方案的制订提供指导依据#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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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液体培养法#由于其他分解尿素或精氨酸的微生物的干

扰#本法存在较高的假阳性和一定的假阴性(

!

)

*有文献报道液

体培养法与固体培养法在检测女性支原体阳性方面存在明显

差异(

%

)

#本研究采用了固体培养法为确认实验#可以观察到支

原体的特有形态#弥补了上述假阳性和假阴性的缺点*

为了解本地区
UL

和
TJ

感染及药物敏感情况#及时指导

临床合理用药#本研究对本市
A&&

例育龄期女性进行支原体培

养#

$$&

例阳性患者的标本做药敏实验#总阳性率为
%%?&@

#其

中
$$&

例培养阳性中#生育组支原体阳性患者占
$'?!@

$

C&

"

$$&

%#不孕组支原体阳性患者占
'$?'@

$

#C&

"

$$&

%#不孕组与

生育组阳性构成比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

&?&A

%#并且

感染以
UL

感染为主*其中
UL

单独感染阳性率最高#其次为

UL

与
TJ

混合感染#

TJ

单独感染最低#这与国内报道一

致(

A

)

*在生育组与不孕组中#

UL

阳性率分别为
'#?C@

$

%!

"

C&

%'

'C?$@

$

#$$

"

#C&

%#

TJ

阳性率为
##?C@

$

'

"

C&

%'

##?$@

$

#1

"

#C&

%&

UL

与
TJ

混合感染阳性率分别为
#C?C@

$

#&

"

C&

%'

#$?A@

$

$&

"

#C&

%*从上述数据分析#

UL

和
TJ

是引起不孕的

主要病原菌之一#可引起输卵管炎而造成输卵管堵塞#使精子

活动受阻及影响早期胚胎发育而导致不孕症(

C

)

*在
$$&

例支

原体感染患者中#生育组与不孕组对壮观霉素'强力霉素'美满

霉素敏感性较好#敏感率分别为
B#?1@

'

B$?#@

'

11?!@

#

B&?B@

'

B&?B@

'

1'?!@

#与国内报道一致(

'

)

*

#C&

例不孕患者

中支原体对环丙沙星耐药率为
C$?A@

#其次为左氧氟沙星耐

药率
A'?A@

#氧氟沙星
%C?$@

#罗红霉素与阿奇霉素耐药率分

别为
%C?$@

和
%!?'@

*其中
TJ

对环丙沙星'左氧氟沙星'罗

红霉素和阿奇霉素的耐药率高于
UL

*各地区
UL

和
TJ

合并

感染的药敏结果差异较大#但混合感染在临床并不少见#因此

有一定临床参考价值*以上提示混合感染的耐药率比单独感

染耐药率高#且差异较明显#这是由于
TJ

的结构特殊#有多种

耐药基因#尤其对十四'十五环大环内酯类抗菌药物天然耐药*

相关研究报道#

>:

/+

基因突变可引起
TJ

对喹诺酮类药物交

叉耐药#多种耐药机制共同发挥作用#使
TJ

的耐药较严重(

1

)

*

有流行病学调查显示#支原体对各种药物的敏感率在不同地区

存在明显差异#主要与地区的临床医生用药习惯及耐药菌株的

出现有关(

B

)

*因此#调查分析本市不孕患者支原体感染及耐药

情况意义重大*

液体试剂盒可以快速地判断支原体单纯感染或混合感染

的药敏实验结果#且操作简便#但在检测耐药性时也有一定不

足#一是目前各试剂厂家大多参考梅里埃公司的标准#质量参

差不齐#而且只能定性检测#美国临床和实验室标准化协会

$

3)"*

%在
$&#$

年底确立了支原体药敏实验判断标准#所推荐

的抗菌药物种类非常有限(

#&

)

&二是对
TJ

与
UL

混合感染#液

体试剂盒不能提供每种支原体的药敏情况*因此对支原体的

科学研究#考虑到
UL

与
TJ

耐药谱的不同#应分别对其检测#

并用稀释法准确定量检测药敏实验结果#更好地为临床提供依

据(

##=#$

)

*

本研究结果提示#本市不孕患者在排除其他原因后#支原

体感染引起的不孕应选择敏感性高的壮观霉素'美满霉素'强

力霉素作为治疗药物*而喹诺酮类和大环内酯类药物的耐药

性都较高#分析原因可能是这两类抗菌药物的不合理使用情况

严重#在使用过程中常存在用药剂量不足及疗程不够等问题#

以致低浓度药物长期与患者体内的支原体接触#使其耐药性升

高#产生耐药株并传播#给临床治疗带来困难*因此#为避免盲

目使用抗菌药物#减轻患者经济负担#在临床治疗时应对患者

及时进行健康教育#规范'合理用药#预防支原体耐药株的传播

与流行#以提高本地区优生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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