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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以血清层粘连蛋白 (LN)为检测指标 , 对接触

三硝基甲苯的工人 、 已诊断为慢性轻度中毒性肝病的患者及

新入厂的健康合格工人进行检测 , 结果三者之间有显著性差

异;同时对慢性轻度中毒性肝病患者进行肝功能指标的检测

并将其出现的异常例数与 LN 出现的异常例数进行比较 , 结果

LN的异常例数明显高于肝功能指标出现的异常例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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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职业性中毒性肝病是在职业接触中吸收肝脏毒物所引起

的肝脏疾病 。目前对于中毒性肝损伤尚缺乏敏感 、 特异的检

测指标 , 给早期诊断及治疗带来了一定的困难。血清层粘连

蛋白 (Laminin , LN)作为反映肝纤维化的血清学指标 , 已为

许多研究所证实[ 1 , 2] 。我们对从事三硝基甲苯作业工人的血清

LN水平进行了检测 , 现报告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全部对象选自辽宁省某化工厂。接触组为该厂密切接触

三硝基甲苯的工人 74 例 , 其中男 56 例 , 女 18 例 , 年龄 20 ～

48 岁 , 平均年龄 37.5 岁 , 平均接毒工龄 7.6 年 (1 ～ 14 年)。

慢性轻度中毒性肝病组 17例 , 其中男 16 例 , 女 1 例 , 年龄 32

～ 52 岁 , 平均年龄 41.3 岁 , 平均接毒工龄 16 年 (5 ～ 24 年),

均依据 “职业性中毒性肝病诊断标准及处理原则 (GB16379—

1966)” 诊断。正常对照组为新入该厂的健康合格工人 20 例 ,

男 16例 , 女 4 例 , 年龄 18～ 24 岁 , 平均年龄 22.4岁。所有研

究对象甲 、 乙 、 丙 、 丁 、 戊型肝炎病毒血清学指标均为阴性 ,

均无大量饮酒史和寄生虫病史。

1.2　试剂和方法

血清 LN测定 , 应用上海森雄科技实业公司提供的 ELISA

法试剂盒 , 操作按说明方法进行。

肝功能检测采用 HITACHI7170A 型全自动生化分析仪。

1.3　数据处理

应用 t检验。

2　结果

2.1　血清 LN 测定

　　收稿日期:1999-07-26;修回日期:1999-09-15

作者简介:孙红 (1966—), 女 , 辽宁沈阳人 , 主治医师 , 主要从

事职业病临床和研究工作。

　　接触组血清 LN 均值为 (72.32±33.45)μg/ L, 明显高于

对照组血清 LN 均值 (45.89±10.63)μg/ L (P <0.01);肝病

组血清 LN 均值为 (114.62±40.23)μg/L , 明显高于接触组和

对照组的血清 LN 均值 (P <0.05 , P <0.01)

2.2　肝病组肝功异常与 LN异常比较

肝病组肝功能检测指标异常例数与血清 LN异常例数比较

见表 1。

表 1　肝病组血清 LN与肝功能指标异常例数比较

ALT
(U/ L)

TBIL
(μmol/ L)

r-GT
(U/ L)

GP球蛋白
(g/ L)

LN
(μg/L)

正常 14 15 13 16 4＊

异常 3 2 4 1 13

　　＊在对照组均值范围内

3　讨论

LN是细胞外基质中的一种非胶原基质成分[ 3] , 在肝内主

要由内皮细胞和贮脂细胞合成[ 4] 。 肝脏非胶原基质已报告的

有血清 LN。正常人血清中 LN的浓度较低 , 肝脏炎症和肝纤维

化时血清 LN 浓度升高[ 5, 6] , 血清 LN与炎症活动的相关性小于

纤维化的相关性
[ 6]
, 有文献报道 LN对肝纤维化诊断的敏感性

为 98%, 特异性为 91%[ 1] 。近年来随着肝病研究的逐步深入 ,

发现肝脏对毒物损伤反应的显著特点是肝内胶原和非胶原基

质的沉积 , 进而形成纤维化[ 5] 。本次对接触三硝基甲苯工人

进行血清 LN 水平检测 , 三组的均值经 t 检验后 , 接触组与对

照组比较 P <0.01 , 肝病组高于接触组和对照组 (P <0.05 ,

P<0.01), 并且肝病组其他肝功能指标异常例数明显低于血

清 LN 的异常例数。鉴于本次检测结果 , 血清 LN 水平检测作

为中毒性肝病的诊断指标值得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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