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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的
"

评价传统中式饮食对重庆地区人群血生化肝功能检测的影响!探索临床以非清晨空腹血代

替清晨空腹血进行肝功能检测的可行性&方法
"

采用前瞻性的自身对照研究方法!分别留取
$$!

例受试者空

腹及餐后血液标本进行肝功能检测&并将餐前%餐后肝功能差值作为因变量!分析其与性别%年龄%体质量指数

"

IMJ

$%既往史%间隔时间%能量物质等因素之间的线性关系!采用
S3SS!'#%

统计软件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结果
"

受试者空腹及餐后肝功能检测结果显示!男%女性餐前%餐后肝功能差值比较!仅
+

/

谷氨酰转肽酶

"

`̀ 2

$%清蛋白"

4LI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G

$

%#%1

$&有既往史组与无既往史组餐前%餐后肝功能差值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G

'

%#%1

$!间隔时间与总胆红素"

2IJL

$%直接胆红素"

WIJL

$餐前%餐后差值有线性回归关

系!且呈正相关#餐前%餐后球蛋白"

L̀I

$差值与总蛋白"

23

$也有线性回归关系!且呈正相关&但肝功能
!%

个

指标餐后检测值变化幅度甚微!总体趋势以餐后轻微降低为主!不影响检测结果&结论
"

中式传统早餐餐后非

空腹血对重庆地区人群肝功能检测并无影响!清晨非空腹血肝功能检测结果可作为临床诊疗的可靠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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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功能检测是临床检验中最基本的生化检验项

目之一$它的各项指标能较准确地反映肝脏本身的病

理生理变化$是判断有无肝脏损害#评估肝病严重程

度#判断治疗效果和疾病转归的重要指标&

!

'

%据统

计$肝功能检测在临床工作中使用频率达
(%[

以

上&

"/&

'

%但长久以来$对于肝功能血液样本检测$一直

有抽取清晨空腹血的限定&

$

'

$在实际工作中$许多患

者对此要求不太了解$常常进食后再到医院就诊$从

而无法采血$耽误了时间$给患者带来极大不便$甚至

可能因此延误病情%有研究表明$给予受试者碳水化

合物#蛋白及脂肪类饮食对肝功能的测定并无影

响&

1/.

'

$国外学者在赫尔辛基市医院对
1!

例健康受试

者和
1!

例患者餐后血检测研究中指出$餐后对丙氨

酸氨基转移酶 (

4L2

)#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

(

4S2

)#碱性磷酸酶(

4L3

)的检测无影响&

'

'

%目前$

尚无大样本研究证实检测结果的可靠性$且受试者试

验餐食均为统一类别$研究结果缺乏说服力%本研究

对纳入的
$$!

例受试者空腹及餐后肝功能检测进行

分析$旨在探讨传统中式早餐对重庆地区人群肝功能

检测指标的影响$为日常肝功能标本采集的可行性提

供依据%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将
"%!)f"%!.

年在陆军军医大学

第二附属医院纳入的
$$!

例重庆地区受试者作为研

究对象$男
!(%

例(

$&#![

)$女
"1!

例(

1)#([

)*年龄

"%

!

'"

岁$平均(

$.#1)d!!#."

)岁%本研究排除试验

前
!

个月内服用降脂药物#嗜烟及嗜酒受试者%本研

究方案获得陆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伦理委员会

批准$所有受试者均签署知情同意书%

:#;

"

仪器与试剂
"

肝功能指标检测采用全自动生化

分析仪(

I6<̂ :=-PAD876?4\1'%%

)$试剂均采用上

海科华生物试剂盒%

:#<

"

方法
"

本研究采用自身随机对照研究$所有入

组受试者试验前一晚清淡饮食$晚餐后禁食
!"5

$试

验当天清晨采取常规坐位留取肘正中静脉血液样本
&

:L

$之后按照重庆人群饮食结构及个人偏好进餐%

本研究采用符合重庆本地早餐膳食习惯的方案$其中

包括牛奶#鸡蛋#面包#包子#馒头#麦片#面条#粥及豆

浆$不限制受试者进食类别#总量$称取其质量并记

录$参照中国食物成分表(

"%%(

年)对受试者进食的食

物能量进行计算%进食后随机再次抽取静脉血
&:L

置于红头管中$并于
'5

内完成血液标本检测%肝功

能测量的指标主要包括总胆红素(

2IJL

)#直接胆红

素(

WIJL

)#

4L2

#

4S2

#

+

/

谷氨酰转肽酶 (

`̀ 2

)#

4L3

%总蛋白(

23

)#清蛋白(

4LI

)及球蛋白(

L̀I

)%

:#=

"

统计学处理
"

数据采用
S3SS!'#%

统计软件进

行分析%连续变量指标先做正态性检验$服从正态分

布的指标以
1dA

表示$不服从正态分布的指标以中

位数(四分位数)&

C

(

G

"1

!

G

.1

)'表示%空腹与餐后肝

功能指标比较采用配对样本
:

检验#配对样本
T+8</

AHA-

符号秩检验$不同性别之间空腹与餐后肝功能指

标变化量比较以及有无高血压和糖尿病既往史者空

腹与餐后肝功能指标变化量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

检

验#

T+8<AHA-

秩和检验%采用
36=?,A-

相关分析方法

探讨肝功能各检测指标进食前后差值与营养素指标

的相关性*采用逐步回归法对单因素分析中具有显著

性意义变量进行线性回归分析$以
G

$

%#%1

为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空腹及餐后肝功能测定结果
"

分析
$$!

例受试

者餐后的肝功能检测指标显示$肝功能酶学指标

(

4L2

#

4S2

#

`̀ 2

#

4L3

)#胆红素(

2IJL

#

WIJL

)#蛋

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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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LI

#

L̀I

)餐后检测值较餐前均略微降低%

本研究所测定的
!%

项肝功能检测指标空腹与餐后结

果经配对样本
T+8<AHA-

符号秩检验#配对样本
:

检验

分析$除
4LI

"

L̀I

#

WIJL

外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G

$

%#%1

)%见图
!

!

$

%

图
!

""

$$!

例受试者空腹(餐后肝功能%酶学指标&

检测结果比较

图
"

""

$$!

例受试者空腹(餐后肝功能%蛋白&检测结果比较

;#;

"

不同性别受试者空腹#餐后肝功能检测结果比

较
"

$$!

例受试者中男性
!(%

例(

$&#![

)$女
"1!

例

(

1)#([

)$比较两组受试者进食后肝功能变化发现$

男性#女性肝功能检测值较餐前均略微降低%计算两

组餐前#餐后肝功能指标差值后采用
T+8<AHA-

秩和

检验$男女之间餐前#餐后
`̀ 2

#

4LI

差值比较$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G

$

%#%1

)$其余肝功能餐前#餐后差值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G

'

%#%1

)%见表
!

%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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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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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受试者空腹(餐后
4LI

#

L̀I

检测结果比较

;#<

"

有既往史(高血压#糖尿病)与无既往史受试者

空腹及餐后肝功能检测结果比较
"

受试者中有高血

压和糖尿病既往史者
1!

例(

!!#)[

)$无高血压和糖

尿病既往史者
&(%

例(

''#$[

)%比较两组受试者进

食后肝功能变化发现$两组受试者餐后肝功能检测值

较餐前也均略微降低%计算两组餐前#餐后肝功能指标

差值后采用
T+8<AHA-

秩和检验$两组间肝功能餐前#餐

后差值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G

'

%#%1

)$见表
!

%

;#=

"

相关及多元逐步线性回归分析
"

探讨肝功能各

检测指标进食前后差值与性别#年龄#体质量指数

(

IMJ

)#既往史#间隔时间及营养素指标的相关性单

因素相关分析显示$间隔时间与
2IJL

#

WIJL

餐前#餐

后差值$

23

与
L̀I

餐前#餐后差值有相关关系%多

元逐步线性回归分析发现$间隔时间与
2IJL

#

WIJL

变化值有线性回归关系$且呈正相关*餐前#餐后
L̀I

差值与
23

也有线性回归关系$且呈正相关%见

表
"

#

&

%

图
$

""

$$!

例受试者空腹(餐后胆红素检测结果比较

表
!

""

不同性别受试者(有无既往史受试者肝功能变化量检测结果比较$

C

%

G

"1

!

G

.1

&'

检测指标

性别

男性餐前#餐后

肝功能差值

女性餐前#后

肝功能差值
G

既往史

有既往史者餐前#餐后

肝功能差值

无既往史者餐前#餐后

肝功能差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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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变量肝功能餐前(餐后差值与其他变量之间的相关分析

因变量
性别

9 G

年龄

9 G

IMJ

9 G

既往史

9 G

间隔时间

9 G

4L2 f%#"!) %#'"( %#%!$ %#(') %#1). %#1)' f%#"'% %#.'%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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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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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变量肝功能餐前(餐后差值与其他变量之间的相关分析

因变量
总蛋白

9 G

总脂肪

9 G

总碳水化合物

9 G

总热量

9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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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JL f%#%'! %#%'( f%#%.& %#!"1 f%#%%& %#(1& f%#%$" %#&.(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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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IJL

(

WIJL

餐前(餐后差值与间隔时间)

L̀I

餐前(

"""

餐后差值与
23

质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指标
9 (1[>( G

间歇时间与
2IJL %#&"$ %#!1!

!

%#$() %#%%%

间歇时间与
WIJL %#%'$ %#%&%

!

%#!&' %#%%"

23

与
L̀I %#%)) %#%%1

!

%#!". %#%&1

<

"

讨
""

论

""

肝脏是人体重要的组织器官$参与机体合成#储

备#代谢等多种生理功能%肝功能的检查临床应用十

分广泛$是对肝脏有无损伤#评估肝功能储备#判断肝

脏炎性反应程度的重要诊断依据%为保证肝功能检

测值的准确性$临床血样通常采集清晨#禁食
!"5

以

上的空腹血%蓝永乐等&

(

'分析
!1%

例慢性乙型肝炎

患者的采血时间对肝功能检测结果影响的研究中发

现$空腹和餐后
4L2

#

4S2

活性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认为饮食对
4L2

和
4S2

无明显影响%程书权等&

)

'

将
"%%

例住院患者分为肝病组和非肝病组$晚餐后禁

食
!"5

$在次日清早
.

!

%%

采集静脉血后给予两组标

准餐$再在
"5

后抽取第
"

次血液进行
4L2

#

4S2

#

4L3

#低密度脂蛋白等的检测$结果提示这些常用的

肝功能项目检测不受饮食限制%

LY33mOYO

等&

'

'对

!%"

例门诊及住院患者进行了常见生化检查餐前#餐

后的对比$证实餐后
"

个时间点的肝功能与餐前无差

异%许菊梅&

!%

'分析长期在门诊就诊的慢性乙型肝炎

患者的采血时间对
4L2

#

4S2

检测结果影响的研究

显示$餐后时间点对肝功能测定无影响%张红旭等&

!!

'

将
!"(

例自愿受试者分为健康体检组#肝病组和术前

检查组$进餐后各单项指标与餐前比较$均无显著性

差异$认为餐后采血不会对肝功能造成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多个研究结果显示肝功能不

受进食影响$但国外试验的标准餐食一般为荷脂高负

荷饮食$内容多为面包#黄油#巧克力和香肠等高热量

食物$存在种族差异且不符合中国人的饮食习惯%尽

管程书权等&

)

'

#常克宏等&

!"

'

#罗俊生&

!&

'学者对国内受

试者按照国人饮食进行肝功能的分组检查$得出肝功

能不受进食影响$但均存在样本量不够大且实验设计

存在选择偏倚等缺陷%因此$本研究旨在通过在亚裔

人群中较大样本量进一步探索传统早餐饮食对肝功

能是否存在影响%结合重庆市人口早餐习惯$通过分

析
$$!

例受试者传统中式早餐对肝功能检测结果表

明$餐后
4LI

"

L̀I

#

WIJL

两项指标餐后与空腹水平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其余酶学指标#胆红素及蛋

白指标与空腹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但肝功能检

测值均在餐后降低%亚组分析中$性别以及有无既往

史的肝功能指标与空腹肝功能检测值的比较结果$仅

少量指标存在差异$这与王广宇等&

1

'

#张红旭等&

!!

'

#王

熙品等&

!$

'研究结果一致%

本研究按照逐步回归分析法进行分析$选择餐后

肝功能变化值作为研究对象$将性别#年龄#

IMJ

#总

热量等项目与其进行了相关分析及回归分析$其中间

隔时间进入餐后肝功能变化值中的胆红素(

2IJL

#

WIJL

)的回归方程$

23

进入与
L̀I

变化值的回归方

程$结果显示两者均呈正相关$相关系数分别为

%#&"$

#

%#%'$

#

%#%))

%提示间隔时间是
2IJL

和
WIJL

的影响因素$但餐后的肝功能较餐前变化十分微小且

均为指标降低$对临床诊断#治疗均无实际意义%人

体进食过后蛋白质经胃肠道消化#水解成氨基酸$此

后再经肝脏合成
4LI

$而血液中的
4LI

又在体内被

分解利用$任一时间点的血清
4LI

水平反应的是此

时其合成与降解的速度及其分布容积$蛋白的合成和

分解都处于动态平衡&

!1

'

$虽然本次研究发现进食的

23

是餐后
L̀I

的影响因素$但蛋白在体内的平衡状

态取决于人体功能状态$而非进食与否$故进食也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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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对蛋白水平的检测显示出显著差异%

=

"

结
""

论

""

本研究证实在重庆地区人群中$中式传统早餐对

肝功能检测结果无影响$其检测结果不受就餐#性别

等因素限制$餐后肝功能检测值可作为临床检测以及

诊断的可靠依据*而在高血压及糖尿病等循环或代谢

相关疾病人群中$其肝功能变化虽表现出与健康人群

的一致性$但由于样本量较小$尚需大样本试验进一

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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