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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硬化期%这有赖于对肝纤维化期阶段的预测和

诊断#

%<;

$

&

'

<

烯醇化酶是一种可以在肝纤维化患者体内诱发

自身免疫应答的自身抗原%也是肝纤维化诊断的一种

潜在的预测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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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表明可以通过原核表达

技术获取人源化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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烯醇化酶%该蛋白是一种稳定的

亲水性蛋白质%以此作为抗原%建立血清学诊断模式%

用所建立的
*U0.2

方法检测肝纤维化期患者'肝硬

化期患者及健康对照组血清中抗
'

<

烯醇化酶自身抗

体%结果显示在肝纤维化期和肝硬化期患者血清中%

抗
'

<

烯醇化酶自身抗体的阳性率高于健康对照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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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且在纤维化期患者中也显著高于肝硬化

期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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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研究表明%在自身免疫性肝炎

的患者血清中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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烯醇化酶抗体的阳性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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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于原发性胆汁性肝硬化 (

#&̂

)和肝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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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随着肝脏疾病的进展%抗
'

<

烯醇化酶抗体水平呈降低的趋势%尽管现在缺少这种

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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烯醇化酶抗体从良性肝脏疾病到末期疾病过程

中水平变化的全面研究%但是检测抗
'

<

烯醇化酶抗体

水平从肝纤维前期到肝硬化再到肝癌的变化表明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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烯醇化酶抗体的出现或许是肝脏疾病诊断的预示性

标志物%也可以作为肝纤维化期的生物标志物&

尽管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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烯醇化酶抗体在肝纤维化形成过程中

的发挥机制还不清楚%但有研究报道这种酶可以使纤

维蛋白溶酶原结合在细胞表面%也可促使单核细胞在

急性肺损伤时移向炎症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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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据报道
'

<

烯醇

化酶可以被
T1-

信号(在纤维化中起积极作用)途径

调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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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
'

<

烯醇化酶在促进免疫细胞趋向炎性

反应区域的作用证明
'

<

烯醇化酶也可能参与肝纤维

化早期的炎性反应&然而随着疾病进展到不可逆的

纤维化晚期%很多因素参与到发病机制里%肝硬化期

细胞外基质比正常肝脏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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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因此推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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烯醇化酶

在肝纤维化早期作为一种促炎因子可起到重要作用%

随着疾病发展%细胞外基质发挥主要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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烯醇化酶

的作用会逐渐减退%同时导致宿主对
'

<

烯醇化酶的免

疫应答减少&

肝纤维化的早发现'早治疗可在一定程度上阻止

疾病的发展%因此诊断早期纤维化的血清标志物非常

重要%本研究证实了
'

<

烯醇化酶作为一种潜在的预测

因子对肝纤维化的早期诊断价值%其对早期干预治

疗'防止进展到肝硬化期'提高患者的生存率具有一

定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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