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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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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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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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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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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该院慢性肝病患者进行肝脏组

织活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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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收集血常规%肝功能等血清学指标!同时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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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肝脏弹性测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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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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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肝脏纤维

化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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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参数模型诊断效能的比较$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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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参数模型与肝纤维化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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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参数模型$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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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评估慢性肝病患者肝脏纤维化程度有较高的临床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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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检测肝脏组织弹性程度

的一种方法"临床上广泛用于肝纤维化检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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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具有无创#

可重复性好#简单快速#易于操作等优点!由清华大学参与研

制开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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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国内首台肝脏硬度测定仪"它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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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了影像引导定位功能"从而提高检测成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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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有学者报道两者的诊断准确度相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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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报道较少!

本研究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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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慢性肝病患者肝脏弹性测量

值$

]HA

%的准确性和有效性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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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断肝纤维化分

期的最佳诊断截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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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的测定"为肝纤维化的非侵袭性

检查提供一些临床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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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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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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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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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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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至
)+!(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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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于本院住

院行肝组织活检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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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其中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岁"其中包括慢性乙型肝炎#慢性肝炎#病原未

定患者"诊断分别符合.慢性乙型肝炎防治指南$

)+!+

年版%/

.病毒性肝炎防治方案$

)+++

年版%/!排除标准'右肝有弥散

占位性肿瘤者(急性活动性肝炎"或伴有淤胆型肝炎者(脂肪肝

患者(失代偿期肝硬化并伴有腹水者"依从性良好!患者签署

知情同意书"并通过本院伦理委员会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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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

收集入组患者血常规#肝功能#凝血功能等血清学

指标及肝组织病理标本(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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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肝脏硬度"受试

者取仰卧位"最大限度展现肋间隙"用二维影像探头进行肝脏

扫描"选取均匀#厚度合适"且无大血管的肝组织"将探极垂直

置于肋间隙"测定肝右叶的弹性!被测定部分的厚度至少在
(

15

以上"测量的深度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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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每位受试者"应成功

捕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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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回波"成功率$成功捕获回波次数&总发射次数%应大

于或等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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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弹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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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引导下采用普利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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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检针取出患者肝组织长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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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置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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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液中固定"送检"常规苏木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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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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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色#网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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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色(至少在镜下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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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以上汇管区(由本院病理科及南通

大学病理教研室各
!

名经验丰富的医师独立阅片后出具病理

结果!肝组织纤维化程度的分期"采用国际上常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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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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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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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天冬氨酸氨基转

移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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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氨酸氨基转移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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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小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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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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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处理
!

采用
HIHH!."+

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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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以肝组织病理结果为

金标准"利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性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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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断肝脏纤维化的准确

性!曲线下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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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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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断肝纤维化的特异度#灵敏度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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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及与多参数模型

的比较"参数与肝纤维化的相关性分析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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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分

析"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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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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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的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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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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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患者"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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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患者
!&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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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_)

期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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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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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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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参数模型与肝组织病

理分期的相关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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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参数模型

与肝脏纤维化程度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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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结果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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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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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肝脏病理检查为金

标准"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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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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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肝纤维化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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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进行分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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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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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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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

肝脏纤维化分级的诊断能力较强"尤其对病理分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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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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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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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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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断各期肝纤维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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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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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参数模型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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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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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对诊断有无显著肝纤维化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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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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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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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
NO*

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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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诊断有无

显著纤维化和肝硬化时"

]HA

值
NO*

均高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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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有较高的诊断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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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断肝硬化时
]HA

值与多参数模型的比较

项目
NO* GP #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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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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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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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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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纤维化是临床常见的弥散性#慢性进行性肝损害"是机

体对各种慢性肝损伤的一种创伤修复反应!如不及时诊断和

治疗"病情可慢性持续进展"发展成为肝硬化"进而出现肝功能

失代偿"出现腹水#肝性脑病等并发症"严重影响患者的生存质

量!故而肝纤维化#肝硬化的早期诊断对患者至关重要"才能

更准确地掌握治疗时机"而目前评估肝脏纤维化的金标准仍然

是肝组织活检"但由于有创性#高成本#取样误差"存在一些可

能发生的并发症"不方便随访反复检查等原因"许多患者放弃

该项检查!而门诊筛查肝病患者肝脏纤维化程度及是否需要

治疗主要依赖血清学检查"如
G]C

#

GHC

#谷氨酰转肽酶

$

QQC

%#

G]P

#

Q

#

CP2]

#直接胆红素$

KP2]

%#

IC

#

I]C

及肝纤

维化指标$

"

型前胶原#层黏蛋白#透明质酸#

#

型胶原%等血清

学指标与肝纤维化的进程密切相关"但研究结果各不相同!目

前尚没有任何一项单项血清学指标能敏感#准确地反映肝纤维

化程度!鉴于此"人们开始积极探索新的诊断方法"以期望能

提高诊断肝纤维化的准确度"多参数诊断模型采用临床工作中

经常使用的血清学指标"获取简单#方便"它们诊断肝纤维化的

准确性高于单项血清学指标"其临床重要性已逐渐被众多学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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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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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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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
-(

期



所公认"临床常用的
GI42

#

_2P:&

#

_60ED27$=9-

个模型所含参

数较少"计算简单方便"与肝组织病理符合率较高备受临床医

师的关注"并在.慢性乙型肝炎防治指南/$

)+!#

年版%向广大

临床医师推荐!并且世界卫生组织最新颁布的乙型肝炎指南

指出"在资源有限的国家或地区可将
GI42

和
_2P:&

用于肝纤

维化的评估)

#:(

*

!虽多参数模型的结果对判别有或无显著肝纤

维化有较可靠的参考价值"但血清学检查并不能全面反映肝脏

纤维化程度"易受肝脏炎症的干扰"还有部分患者尽管血清酶

学改变轻微"但肝脏纤维化程度却很高"仅依靠血清学检查作

为评判是否需要治疗的标准易延误治疗时机)

.:'

*

!所以寻找一

种高效#无创#简易#易于操作的评估肝纤维化的方法尤为重

要!瞬时弹性成像作为一种快速#便捷#安全#无创的评价肝纤

维化的新手段"逐渐成为临床关注的热点)

,

*

"瞬时弹性超声的

运用越来越被学术界认可)

!+:!-

*

!既往研究表明"瞬时弹性超

声成像检测值会受
G]C

水平等因素影响"从而降低其评估肝

纤维化分期的准确性)

!&:!(

*

!而当慢性肝病患者
G]C

#

GHC

或

CP2]

均小于
)

倍正常值时"瞬时弹性超声成像检测值诊断肝

纤维程度的准确性不受影响)

!.

*

!本研究入组患者
G]C

小于
)

倍正常值"

CP2]

小于
)

倍正常值"避免干扰因素"降低其测定

值对评估肝纤维化分期准确性的影响!可以看出
_60EDCD;1R

测量患者肝脏硬度"评估纤维化程度"

_!

期
1;<DWW

值为
("(

@IG

"

_)

期
1;<DWW

值为
.".@IG

"

_-

期
1;<DWW

值为
!+"#@IG

"

_&

期
1;<DWW

值为
!#"+@IG

"特异度#灵敏度均较高"与某些报

道)

&

"

!.

*相近!但由于样本量不多"还需要大样本的临床研究进

一步验证!

_60EDCD;1R

在评估有无纤维化#肝硬化时评估准确性较

高"

GcN

"

+",

"高于
GI42

#

_2P:&

#

_60ED27$=9

多参数模型"准

确性较高!

_60EDCD;1R

为国内首台肝脏硬度测定仪"作为一

种新型的检测慢性肝病肝纤维化方法"其灵敏度#特异度均明

显高于既往临床常用的
GI42

#

_2P:&

#

_60ED27$=9

多参数模型"

与肝组织病理改变具有良好的相关性"可部分替代肝组织病理

学检查"较准确地评估肝脏纤维化程度)

!'

*

"如能与
GI42

#

_2P:

&

#

_60ED27$=9

多参数模型及影像学检查等联合应用"将进一步

提高其诊断的准确度)

!,:)+

*

!且有学者报道瞬时弹性测定仪对

于评估食道静脉曲张的程度"对预测出血有预测价值)

)!

*

!所

以
_60EDCD;1R

在评估肝纤维化程度有较高的临床应用价值"

有较为广阔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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