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胆汁内胆红素对移植肝脏早期功能预示价值的分析

陈立 彭林 郑虹 王健 高强 沈中阳

【摘要】 目的 分析胆汁内胆红素对移植肝脏早期功能的预示价值。方法 留取51例肝移植患者术后

1～10 d T管引流胆汁，总计510份标本，采用o．2 Pm微孔滤器过滤，以去离子水30倍、100倍稀释达检测线

性范围。按术后初始功能恢复情况分为良好组(30例)、中等组(10例)和不良组(11例)。采用磺酸类结晶外消

旋混合物(SCR)氧化法测定总胆红素(TBil)浓度，用酶循环法测定总胆汁酸(TBA)浓度。比较3组患者术后

1～10 d胆汁TBil浓度、分泌量(Q—BTBil)和直接胆红素(DBil)／TBil浓度比值，以及术后5 d时3组间各指标

的差异；分析术后1～10 d胆汁TBil浓度与TBA浓度的相关性。结果 术后1～10 d，3组患者胆汁TBil浓

度、Q—BTBil和DBil／TBil浓度比值均有不同程度的改善，反映早期肝功能有所恢复，各组间呈显著正相关

(P<o．05或P<o．01)。术后5 d时，功能不良组胆汁TBil浓度、Q一盯Bil较良好组和中等组均显著降低，胆汁
DBil／TBil浓度比值仅较良好组显著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均<o．05)。除1 d和6 d外，术后10 d内胆

汁TBil浓度和TBA浓度均呈显著正相关(P<o．05或P<o．01)。结论 胆汁TBil浓度、Q—BTBil及DBil／

TBil浓度比值对肝移植术后早期肝功能有一定预示价值。

【关键词】肝移植； 早期肝功能； 胆汁胆红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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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se the prognostic vaIue of analysis of bilirubin in bile for early liver

function after 1iver transplantation． Methods The bile was filtered through O．2肛m paU fllter and was

diluted 30 times with deionized water to reach the reaction linear range． Fifty—one cases of liver

transplantation patients were investigated． Total bilirubin(TBiI)一sulfonic crystal racemic mixture(SCR)

method was used．Tota儿y 510 bile samples for a duration of 1—10 post operation days(PoD)were collected

and tested．Bile totaI bilirubin(B—TBil)，the quantity of biliary bi“rubin secretion(Q．BTBil)and biliary

direct bilirubin(DBil)／TBil rate of groups of better liver function(group A，挖一30)，less favorable function

(group B，行一10)，and poor 1iver function(group C，扎一11)were analyzed．Trends of above three indexes

in the 3 group were compared during 1—10 POD． Indexes were compared between 3 groups on POD 5．

Correlation of B—TBil and bile total bile acid(B—TBA)was analyzed during l一10 POD．Resuns B—TBil，

Q—BTBil and bile DBil／TBil could reflected the recovery of early liver function by clinical observation on

3 groups．The changes of every index was positive correlated within 1—10 POD between groups(P<O．05 or

P<0．01)．0n POD 5，B—TBil and Q．BTBil in group C were lower than those of in group A and B statistical

significantly，biliary DBil／TBil in group C was lower than that of in group A significantly(all P<O．05)．
B—TBiI and B—TBA had positive correlations(P<O．05 or P<O．01)within POD 10 except POD 1 and

POD 6．Conclusion B—TBil，Q—BTBil and biliar)，DBil／TBil rate had some prognostic value on early liver

function after liver transpla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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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脏移植是目前终末期肝病行之有效的治疗手

段。近年来，随着免疫抑制剂、外科技术和器官保存

技术的快速发展，肝移植技术逐渐走向成熟。术后一

年成活率已经超过80％。但是，移植术后移植肝脏

原发功能不良仍是肝移植术后的重要问题，通常需

要及时的药物治疗，甚至短期内再次移植，是术后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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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的主要原因之一n吨3。因此，提高对肝移植术后早

期移植肝脏功能恢复的监测技术迫在眉睫。肝移植

术后胆汁的分泌是肝功能早期恢复的象征，对T管

胆汁成分分析是观察早期肝脏功能的重要线索，本

研究中就胆汁胆红素对肝移植术后的预示作用进行

了分析，报告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选择2005年9月一2006年4月本

院因肝功能衰竭接受原位肝移植手术患者51例。病

例入选标准；年龄>18岁，首次进行肝移植，并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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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发性肝功能衰竭、严重肾功能衰竭以及心肺系统

并发症及脓毒症。其中男37例，女14例；年龄34～

56岁，平均(45．88土5．78)岁。原发病因：乙型肝炎

(乙肝)肝硬化28例，丙型肝炎(丙肝)肝硬化3例，

隐匿性肝硬化2例，原发性肝癌18例。按术后初始

功能恢复情况分组：良好组30例，术后早期每日丙

氨酸转氨酶(ALT)最大值<1 000 U／L，术后5 d时

凝血酶原时间(PT)<15 s、胆汁量>300 ml；中等组

10例，术后5 d PT 15～25 s、胆汁量150～300 m1；

不良组11例，术后5 d PT>25 s、胆汁量<150 ml。

1．2标本采集及预处理：留取患者术后1～10 d清

晨空腹T管引流胆汁4 ml，共计510份胆汁标本；

同时采集静脉血标本；测量、记录每日24 h胆汁分

泌总量。用10 m1注射器吸取2 m1胆汁，以美国

Gelman实验室生产的PALL牌O．2弘m微孔滤器

过滤。将过滤后的胆汁以去离子水30倍稀释后用以

测定胆红素；将过滤后的标本以去离子水100倍稀

释后用以测定胆汁酸。

1．3检测指标及方法：采用磺酸类结晶外消旋混合

物(SCR)氧化法试剂盒(上海荣盛公司生产)测定胆

汁总胆红素(TBil)浓度；用酶循环法测定胆汁总胆

汁酸(TBA)浓度；每日胆汁TBil分泌量(Q—BTBil)

为胆汁TBil浓度×24 h胆汁量。用国际临床化学会

(IFCC)推荐速率法测定血清ALT；凝固法测定血

浆PT。

1．4统计学处理：使用SPSS 10．0版本统计软件，

检测数据以均数士标准差(z土s)表示，采用f检验

及Pearson分析，P<o．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 果

2．1 肝移植术后1～10 d胆汁TBil浓度、Q—BTBil

及直接胆红素(DBil)／TBil浓度比值的变化趋势

(图1～3)：术后1～10 d，3组胆汁TBil浓度均呈逐

日下降趋势，表明移植肝脏排泄胆红素功能均有不

同程度的恢复。功能良好组、中等组和不良组3组间

每日胆汁TBil浓度呈梯度降低，并呈显著正相关

(P均<0．01)。术后1～10 d，3组Q—BTBil均呈逐

日上升趋势，表明移植肝脏的分泌功能有不同程度

恢复；但不良组每天的上升幅度较平缓，提示其分泌

功能低弱，各组间呈显著正相关(．P<o．05或P<

o．01)。术后2 d，3组胆汁DBil／TBil浓度比值均有

所下降，分析为移植肝脏肝胆系统内残存胆红素的

清除过程；2～10 d各组DBil／TBil浓度比值均上

升，提示肝脏移植后将间接胆红素(IBil)转化为

DBil的功能开始启动；功能良好组、中等组和不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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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间每日胆汁DBil／TBil浓度比值呈梯度降低，各组

间呈显著正相关(P均<o．01)。

术后时间(d)

注；良好组与中等组r—o．990，良好组与不良组r=O．977，

中等组与不良组r=O．978，P均<O．01

田l各组患者肝移植术后胆汁TBil浓度监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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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良好组与中等组r=O．964，P<o．01l良好组与不良组

r=O．754，P<o．05；中等组与不良组r=O．802，P<0．01

圈2各组患者肝移植术后胆汁Q—BTBil监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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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良好组与中等组r=o．938，良好组与不良组r=o．799，

中等组与不良组r—o．868，P均<0．01

圈3各组患者肝移植术后胆汁DBil／TBil浓度比值监测结果

2．2 肝移植术后5 d各组胆汁TBil浓度、Q—BTBil

及DBil／TBil浓度比值的比较(表1)：术后5 d时，

功能不良组胆汁TBil浓度、Q—BTBil均较功能良好

组和中等组均显著降低(P均<o．05)，DBil／TBil浓

万方数据



·270’·

度比值仅较功能良好组显著降低，差异也具有统计

学意义(P<O．05)。

表1各组患者肝移植术后5 d时胆汁TBil浓度

及相关指标比较(；士s)

注：与功能良好组比较，aP<O．05I与功能中等组比较，6P<o．05

2．3肝移植术后10 d内胆汁TBil浓度与TBA浓

度的相关性分析(表2．)：肝移植术后10 d内胆汁

TBil浓度和胆汁TBA浓度除1 d和6 d外均呈显

著正相关(P<O．05或P<O．01)。

表2各组患者肝移植术后10 d内胆汁TBiI浓度与胆汁

TBA浓度的相关性分析

时间 r值 P值 时间 r值 P值

1 d O．024 O．870 6 d O．142 O．321

2 d 0．604 O．000 7 d 0．329 O．018

3 d 0．763 O．000 8 d 0．424 0．002

4 d 0．490 O．000 9 d O．330 0．018

5 d O．367 O．008 10 d O．379 0．006

3讨论

胆总管内胆汁胆红素的来源是肝细胞摄取血液

中胆红素，并将其与葡萄糖醛酸结合而成为水溶性

的结合胆红素(即DBil)分泌人胆总管，然后主要随

胆汁排泄至胆囊后入肠道。

胆汁中胆红素的浓度是肝细胞摄取、转化、分泌

和排泄多种功能综合作用的结果。3。经分析，动态监

测胆汁TBil浓度的逐日下降是肝脏分泌、排泄功能

恢复的象征；而固定观察某一日的胆汁TBil浓度则

主要反映肝细胞摄取功能的恢复情况。由图1可见，

术后早期初始肝功能不良组的TBil浓度低于功能

中等组和良好组，且术后5 d时功能不良组TBil浓

度较功能中等组及良好组显著减低，表明功能不良

组肝细胞摄取TBil功能低弱。

术后早期每日Q—BTBil是综合反映肝细胞摄

取、分泌和排泄胆红素功能的指标，本研究结果显

示，移植术后随着肝功能的逐渐恢复Q—BTBil逐日

上升，且功能恢复不良组的Q—BTBil低于功能中等

组及良好组，术后5 d时功能不良组较中等组及良

好组显著降低。

肝移植术后早期监测胆汁DBil／TBil浓度比值

可反映肝细胞生物转化功能的恢复情况。比较术后

5 d时胆汁DBil／TBil浓度比值，可见功能不良组较

良好组显著降低。

胆汁酸是在肝细胞由胆固醇合成，经胆汁排人

肠内，参与体内脂肪代谢。肝脏的胆汁分泌大部分受

胆汁酸浓度影响。因此，肝脏分泌到胆汁中的TBA

浓度与胆汁TBil同样反映移植术后肝脏功能的恢

复程度。有研究表明，胆汁TBA与肝功能恢复具有

显著相关性“。71。观察本组51例肝移植患者术后早

期每日胆汁TBil浓度与TBA浓度相关分析显示，

除1 d(受缺血、再灌注损伤、肝功能尚未复苏及原肝

胆系统残存胆汁等因素影响)和6 d无相关性外，其

余时间均存在明显的正相关。TBA浓度越大，TBil

浓度越大，是肝细胞摄取、转化和分泌功能开始复苏

的标志。胆汁TBA和TBil浓度是反映肝移植术后

移植肝脏功能早期恢复的重要生化指标。

综上所述，监测肝移植术后早期胆汁内胆红素

对分析肝功能恢复情况有一定的预示价值，有助于

肝移植术后的临床效果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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