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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支睾吸虫感染患者的胆汁成分及各成分相关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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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胆囊结石合并华支睾吸虫感染患者的胆汁成分及其相关性&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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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支睾吸虫病俗称肝吸虫病#是由华支睾吸虫寄

生在人体肝内胆管所引起的以肝胆病变为主的一种

食源性寄生虫病(据报道#全球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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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人感染

此病#中国感染人数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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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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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华支

睾吸虫感染与胆结石的关系已有报道证实#但相应的

致病机制仍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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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研究认为#各种原因引

起的胆汁成分改变是结石发生+发展的可能致病因

素(当前#有关华支睾吸虫感染相关胆囊结石的胆汁

成分研究报道较少#本研究初探了华支睾吸虫感染的

胆囊结石患者的多种胆汁成分及其相互关系#以期为

相关研究提供借鉴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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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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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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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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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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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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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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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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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此外#

!OY

与
O!Y

+

c呈负相

关$

"7c-,*+*

#

!

%

-,-/

&#与
&%2'

+

&%(

和
!E

*̀ 呈

正相关$

"7-,$0.

+

-,$+-

和
-,*)8

#

!

%

-,-/

&%其他各

成分间无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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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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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支睾吸虫感染者胆汁各成分间的相关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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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相关系数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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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

论

!!

人体感染华支睾吸虫后#可引起一系列的肝胆系

统损伤#引起胆囊炎+胆结石甚至胆管癌发生)

09))

*

(其

中#华支睾吸虫感染引起胆囊结石已有报道证实#但

其具体机制仍不清楚)

$9#

*

(大多数研究认为人体内胆

结石的产生和结石类型与胆汁的成分改变密不可分#

但是在华支睾吸虫病流行区#胆囊结石患者的人群分

布和结石类型与其他地区明显不同)

)*9)$

*

(因此本文

作者推测#与普通胆结石患者相比#华支睾吸虫感染

的胆结石患者体内的胆汁成分可能也有不同(基于

此#作者测定对比了华支睾吸虫感染胆结石患者与非

感染患者的
)+

种胆汁成分#并分析了感染患者各种

成分之间的相关性#得到了一些有意义的结果和

发现(

本研究发现#与普通胆囊结石患者相比#华支睾

吸虫感染患者的胆汁中
H

O

和
O!Y

+

c 的水平较高

$二者呈正相关#

"7-,/**

&#而
!OY

水平较低$

!

%

-,-/

&(从结果可以看出#由于感染患者胆汁成分的

不同#比如较高的
O!Y

+

c

#可能会导致胆囊内产生较

多的
!Y

*

#过多的
!Y

*

在一定条件下与
!E

*̀ 结合产

生碳酸钙结晶或沉淀#进而逐步形成以碳酸钙为主要

成分的结石%同时#感染患者胆汁中的胆固醇水平较

低#因此由于胆固醇过饱和而导致胆固醇结石发生的

可能性变小(上述两种胆汁成分改变情况同时存在#

最终引起华支睾吸虫感染患者的胆结石类型与普通

患者明显不同!即感染者的胆结石类型以碳酸钙类结

石为主#胆固醇类结石最少#而普通患者绝大多数为

胆固醇结石(本研究还发现#感染患者胆汁中的

Q('%

水平高于非感染患者#推测可能与华支睾吸虫

感染所致肝内胆管局部机械损伤及炎症引起的胆管

通透性增加有关#但由于研究的局限#还需要进一步

研究证实(

为了进一步了解华支睾吸虫感染与胆汁成分改

变的关系#笔者还分析了胆汁中各种成分间的相关

性(结果显示#阳性组胆汁中的
Q('%

与
&%2'

和

!E

*̀ 水平#

H

O

与
O!Y

+

c之间呈正相关$

"7-,/**

#

!

%

-,-/

&#提示华支睾吸虫感染引起肝内胆管通透性

及胆管内外离子交换改变#进而导致胆汁的整体化学

性质和相应功能改变的可能性(同时#由于
O!Y

+

c

和$或&

H

O

与
&%2'

+

&%(

+

!OY

和
!E

*̀ 之间呈负相

关$

!

%

-,-/

&#因此在胆汁中高
O!Y

+

c

$与之对应较

高的
H

O

&和高
Q('%

水平共同作用下#阳性组的胆

汁中
!OY

水平相对较低+

!Y

*

相对过多+但
&%2'

+

&%(

和
!E

*̀ 水平改变不显著#进而造成胆固醇结石

的可能性降低#碳酸钙类和胆红素类结石更易形成的

结局)

)/

*

(此外#感染者胆汁中
H

O

与
2

3

(

+

2

3

^

与补体

!

+

之间呈负相关#提示华支睾吸虫感染者尤其是胆汁

高
H

O

者可能发生分泌型抗体
2

3

(

减少及胆道的免

疫防御改变#这可能是华支睾吸虫持续感染或抵抗机

体胆管系统局部免疫功能的机制之一(需要注意的

是#由于本研究的样本只限于胆囊结石患者#是否全

部华支睾吸虫感染人群都存在上述胆汁成分的改变#

还需要更多的研究来证实(

综上所述#华支睾吸虫感染的胆结石患者胆汁成

分发生改变#主要表现为
O!Y

+

c 及其相关的
H

O

+

Q('%

增高#以及相关的胆固醇减低及潜在的胆道局

部免疫功能改变#这种改变的长期存在#可能最终导

致胆囊结石的发生及结石主要成分的不同(胆汁成

分的研究#有助于从另一个方面了解华支睾吸虫感染

所致胆道系统损伤的机制+发展和结局#为临床治疗

和相关研究提供重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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脓毒血症患儿的
'(!

水平可作为评估脓毒血症预后

和病情严重程度的一个重要指标(本研究结果提示#

血乳酸水平越高#脓毒血症患者预后情况越差$

!

%

-,-/

&(

本研究结果中#

(

组
6!&

+

'(!

水平值均低于
%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

组
6'&

水平高

于
%

组$

!

%

-,-/

&(其中血清
6!&

+

'(!

水平越高#

6&'

水平越低#提示脓毒血症预后越差(说明三者均

可作为脓毒血症的预后的评价指标#具有一定的临床

应用价值#为医生提供准确的信息(

综上所述#

6!&

+

'(!

和
6'&

在鉴别诊断+监测

重症患者病情及指导治疗等方面均有重要作用#临床

上可结合这些相关指标对脓毒血症患者病情预后进

行评估#并早期干预治疗#防止病情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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