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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手术前与手术后
:0

比较!

+

F

%

$A$B

.手术前与手术后
:

周比较!

$

F

%

$A$B

>

#

讨
##

论

##

胰腺癌早期常无明显症状!因腹痛"腹胀"消瘦"

黄疸等非特异性症状就诊时多数已处于中晚期#本

研究
DB

例行切除性手术患者中!

&

期患者占
DCA$Eb

&

C"

+

DB

'#由于胰腺癌常呈浸润性生长!易浸润胰腺

周围器官及血管!而肝脏与胰腺毗邻!因此!胰腺癌时

常伴随肝脏功能的改变#常用的肝功能指标有

2T(

"

2%(

"

2TV

"

,

=II(

"

(7

和
L7

#

2T(

和
2%(

是反映肝细胞损伤的主要指标!其中
2T(

是最常用

的敏感指标!主要存在于肝细胞的细胞质中.

2%(

主

要存在于肝细胞线粒体中!当肝细胞严重损伤时!线

粒体崩解!

2%(

释放入血.

2TV

和
,

=II(

则主要与

胆汁淤积有关.

(7

和
L7

是主要反映肝脏排泄"分泌

及解毒功能的指标)

E

*

#胰腺癌患者肝脏受损时!常伴

有上述指标的变化#

在本研究中!胰腺癌患者肝功能的变化与原发肿

瘤部位密切相关#胰头癌的肝功能指标血清水平明

显高于胰体尾部癌!这和胰腺与肝脏的解剖位置有

关!胰头部靠近肝脏!胰头部肿瘤更易压迫或浸润至

肝脏!引起肝脏淤胆!导致特异性和非特异性细胞免

疫功能损害!进一步引起营养不良"代谢障碍等)

C

*

#

而
E$b

"

C$b

的胰腺导管腺癌见于胰头!余者见于胰

体&

Bb

"

:Bb

'和胰尾部&

:$b

"

:Bb

'!可见大部分

胰腺癌可伴有肝脏功能的损伤#此外!

2T(

"

2%(

和

(7

水平与肿瘤的病理分级和淋巴结转移有关!研究

发现!淋巴结转移是胰腺癌的首要转移方式!并且具

有较高的转移率)

D=;

*

#本研究中淋巴结转移与肝损害

及肝脏排泄分泌有关!因此!虽然目前扩大的淋巴清

扫对提高胰腺癌患者的远期生存率仍有争议)

:$=::

*

!但

根治性手术时进行淋巴结清扫可能改善胰腺癌患者

的肝功能状态#在本研究中亦显示!

42:;=;

水平的

变化也引起
(7

和
L7

水平的显著差异!可见
42:;=;

与肝脏的分泌排泄功能有关#

42:;=;

作为临床上用

于胰腺癌诊断最广泛的肿瘤标志物)

:#=:!

*

!具有重要诊

断意义#因此!对胰腺癌伴梗阻性黄疸患者手术时解

除肝脏淤胆!肝功能逐渐改善!可更好地发挥
42:;=;

在胰腺癌的术后疗效监测中作用#

胰腺癌患者手术前后肝功能指标水平的变化显

示!在术后
:0

!

2TV

和
,

=II(

水平降低!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而
2T(

"

2%(

"

(7

和
L7

水平略有升高!但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在术后
:

周!

E

项肝功能指标均降

低!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此结果表明根治性手术能

显著缓解肝脏淤胆的症状!改善患者的肝功能状态!

逐步恢复机体的代谢和免疫功能#因此!对耐受根治

性手术患者!根治性手术不仅是目前可治愈胰腺癌的

唯一有效方式和根本保障!对提高其生存质量也至关

重要#既往研究表明)

:"=:B

*

!肝脏是胰腺癌最常见转移

部位!肝转移是胰腺癌患者最重要的不良预后因

素)

:E

*

#因此!改善胰腺癌患者的肝功能状态!为后续

综合治疗提供基础!可能对减缓胰腺癌肝转移及复发

的进程具有重要意义#

?

#

结
##

论

##

根治性手术切除作为治疗胰腺癌的首选方式!不

仅能显著缓解患者的肝损害!为后续治疗提供基础!

而且可能减缓胰腺癌复发及转移的进程!笔者后期将

进一步进行随访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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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于
2%G2

的早期诊断!为临床及早对病情进行干

预"监测提供有价值的信息#但是已有研究报道抗链

球菌溶血素
H

并不能像红细胞沉降率"

4=

反应蛋白一

样作为判断病情严重程度和衡量治疗效果的指

标)

:E=:C

*

#因此!在类风湿关节炎的检查中不宜单独使

用抗链球菌溶血素
H

判断类风湿关节炎病情的发展!

抗链球菌溶血素
H

仅限于在
2%G2

中或与其他检测

指标联合诊断评估病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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