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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肝肝硬化是临床常见的弥漫性肝病，由乙型

肝炎引起的门静脉性肝硬化。 目前临床上普遍采用

Child提出、Pugh改进的Child-Pugh分级法评估病情

严重程度

[1，2]

。 Child-Pugh分级标准是一种常用以对

肝硬化患者的肝脏储备功能进行量化评估的分级

标准。 血清胆碱酯酶（serum� cholinesterase，CHE）是

由肝细胞合成、能反映肝的储备功能的酶。 肝功能

损害时，CHE活性下降，可作为一种极为敏感的指标

用于评估肝脏储备功能。 本次研究了乙肝肝硬化患

者血清CHE与Child-Pugh分级的相关性。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 一般资料 选择2015年8月至2016年8月间绍

兴市中医院治疗的乙肝肝硬化73例患者。 所有患者

均符合《病毒性肝炎防治方案诊断及分型标准》

（2000年修订版）

[3]

，并根据Child-Pugh分级标准（4～6分

为A级、7～9分为B级、10～15分为C� 级） 分为三组：

Child-pugh�A组、Child-pugh�B组和Child-pugh�C组。

随机选择本院同期的体检成人26例为对照组。 既往

无肝肾病史，已排除肝胆及相关疾病的人群。 本次研

究已征得所有研究对象及其家属的同意。 四组的性

别与年龄比较见表1，四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均＞0.05）。

1.2� � 方法 所有研究对象于清晨空腹取手臂静脉

血6�ml，分离血清，检测CHE、白蛋白（albumin，ALB）、

总胆汁酸（total�bile� acid，TBA）、凝血酶原时间（pro-

thrombin�time，PTs），所使用仪器为全自动生化分析仪。

1.3� �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16.0统计学软件进行

数据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ｘ±ｓ）表示。计

量资料采用t检验和线性分析。 设P＜0.05为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 乙肝肝硬化患者和对照组治疗前后的 CHE、

ALB和TBA比较见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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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乙肝肝硬化患者和对照组治疗前后的 CHE、ALB和TBA比较

组别

CHE/U/L

Child-pugh�B组 2515.82± 527.44* 3967.23±729.07

Child-pugh�C组 822.94± 156.39* 1784.62±201.82

对照组 7852.67±1421.66 -

ALB/g/L

20.34±3.67

12.87±2.66

48.56±7.33

TBA/μmol/L

29.55±4.54 52.82±18.59 37.23±12.65

21.79±3.17 79.34±26.84 51.24±30.62

- 5.33± 2.91 -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Child-pugh�A组 5734.17±1012.28* 6828.22±458.91 29.26±3.89 38.94±4.56 32.16± 8.45 17.88± 5.62

注：*：与对照组比较，P＜0.05。

由表2可见，Child-Pugh分级的A、B、C三组CHE 活性均低于对照组，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分别

=13.27、8.46、3.90，P均＜0.05）。Child-Pugh分级的A、

B、C三组患者经两个月治疗， 治疗后的CHE、ALB水

表1 四组性别、年龄比较

组别 n

Child-pugh�A组 25

性别（男 / 女）

12/13

平均年龄 / 岁

48.90±10.92

Child-pugh�B组 28 14/14 49.11±11.21

Child-pugh�C组 20 9/11 47.81± 9.60

对照组 26 13/13 48.11± 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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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高于治疗前，TBA低于治疗前，差异均有统计学

意义（F分别=4.90、8.08、7.04， P均＜0.05）。

2.2� � CHE与ALB、PTs相关性分析 经线性关系分

析，CHE� 与ALB� 呈正相关（r=0.67，P＜0.05），与PTs�

呈负相关（r=-0.53，P均＜0.05）。

3� �讨论

乙型肝炎是由乙肝病毒引起的肝脏炎性病变，

当肝实质细胞发生弥漫性纤维化即肝硬化，肝脏的

合成蛋白功能则会明显受损

[4，5]

。 临床上将CHE活性

作为一种灵敏有效的参考指标评估肝硬化病情

[6]

。

ALB广泛分布于人体血液及组织液中， 其最重

要的作用是维持胶体渗透压。 ALB也由肝实质细胞

合成，是血浆中含量最多的蛋白质，占血浆总蛋白

的40％～60％。 临床上白蛋白降低常见于肝硬化及

其他肝功能严重损害等疾病， 是肝功能检查项目

之一。

TBA是指人体肝脏合成的包括胆酸、 鹅脱氧胆

酸和代谢中产生的脱氧胆酸，以及少量石胆酸和微

量熊脱氧胆酸的总含量。 胆汁酸由肝脏合成并分解

代谢，维持其含量的相对稳定是肝脏的主要功能之

一。 健康人的血液中血清胆汁酸含量极微，肝硬化

患者往往有胆汁的代谢障碍，其血清中胆汁酸含量

明显升高， 尤其肝硬化患者TBA的升高率可高达

95％。 血清TBA升高与肝细胞损伤程度成正比。 因

此，TBA的测定是一项比较敏感和有效的肝功能试

验之一

[7]

。

与ALB和TBA相比，CHE反应肝硬化患者病情

更加灵敏准确。CHE主要由肝细胞产生。患者若处于

肝硬化失代偿期，则此酶活力明显下降

[8，9]

。 本次研

究结果表明，Child-Pugh分级的A、B、C三组CHE活

性较对照组均明显降低（P均＜0.05），且随着分级越

高，疾病越严重，CHE活性降低越多。 可见CHE活性

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病情严重程度，对肝硬化病情

的判断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另外，本次研究结果

还显示， 乙肝肝硬化患者CHE� 与ALB� 呈正相关

（P＜0.05），与PTs呈负相关（P＜0.05）。 CHE� 与ALB�

均随肝硬化严重程度逐渐降低，而PTs逐渐延长。

综上所述，Child-Pugh分级标准是肝硬化判断

病情的方法， 而CHE活性可作为肝硬化临床诊断及

病情判别的重要指标，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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