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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吸虫病患者血浆蛋白质的代谢时有变化袁 检测血清白蛋
白 渊ALB冤作为肝功能的一项指标在血吸虫病诊断中被广泛运
用遥 但血清前白蛋白渊PA冤在血吸虫病患者中的检测尚无报道遥
由肝细胞合成的 PA具有重要的生物学活性袁 其半衰期短袁 仅
1.9 d遥 当肝细胞受损时袁 PA在血浆蛋白改变前就已变化遥 ALP
是由肝脏合成的蛋白质袁 其半衰期为 17耀23 d袁 在肝脏发生病变
时其变化较迟缓袁 不明显 咱1袁2暂遥 本文对69例血吸虫病患者和 30
位健康者进行 PA与 ALP检测袁 结果报告如下遥

1 材料与方法
1.1 检测对象

18例急性血吸虫病患者 渊急血组冤袁 25例慢性血吸虫病病
例渊慢血组冤袁 26例晚期血吸虫病患者渊晚血组冤共 69例均符合
叶血吸虫病防治手册曳 咱3暂 规定的诊断标准遥 对照组为 30位健
康者血清 渊来自非疫区武警新兵体检合格者冤遥
1.2 试剂

测定 PA和 ALB试剂盒分别购自武汉虹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和北京中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遥
2 结果与讨论

急血组 PA含量明显低于对照组 渊P约0.05冤袁 而 ALB含量

未见明显变化 渊P跃0.05冤曰 慢血组 PA尧 ALB含量与对照组均无
明显变化 渊P跃0.05冤曰 晚血组 PA尧 ALB含量均显著低于对照组
渊P约0.01冤 渊表 1冤遥

由此可见袁 在急血患者中袁 传统的肝功能检测蛋白代谢无
明显变化袁 但 PA已明显降低袁 说明 PA比 ALB更能反映肝脏
早期病变情况遥 在晚血患者中袁 PA含量的下降和 ALB的低下
均显著袁 PA比 ALB的变化更为敏感袁 因此 PA 可作为检测晚
血患者肝功能的一项指标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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揖简报铱

组别

对 照 组

急 血 组

慢 血 组

晚 血 组

人数

30
18
25
26

PA (mg/L)
329.1依82.4
236.4依53.6*

316.4依62.7
152.2依31.6**

ALB (g/L)
46.9依8.6
40.3依6.8
45.6依7.4
30.2依7.2**

注院 与对照组比较袁 * P约0.05, ** P<0.01遥

表 1 血吸虫病患者与健康者 PA和 ALP含量

血吸虫病患者血清前白蛋白与血清白蛋白的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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