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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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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

探讨生化指标与妊娠期肝内胆汁淤积症"

P!.

%的相关性及临床意义&方法
!

筛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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妊娠者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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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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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氨酰转移酶"

XX<

%和乳酸脱氢

酶"

5VQ

%&将正常妊娠者与妊娠期
P!.

患者的静脉血'脐血及羊水分别进行比较&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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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正常妊娠者静脉血比较差异也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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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作为
P!.

诊断可靠而实用的指标!可帮助终止妊娠时机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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妊娠期肝内胆汁淤积症$

P!.

&是一种临床常见的妊娠中

晚期特发性疾病#产后迅速消失)

"

*

+

P!.

是由性激素,遗传因

素及环境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具有明显家族性,种族性及地

域性+在我国重庆
P!.

发病率较高#可达
:%'7

)

$

*

+如何根据

实验室检查指标较为准确地监测
P!.

的发生是临床急需研究

的课题+本研究测定了
$''9

年
6

月到
$''8

年
1

月的
P!.

患

者的静脉血,脐血和羊水以及正常妊娠者静脉血
P!.

相关指

标#以探讨和综合分析它们在
P!.

诊断中的意义#现报道

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

"

&对照组!选择
$''9

年
6

月至
$''8

年
1

月

来本院进行围生期体检的孕妇作为对照组#其排除标准为!皮

肤瘙痒,黄疸和肝功能损害#共筛选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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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正常妊娠者#年龄

$"

"

1'

岁#孕龄
$'

"

#8

周+清晨空腹采静脉血
#%'45

#及时

分离血清测定血清总胆汁酸$

<()

&,总胆红素$

<(

&,直接胆红

素$

V(

&,丙氨酸氨基转移酶$

)5<

&,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

$

)O<

&,碱性磷酸酶$

)5.

&,

-

,

谷氨酰转移酶$

XX<

&和乳酸脱

氢酶$

5VQ

&#其中
"99

例还测定了甘胆酸$

!X

&+$

$

&妊娠期

P!.

患者!围生期来本院就诊的
P!.

患者作为筛选对象#其选

择参照张巧玉等)

#

*标准!妊娠前无肝胆疾病及皮肤病%妊娠中

晚期出现从手足开始且进行性加重并累及全身的皮肤瘙痒#以

夜间为重%合并黄疸和肝功能损害%无其他妊娠并发症+共筛

选出
"'$

例异常妊娠者#孕周
"8

"

#6

周#年龄
$"

"

1"

岁+清

晨空腹采静脉血
#%'45

#及时分离血清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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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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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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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其中
1#

例还测定了
)5.

,

XX<

,

5VQ

+同时

还测定了
P!.

患者羊水
$9

例和脐血
#:

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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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

,

!X

,

)5<

,

)O<

,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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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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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

,

)5.

,

XX<

,

5VQ

测定使用

日本岛津
!5,9'''

型全自动生化仪%

<()

,

)5.

,

XX<

,

5VQ

使用的试剂由上海科华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提供#

<(

,

V(

,

)O<

,

)5<

使用的试剂由上海科华东菱诊断用品有限公司提

供+实验操作严格按照厂家提供试剂盒参数设计及仪器操作

说明书进行#质控品由上海复星长征医学科学有限公司提供+

$%/%/

!

!X

测定使用科大创新股份有限公司中佳分公司
X!,

8""

-

放射免疫计数器#试剂为北京科美东雅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P!X

放射免疫分析药盒$

-P)

&+

$%/%'

!

测定方法
!

<()

测定采用循环酶法#

<(

,

V(

测定采

-

8:""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8

卷第
"'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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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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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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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A%8

!

Z=%"'



用钒酸盐氧化法#

)O<

测定采用紫外
,

苹果酸脱氢酶法#

)5<

测定采用紫外
,

乳酸脱氢酶法#

)5.

测定采用
)W.

缓冲液法#

XX<

测定采用
5,

-

,

谷氨酰
,#,

羟基
,1

硝基苯胺法#

5VQ

测定

采用乳酸法#

!X

测定采用放射免疫法+

$%'

!

统计学方法
!

采用
9

检验进行统计学处理+

/

!

结
!!

果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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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组静脉,脐血,羊水中各指标阳性率
!

见表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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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与对照组生化指标测定结果
!

见表
$

+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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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静脉*脐血*羊水中各项指标阳性率&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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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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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8"%6 66%9 99%8 &%: :"%" 8"%6 8"%6 "''%'

羊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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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与对照相比#

"

G

$

'%'&

%与
P!.

患者静脉血比较#

#

G

$

'%'&

%与
P!.

患者脐血比较#

#

G

$

'%'&

+

'

!

讨
!!

论

P!.

的发病机制尚不清楚#患
P!.

时母体胆汁酸代谢紊

乱#母体胆汁淤积#胎盘从胎儿向母体转运胆汁酸的效率降

低)

1

*

#使胎儿体内胆汁酸淤积+升高的胆汁酸可刺激胎儿结肠

机械运动)

&

*

#刺激平滑肌#使平滑肌蠕动性增加#胎儿肠蠕动的

增加可使羊水胎粪污染#而胎粪又可能造成胎盘静脉收缩导致

胎儿突然窘迫#胆汁酸沉积于胎盘引起胎盘病理改变#使胎盘

滋养叶细胞肿胀#绒毛基质水肿#绒毛间隙缩小引起灌注不良#

胆汁酸也可造成胎盘静脉的收缩而致胎儿窘迫+同时胆汁酸

可对胎儿产生直接毒性作用#使胎儿缺氧,窒息#甚至死亡+

P!.

的诊断除了临床表现外#实验室检查是重要的辅助诊

断依据+通过研究#

P!.

患者组静脉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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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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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正常妊娠者静脉血差异均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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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羊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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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正常妊娠者静脉血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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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脐

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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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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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

,

!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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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X<

,

5VQ

与
P!.

组静脉血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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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羊水
<()

,

<(

,

V(

,

!X

,

)5<

,

)O<

,

)5.

,

XX<

,

5VQ

与
P!.

组静脉血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G

$

'%'&

&%

P!.

组羊水
<(

,

V(

,

)O<

,

)5.

,

XX<

,

5VQ

与
P!.

组脐血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G

$

'%'&

&+

通过统计分析发现#羊水中除
<()

,

!X

,

)5.

外其他各项

目的浓度都较低#且羊水中各指标阳性率都较低#除
!X

外其

他均小于
&'7

#

<(

甚至为
'7

+脐血阳性率较羊水高#且
<(

,

V(

,

)5.

,

XX<

,

5VQ

的阳性率高于静脉血#

5VQ

甚至达到

"''7

#但是其特异性尚未得到证实+羊水,脐血与静脉血相

比#对于
P!.

的诊断并无优势#加上羊水与脐血标本采集的特

殊性存在一定风险#无法做到常规检测+因此并不推荐采集羊

水,脐血标本来帮助
P!.

诊断#但
P!.

患者的羊水及脐血上述

指标的改变有待进一步探讨+

P!.

组静脉血中
!X

平均升高幅度远远高于其他项目#阳

性率也高于其他项目#达到
887

#可以把
!X

作为中晚期妊娠

的常规检验项目#用于
P!.

的筛查+在本次统计中#

)5.

的阳

性仅次于
!X

#达
9:7

#是
P!.

诊断的较敏感指标#但
)5.

几

乎存在于机体的各个组织中#因此
)5.

并不能用于
P!.

的筛

查#只能用于
P!.

的补充诊断+

静脉血
<()

的阳性率达
9$%#7

#与王晓东等)

:

*的研究相

似+虽然有近
$'7

的病例在发病时
<()

处在正常水平#但仍

是
P!.

诊断的敏感指标#可用于
P!.

的补充诊断#或通过
<()

与
!X

联合监测
P!.

+

)5<

的阳性率高于
)O<

#平均升高倍

数也高于
)O<

#

)O<

和
)5<

是评价肝功能的敏感指标#患肝

胆疾病时#它们都可升高#在诊断
P!.

时这些指标不能作为确

诊的指标#可作为补充诊断+妊娠期由于血液稀释#胆红素在

正常时降低#但
P!.

患者胆红素较正常浓度升高#其平均值仍

在参考范围内#

<(

阳性率为
$&%&7

#

V(

平均值并未升高#在

P!.

患者中仅
$:%&7

为阳性#诊断敏感性不高+

XX<

阳性率

低于
&'%'7

#且在
P!.

中仅为轻微增高#而
5VQ

阳性率不到

"'%'7

#平均值尚在正常范围#因此二者都不是
P!.

诊断的有

效指标+

P!.

通常发生在妊娠晚期#一般发生于妊娠
#'

"

#"

周#但

也有在妊娠
$'

周左右发病的+目前现临床上没有
P!.

治疗的

公认药物#

P!.

对孕母影响较小#仅为皮肤的瘙痒以及由于维

生素
]

缺乏所致的产后出血#但对胎儿影响严重#可导致胎儿

早产,窘迫及围生儿的缺氧和死亡#因此加强实验室指标的监

测#适时采取合适的方式治疗或终止妊娠对$下转第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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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
!!

论

胆红素是人体血红蛋白分解代谢的产物#长期以来作为肝

胆疾病和血液系统疾病的诊断指标已为人们所熟悉+但随着

近年来对胆红素系统研究的不断深入#已认识到胆红素还是体

内一种生理性抗氧化剂#具有比维生素
2

,维生素
!

更强的抗

氧化活性+适量的胆红素对心,脑,肝脏和血管等组织,器官具

有保护作用)

&

*

+

国内外学者先后摸索并成功地推出了许多测定血清胆红

素的方法)

:

*

+主要有重氮法,改良
,̂X

法,胆红素氧化酶法,钒

酸盐氧化法,亚硝酸氧化法+前两种方法都受溶血脂浊的干

扰#而胆红素氧化酶法则因酶试剂成本较昂贵以及酶来源,纯

度,稳定性等问题影响了它在实际工作中的应用+

"88#

年日

本学者
<=cH>C

建立了钒酸盐氧化法测血清总$直接&胆红素#

是目前实验室应用较为普遍的方法+其原理是在
B

Qa#

的条

件下#血清胆红素可经钒酸盐氧化成胆绿素#从而使胆红素特

有的黄色减少#可根据加入钒酸盐前后
1&'34

处吸光度的下

降与血清胆红素呈正比#通过测定其氧化前后吸光度值的差计

算出胆红素浓度+

本实验结果表明#洛阳地区健康人群血清
<(P5

的含量存

在性别和年龄差异#男性血清
<(P5

明显高于女性#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G

$

'%'&

&#总体参考值范围比.全国临床检验操作

规程/$第
#

版&血清
<(P5

参考值范围
#%1

"

"6%"

!

4=A

"

5

高#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因此长期以来不同地域,不同实验室沿用

教科书或厂家说明书提供的血清
<(P5

参考值#且男女混用#

对老年人仍然沿用以中青年为主体参考人群所建立的参考值#

是不科学,不严谨的+通过本文表明#各地应根据地区的条件#

在搞好质量控制的前提下#建立适合本地区的血清
<(P5

参

考值)

6

*

+

研究认为血红蛋白与机体营养状况呈正相关#血红蛋白与

血清
<(P5

呈高度正相关#血红蛋白含量高的人群
<(P5

水平

高于血红蛋白低的人群+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

提高)

9

*

#机体营养水平得到很大提高#这可能是洛阳地区
<(P5

水平升高的原因之一+

本文得出的血清
<(P5

参考值范围的调查仅限于有限的

研究对象基础上#还没有公认的参考值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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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P!.

患者来说至关重要+

Q?F3=3?3

和
]FcF3?3

)

6

*通过
6

年

P!.

患者肝脏生化指标研究#提出肝脏生化指标的升高$包括

)5<

,

)O<

,

)5<

等&#提示胎儿在危险中#需及时终止妊娠)

:

*

+

当胆汁酸的浓度达到
1'

!

4=A

"

5

时#胎儿并发症的概率开始增

加#胆汁酸的浓度每增加
"

!

4=A

"

5

#胎儿并发症的概率就会增

加
"7

"

$7

)

9

*

+因此#在
P!.

的实验室检查中#可以用
!X

进

行常规检测以及动态监测指标#同时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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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

)O<

,

)5.

帮助终止妊娠时机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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