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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的
!

评价脂肪负荷餐对血生化肝功能指标的影响!探索临床以非清晨空腹血进行肝功能检测的可行性%方法
!

采

用自身前后对照试验设计!

$%.

例受试者于空腹及进食脂肪负荷餐后
!

&

'

&

$

&

LA

采集血样!分别检测血生化肝功能指标!分析进餐

前后肝功能指标的变化%结果
!

进餐前&后不同时点肝功能指标的变化幅度非常小!且以餐后轻微降低多见%脂肪负荷餐对青年

组与中年组&男性组与女性组&空腹血脂正常组与异常组餐后肝功能指标变化的影响!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对肝功能正

常组和异常组餐后直接胆红素"

PN9U

$&丙氨酸氨基转移酶"

+U7

$&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

+O7

$&

)

5

谷氨酰基转移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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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检

测值变化过程的影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但肝功能正常组和异常组餐后
!

&

'

&

$A

的检测值与空腹检测值之间的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

!

%

%#%-

$!故认为此差异无临床意义!不影响餐后肝功能指标的检测结果%结论
!

脂肪负荷餐对肝功能指标检测

无影响!肝功能检查可以随时抽血进行%

关键词"肝功能指标#

!

脂肪负荷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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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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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脏作为人体重要的代谢器官#具有较强的合成*分泌*生

物转化等功能)临床一般通过检测血清总胆红素$

7N9U

&*直

接胆红素$

PN9U

&*间接胆红素$

RN9U

&和丙氨酸氨基转移酶

$

+U7

&*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

+O7

&*碱性磷酸酶$

+U2

&*乳

酸脱氢酶$

UP(

&*

)

5

谷氨酰基转移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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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指标来反映肝

细胞功能)肝细胞变性坏死时可出现血清肝功能指标检测值

升高)

+U7

与
+O7

分别主要存在于肝细胞的细胞质与线粒

体中#当肝细胞受损时#细胞膜通透性增加#细胞质中的
+U7

释放入血#血清中
+U7

首先升高%当肝细胞持续损伤或损伤

较重时#线粒体遭到破坏#则血清
+O7

随后升高'

"

(

)

+U2

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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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反映胆汁淤积情况'

!

(

)高浓度的胆汁淤积可诱导

)

537

合成#使
)

537

从膜结合部位溶解释出#导致血清中
)

5

37

增加'

.

(

)阻塞性黄疸*肝内胆汁淤积*肝细胞性黄疸等影

响胆红素代谢*排泄的肝胆疾病#均可导致血清胆红素升高)

临床生化常规检查要求采集清晨空腹血#距离医院路途较

远的患者需要长时间空腹#其发生低血糖*晕针等不良反应的

风险增加%部分患者则因已进食早餐而不得不反复就医)国内

外已有学者进行过进食对肝功能指标检测影响的研究#结果显

示蛋白质及脂肪类饮食对肝功能检测结果无影响)但由于此

类研究大多试验例数较少#且仅对比观察了空腹至餐后
!A

的

肝功能指标#观察的时间有限#故研究结果的说服力不够强#也

未被临床采纳)本研究通过同一受试者清晨脂肪负荷餐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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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医学与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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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郑靖#女#硕士研究生在读#主要从事
(

期临床试验与药物基因组学方向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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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后
!

*

'

*

$

*

LA

采样#测得的肝功能指标的自身对照研究#评

价了脂肪负荷餐对肝功能指标检测的影响#探讨了餐后肝功能

指标的变化趋势#为探索以非清晨空腹血检测肝功能的临床可

行性提供了科学依据)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试验共纳入
$%.

名受试者#其中男
!"'

例

$

.-#-\

&#女
.L6

例$

$'#-\

&#年龄
!%

!

-6

岁#排除已知血糖

异常及试验前
"

个月内服用过降脂药物者%对脂肪负荷餐食物

过敏或不能耐受者%嗜烟*酗酒者)本研究方案获得了四川大

学华西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受试者均签署了知情同意书)

$#/

!

仪器与试剂
!

本研究参考国内外脂肪负荷餐方案'

'5-

(

#制

订的脂肪负荷餐为切片面包
!%%

?

#黄油
-%

?

#全脂纯牛奶
!-%

GU

#总热量为
"%%%[0@C

"人#其中脂肪$

-&

?

&*碳水化合物

$

!%%

?

&和蛋白质$

L

?

&分别占总热量的
'"#%\

*

'.#%\

和

"$#%\

)所有肝功能指标检测均采用全自动生化分析仪$

a5

C

H

G

D

K=+S'%%

&#校准血清$

)+URNT+7RaWO,TSQ5U,V5

,U!

#

U8>W8#6"%SW

&购自朗道公司$

T+WPadU@/8B@>8B9<=

U>I

&)

$#'

!

方法
!

本研究采用自身前后对照试验设计#所有受试者

试验前
"I

晚餐后禁食
"%A

以上#于试验当日清晨采集空腹血

样
.GU

后#进食统一的脂肪负荷餐#采集餐后
!

*

'

*

$

*

LA

静脉

血各
.GU

#进行肝功能指标检测)脂肪负荷餐后
LA

!

不得

进食#可适量饮水)将采集的静脉血
.GU

置于红头管中#常

温静置
.%G9:

后#转移至离心机以
.-%%B

"

G9:

常温离心
"-

G9:

)血清标本均于
LA

内完成检测)检测指标包括!

7N9U

*

RN9U

*

PN9U

*

+U7

*

+O7

*

+U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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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UP(

)

7N9U

*

PN9U

*

RN9U

测定采用氧化法%

+U7

*

+O7

*

+U2

*

UP(

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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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定采

用速率法)

$#1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O+O6#.

统计学软件进行分析)定量

指标以均数*标准差*最大值*最小值描述)对定量指标首先进

行正态性检验#若服从正态分布#则采用独立样本
:

检验进行

组间比较%若不服从正态分布#则采用
c9C08_8:

秩和检验进行

组间比较)各生化指标不同检测时点间的比较采用重复测量

方差分析#并采用重复测量资料的混合效应模型$

Q9_<IG8I5

<C

&进行分组因素与时间的交互效应分析#

!

$

%#%-

说明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空腹和餐后不同时间点肝功能指标的变化
!

分析所有受

试者
-

个时间点的肝功能指标检测值发现#胆红素$

7N9U

*

PN9U

和
RN9U

&于餐后轻微降低#

'

!

$A

时降至最低#

LA

稍有

回升#但仍低于空腹水平%酶学指标$

+U7

*

+O7

*

UP(

和
)

5

37

&也均于餐后轻微降低#

'A

时最低#

$

!

LA

恢复至空腹水

平%

+U2

餐后轻微升高)经重复测量方差分析#所有肝功能指

标空腹和餐后不同时点的检测值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

%#%-

&#但其变化均为餐后轻微降低)受试者空腹*餐后

不同时间点肝功能指标的变化#见表
"

)

表
"

!!

受试者空腹#餐后不同时间点肝功能指标的变化$

HMB

%

项目 空腹 餐后
!A

餐后
'A

餐后
$A

餐后
LA !

7N9U

$

*

U

"

U

&

"!#"M-#% "%#.M'#'

"

L#!M.#'

"

L#"M.#.

"

6#.M.#6

"

%#%%%

PN9U

$

*

G8C

"

U

&

'#!M!#- .#$M!#.

"

.#"M"#L

"

.#%M"#L

"

.#-M!#%

"

%#%%%

RN9U

$

*

G8C

"

U

&

&#6M.#. $#&M!#6

"

-#"M!#'

"

-#"M!#.

"

-#LM!#$

"

%#%%%

+U7

$

S

"

U

&

!&#'M!.#! !$#LM!.#! !-#LM!!#$

"

!$#&M!.#% !&#6M!-#" %#%%-

+O7

$

S

"

U

&

!.#6M"$#. !.#'M"&#6 !!#$M"&#'

"

!.#-M"&#.

"

!'#'M"L#% %#%%%

+U2

$

S

"

U

&

$%#$M!%#! $!#&M!"#%

"

$"#!M!"#"

"

$!#.M!"#%

"

$.#$M!!#-

"

%#%%%

UP(

$

S

"

U

&

"-!#LM..#. "'6#-M."#" "'-#$M."#"

"

"-%#'M.!#6 "--#.M.&#-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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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

U

&

!-#%M6%#& !'#.M6$#" !'#.M6'#$ !'#LM6!#. !-#$M6$#' %#%'-

!!

注!与空腹比较#

"

!

$

%#%-

)

/#/

!

不同年龄组餐后肝功能指标变化的比较
!

参照世界卫生

组织
3NP!%%%

的标准#将受试者分为青年组$

!%

!

''

岁&和中

年组$

'-

!

-6

岁&#其中青年组受试者共
'"$

例%中年组受试者

共
"L&

例)各时点青年组的
7N9U

*

PN9U

*

RN9U

均较中年组高#

而
+U7

*

+O7

*

UP(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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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均比中年组低#且差异均具有统

计学意义$

!

$

%#%-

&)脂肪负荷餐后两组肝功能指标的变化

趋势一致#且变化幅度均非常小#胆红素均为餐后
'

!

$A

降至

最低#

LA

有所回升#但未恢复至空腹水平%

+U7

*

+O7

*

UP(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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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于餐后轻微降低#

$

!

LA

恢复至空腹水平%

+U2

餐后

均轻微升高)各时点青年组
7N9U

*

PN9U

*

RN9U

的变化幅度较

中年组稍大#经重复测量资料方差分析#青年组和中年组不同

时点
7N9U

*

RN9U

*

PN9U

与时间的交互效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而不同时点
+U7

*

+O7

*

+U2

*

)

537

*

UP(

与时间

的交互效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

/#'

!

男女受试者餐后肝功能指标的变化
!

$%.

例受试者中男

!"'

例$

.-#-\

&#女
.L6

例$

$'#-\

&#比较男女两组餐后肝功

能指标的变化情况#结果显示!男性组各时间点的
7N9U

*

RN9U

*

PN9U

*

+U7

*

+O7

*

+U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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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P(

检测值均较女性组稍高#

两组间
7N9U

*

RN9U

*

PN9U

*

+U7

*

+O7

*

+U2

的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

$

%#%-

&#而
)

537

*

UP(

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男性和女性组的
7N9U

*

RN9U

*

PN9U

*

+U7

*

+O7

*

UP(

*

)

537

均于餐后轻微降低#餐后
'

!

$A

降至最低#

+U7

*

+O7

*

UP(

*

)

537

于餐后
LA

回升至空腹水平)

+U2

餐后均轻微升

高)经重复测量资料方差分析#男性组和女性组不同时点

7N9U

*

RN9U

*

+U7

*

+O7

*

)

537

*

+U2

与时间的交互效应#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

!

%

%#%-

&)但餐后
PN9U

降低幅度男性组大于

女性组#

UP(

的降低幅度女性组大于男性组#且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

$

%#%-

&)

/#1

!

空腹肝功能正常和异常组餐后肝功能指标的变化
!

将

$%.

例受试者分为肝功能正常组$

+U7

与
+O7

$

"#-SU7

&与

肝功能异常组$

+U7

或
+O7

'

"#-SU7

&)其中肝功能正常组

共
-$%

例#异常组共
'.

例)比较肝功能正常受试组和异常组

-

-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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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后肝功能指标的变化情况#结果显示!两组餐后
7N9U

*

RN9U

*

PN9U

均为餐后轻微降低#

+U7

*

UP(

也为餐后
'A

降至最低#

LA

恢复至空腹水平%但肝功能正常组
+O7

*

)

537

于餐后降

低#

LA

恢复至空腹水平#而肝功能异常组餐后
+O7

*

)

537

轻

微升高#餐后
LA

达最高)虽然脂肪负荷餐后肝功能正常组与

异常组
+O7

与
)

537

的变化趋势略有不同#但肝功能异常组

+O7

与
)

537

餐后
!

*

'

*

$A

的检测值与空腹检测值之间的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

经重复测量资料的方差分析发现#肝功能正常组与异常组

不同时点
7N9U

*

RN9U

*

UP(

*

+U2

与时间的交互效应#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

!

%

%#%-

&#而两组不同时点
PN9U

*

+U7

*

+O7

*

)

5

37

与时间的交互效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2

!

空腹血脂正常和异常组餐后肝功能指标的变化
!

将
$%.

例受试者分为空腹血脂正常组$

'.%

例&与异常组$

"&.

例&#比

较空腹血脂正常受试组和异常组餐后肝功能指标的变化情况#

结果显示两组各时点的
7N9U

*

RN9U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但空腹血脂正常组各时点的
PN9U

均高于空腹血脂异

常组$

!

$

%#%-

&#各时点的
+U7

*

+O7

*

)

537

*

UP(

*

+U2

均低

于空腹血脂异常组$

!

$

%#%-

&)两组的
7N9C

*

RN9U

*

+U7

*

+O7

均为餐后
'

!

$A

降至最低#

7N9C

*

+U7LA

恢复至空腹水平#而

RN9U

*

+O7LA

有所回升#但未恢复至空腹水平%

)

537

餐后
!A

降至最低#

LA

恢复至空腹水平)

PN9U

与
UP(

均为餐后
'

!

$

A

降至最低#空腹血脂正常组
PN9ULA

未恢复至空腹水平而异

常组
LA

恢复至空腹水平#空腹血脂正常组
UP(LA

恢复至空

腹水平而异常组
LA

未恢复至空腹水平)

+U2

餐后均轻微升

高)重复测量资料的方差分析#两组的
7N9U

*

RN9U

*

PN9U

*

+U7

*

+O7

*

UP(

*

)

537

*

+U2

与时间的交互效应均无统计学

意义$

!

%

%#%-

&#见表
!

)

表
!

!!

不同组别受试者肝功能指标与时间的交互

!!!

效应统计检验结果

项目
青年组与

中年组
!

值

男性组与

女性组
!

值

肝功能正常组

与异常组
!

值

空腹血脂正常组

与异常组
!

值

7N9U %#%%% %#L%6 %#"$! %#.-!

PN9U %#%%% %#%!' %#%%! %#"-.

RN9U %#%%. %#L.% %#$"! %#'."

+U7 %#-6" %#&"- %#%%% %#-!.

+O7 %#'L6 %#".$ %#%%% %#-.-

+U2 %#!.$ %#.!- %#"%- %#&.6

UP( %#L!6 %#%.6 %#L%! %#""'

)

537 %#%-6 %#!$$ %#%%% %#'$"

'

!

讨
!!

论

!!

肝功能生化检查是肝病诊断*病情评估及预后判断的重要

指标'

$

(

)由于影响因素众多#为保证检测值的准确性#临床常

规要求采集清晨*空腹
L

!

"'A

后的血样用于肝功能检测)但

国内外均有一些研究者提出#血生化检查不必限定为清晨空腹

血)

U<

DD

i:<:

等'

&

(纳入了
-"

例健康人与
-"

例非儿科和妇科

的患者#分别于空腹和餐后
'%

!

L%G9:

*餐后
".%

!

"&%G9:

采

集血样#检测了
.!

个常规血液检测指标#包括血红蛋白*红细

胞*血小板等血常规指标#以及
+U7

*

+O7

*

+U2

*肌酐等生化

指标)结果显示大部分的检测数据在早餐后
"

!

!#-A

都是稳

定的#进食对
+U7

*

+O7

*

+U2

等的测定无影响)郝光洛等'

L

(

对比分析了
"$"

例住院患者早餐前与早餐后
"

!

!A+U7

*

+O7

等
&

项肝功能指标检测值#结果显示餐后与餐前肝功能

酶学指标*蛋白质以及胆固醇等指标检测结果差异均无统计学

意义#故笔者认为普通早餐对肝功能检测指标无影响#血清转

氨酶的升高与否取决于肝细胞的损害程度#与进食无关)张淑

艳等'

6

(在
'.

例健康青年人普通饮食对肝脏功能检测结果的影

响研究中#也发现空腹与餐后
"

*

!A

的肝脏功能检查结果比

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张红旭等'

"%

(在对早餐前后肝功能变

化的观察中#入选
"!6

例门诊及住院患者#将受试者分为健康

体检组*肝病组和术前检查组#每位受试者分别于餐前及餐后

!A

内抽血进行
7N9U

*

PN9U

*

+U7

*

+O7

*清蛋白*球蛋白及
)

5

37

的检测#结果表明
.

组受试者空腹及餐后
!A

肝功能各项

指标的水平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

%

%#%-

&)

但侯耀斌'

""

(对
..-

名受试者考察普通饮食和饮酒*高脂

餐对
7N9U

*

+U7

的影响#结果显示饮酒*高脂饮食后血标本较

为浑浊#该组受试者餐后
+U7

较餐前明显增高#但餐后
7N9U

与餐前水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普通饮食组餐后
7N9U

和

+U7

与餐前相比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因此笔者认为普通饮

食对肝功能测定无影响#但在饮酒和高脂饮食
"!A

后才能进

行肝功能检测)尽管不少研究结果都显示餐前*餐后采血对肝

脏功能的检查结果影响不大#但因为高脂饮食对胆固醇等脂类

代谢影响较大#因而在做血生化检查时仍强调以低脂清淡饮食

为宜)

鉴于之前的研究样本量不够大#餐后采样时间点较少#为

进一步明确高脂饮食对肝功能检测的动态影响#本研究在超过

$%%

例的人群中#采用自身前后对照#考察了脂肪负荷餐后
!

*

'

*

$

*

LA

肝功能检测值与空腹检测值的差异#并动态观察了肝

功检测值的变化趋势)结果提示#所有受试者胆红素与酶学指

标均于餐后轻微降低#随后回升#

+U2

餐后轻度升高)虽然不

同时间点的检测值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但以餐后轻微降低

多见#故可以认为此变化无临床意义#即早餐后可随时进行肝

功能测定)

本研究还分别考察了脂肪负荷餐后青年组与中年组*男性

组和女性组*肝功能正常组与异常组*血脂正常组和异常组的

肝功能指标变化情况#结果提示年龄*性别*血脂水平#均对餐

后肝功能指标变化无影响%尽管肝功能正常组与异常组餐后

PN9U

*

+U7

*

+O7

*

)

537

餐后随时间变化的过程有差异#但由

于其变化幅度轻微#且
PN9U

*

+U7

均为餐后降低#虽然肝功能

正常组
+O7

与
)

537

表现为餐后降低#而肝功能异常组表现

为餐后增高#但肝功异常组
!

*

'

*

$A

检测值与空腹检测值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故可以认为此变化无临床意义#即进餐对肝功

能正常和异常者的肝功能测定也无影响)

本研究发现脂肪负荷餐后胆红素轻度降低#推测可能是由

于脂餐后体内血脂水平升高#引起体内氧化应激水平增加#为

避免
UPU

氧化修饰引起动脉粥样硬化#机体大量消耗胆红素

等抗氧化物质#而导致胆红素水平降低#但此假设还有待深入

研究证实)

+U2

主要来自肝细胞和毛细胆管的微绒毛#当胆

汁排除不畅#毛细胆管内压升高时#可诱发大量
+U2

释放入

血#脂肪负荷餐引起的
+U2

升高可能与胆汁排除有关#因而餐

后
+U2

轻度升高)

综上所述#本研究提供的脂肪负荷餐热量远大于国人日常

早餐的能量#肝功能指标在体内维持着动态平衡#餐后
!

*

'

*

$

*

LA

检测的
7N9U

*

PN9U

*

RN9U

*

+U7

*

+O7

*

UP(

和
)

537

与空

腹比较#差异均无临床意义#因此可认为常规$下转第
!%L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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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率为
L%#%\

#液基制片宫颈细胞学检测组为
'"#!\

#两种方

法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在宫颈癌前病变方面#

(2V5PW+

检测的灵敏度和特异度均高于液基制片宫颈细胞

学检查)

在本研究中#

Ta)

曲线越是靠近左上角#其准确性就越

高)将各种方法的
Ta)

曲线绘制到同一个坐标内来比较不同

方法对疾病的诊断价值#需要通过计算和比较各个方法的

+S)

#其值越大表示此方法的诊断价值越高)研究结果显示

(2V5PW+

联合液基制片法检测宫颈癌前病变的
+S)

最高)

综上所述#本研究认为
(2V5PW+

联合液基制片法检测

可以作为诊断宫颈癌前病变一个有临床价值的指标#有助于宫

颈癌病变的早期诊断与治疗#从而提高患者的生存率以及降低

其病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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