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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双版纳州健康人群血清丙氨酸氨基转移酶参考区间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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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建立西双版纳州健康人群血清丙氨酸氨基转移酶 ( ALT )丙酮酸氧化酶法参考区间。方法  对

3 167名健康者血清 ALT活性在不同性别、不同年龄组间的分布进行统计分析。结果  ALT活性男性明显高于

女性 (P < 0. 001)。ALT参考区间上限: 男性为 42 U /L , 女性为 37 U /L。男性血清 ALT活性在 30~ 59岁组较高

(其中 40~ 49岁组最高 ), < 20岁组最低; ALT参考区间上限: < 20岁为 34 U /L, 20~ 29岁为 46 U /L, 30~ 59岁

为 47 U /L, \ 60岁为 39 U /L。女性\ 40岁者血清 ALT活性较高 (其中 50~ 59岁组最高 ), [ 29岁者较低; ALT

参考区间上限: [ 29岁为 34 U /L, 30~ 39岁为 35 U /L, \ 40岁为 40 U /L。结论  ALT活性在不同性别、不同年

龄组间有明显差异, 各实验室应按不同性别、不同年龄建立本地区、本实验室血清 ALT参考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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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 t: Objec tive To estab lish the re ference range of serum alan ine am ino transferase ( ALT ) de term ined by

pyruvate ox idase assay among healthy population in X ishuangbanna. M ethods TheALT ac tiv ities o f 3 167 hea lthy sub-

jects w ere statistically analyzed accord ing to d ifferen t gender and age g roups. R esu lts The activ ity of se rum ALT in

m ale w as sign ificantly h ighe r than tha t in fem a le(P < 0. 001) . The upper lim it reference value o f serum ALT w as 42 U /

L ( in m a le) and 37 U /L ( in fem a le). In m a le, the activ ity of serum ALT in 30-59 years o ld w as h ighe r than in < 20

years old, and in 40-49 years w as the h ighest. The upper lim it re ference va lues o f serum ALT w ere 34 U /L ( < 20 years

o ld) , 46 U /L ( 20-29 years o ld) , 47 U /L ( 30-59 years o ld) and 39 U /L ( \ 60 yea rs o ld) . In fem a le, the activ ity

o f se rum ALT in \ 40 years old w as higher than in [ 29 years o ld, and in 50-59 years w as the h ighest. The upper lim it

re ference va lues o f serum ALT w ere 34 U /L ( [ 29 years old ), 35 U /L ( 30-39 years o ld) and 40 U /L ( \ 40 years o ld).

Conc lu sion s The activ ity o f se rum ALT is sign ificantly different in d ifferen t gender and age groups. It is necessary to

establish the refe rence range o f se rum ALT acco rding to different gender and age in d ifferen t labo rato ries and reg 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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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血清丙氨酸氨基转移酶 (ALT)是肝功能检测

中一项重要指标,能敏感地反映肝细胞的损伤,曾

被认为是非甲非乙型肝炎病毒或丙型肝炎病毒的

替代标志物
[ 1]
。其检测方法有多种,目前常用的

有赖氏法、连续监测法、丙酮酸氧化酶法。其中,

丙酮酸氧化酶法是近年来提出的一种血清 ALT

微孔板检测方法。由于没有广泛的应用研究, 因

此,该法缺乏统一、科学的参考区间。本研究旨在

通过对西双版纳州 3 167名体检合格者血清 ALT

检测结果 (丙酮酸氧化酶法 )进行统计分析, 建立

西双版纳州健康人群血清 ALT丙酮酸氧化酶法

参考区间。

材料和方法

一、材料

1. 研究对象  参加 2006年 /西双版纳州医
院 ) 北京华大民心工程 0健康体检的 3 167名健

康者,男 1 003例, 女 2 164名,年龄 5~ 87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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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仪器和试剂  ZS-2SWK酶标 /生化多功能

分析仪选购中国航天北京市新风机电技术公司;

ALT检测试剂 (丙酮酸氧化酶法 )购自北京倍肯

恒业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二、方法

在 /西双版纳州医院 ) 北京华大民心工程 0

健康体检中,所有检查 (包括实验室检查、超声检

查、一般情况检查 )均正常者被认为是健康者。

三、统计学方法

应用 SPSS 11. 5统计软件对检测结果进行统

计学处理。血清 ALT参考区间采用单侧 95%建

立,并对数据的正态分布进行分析,偏态分布数据

经对数转换为正态分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

最小显著差异 ( LSD)-t检验和 t检验分析。

结   果

一、不同性别研究对象血清 ALT的分布

男性 ALT 水平为 ( 22 ? 13) U /L, 高于女性

[ ( 18 ? 11) U /L, P < 0. 001]。因此分别建立了男

性、女性各自的参考区间: 男性 < 42 U /L、女性 <

37 U /L。

二、不同年龄组研究对象血清 ALT的分布

将研究对象按年龄分成 6组, 分别为 < 20岁

组、20~ 29岁组、30~ 39岁组、40~ 49岁组、50~

59岁组和\ 60岁组。不同年龄组血清 ALT活性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 0. 01 )。男性 40~ 49岁

组 ALT活性最高,但与 30~ 39岁组、50~ 59岁组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20岁组 ALT活性明

显低于其他组。女性 50 ~ 59岁组 ALT 活性最

高, 但与 40~ 49岁组、\60岁组比较, 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 < 20岁组 ALT活性最低, 但与 20~ 29岁

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同一年龄组不同性

别间血清 ALT活性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P <

0. 01) ,并且各年龄组均为男性高于女性,见表 1。

表 1 各年龄组血清 ALT分布 (�x ? s, U /L )

年龄 (岁 )
男性

例数 ALT 95%参考区间

女性

例数  ALT 95%参考区间

< 20 309  18 ? 10 < 34 488  16 ? 9 < 34

20~ 29 104  20 ? 16 < 46 326  16 ? 12

30~ 39 145  23 ? 14 < 47 562  18 ? 10 < 35

40~ 49 103  25 ? 16 371  20 ? 13 < 40

50~ 59 105  23 ? 13 230  21 ? 12

\ 60 237  22 ? 10 < 39 187  20 ? 12

讨   论

血清 ALT检测方法有多种,其中赖氏法是最

早被推荐的,其方法简便,不需要特殊仪器, 在上

世纪 70和 80年代广泛应用。但此法试剂用量

大,操作繁琐, 且底物 A-酮戊二酸和生成物丙酮

酸都能与 2, 4-二硝基苯肼反应, 形成苯腙, 使得

此法本身就有难以克服的方法学缺点。连续监测

法是目前公认的国际参考方法,结果准确、可靠,

有较好的特异性。但是此法须由自动化的生化分

析仪进行检测。除上述 2种方法外, 近年来,又报

道了一种在酶标分析仪上测定血清 ALT活性的

丙酮酸氧化酶偶联比色法。 1994年, 有学者首次

以专利形式报道此法, 以校准血清做标准进行计

算,结果准确、线性范围宽、重复性好
[ 2]
。其采用

Trinder显色系统,该显色系统明显地提高了测定

的敏感性和试剂的稳定性。与赖氏法相比, 该法

测定线性范围大,并克服了苯腙的干扰;与连续监

测法相关性良好 ( r> 0. 995) ,并且此法检测方便,

批检测量高,非常适合基层医院或血液中心以及

大规模的健康体检应用
[ 3]
。然而, 目前此法缺乏

统一、科学的参考区间, 虽然检测试剂盒提供了参

考区间,但实验条件、地区人口等的差异均会影响

参考区间的有效性。因此,建立本地区、本实验室

的血清 ALT参考区间对肝脏疾病的诊断与防治

有着重要的流行病学和临床应用价值。

本研究通过对西双版纳州 3 167名健康体检

合格者分析发现,不同性别研究对象间血清 ALT

活性有明显差异。这可能和男性与女性在生活习

惯 (如运动、高脂高蛋白饮食、吸烟、饮酒等 )以及

生理 (激素水平 )上的差异有关
[ 4]
。因此, 本研究

建立了不同性别健康人群血清 ALT参考区间: 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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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 42 U /L、女性 < 37 U /L。与通常实验室采用的

连续监测法血清 ALT参考区间 ( < 40 U /L)接近。

E linav等
[ 5]
研究认为,年龄与 ALT活性相关

性曲线呈倒 / U 0型, 且 ALT 活性最高峰出现在

40~ 55岁。与上述报道相似, 本研究发现不同年

龄组血清 ALT活性的分布类似倒 / U0型,其中男

性血清 ALT活性在 30~ 59岁者较高 ( 40~ 49岁

组最高 ) , < 20岁最低。而引起 ALT升高的因素

有非病理因素 (如肥胖、运动、饮酒、疲劳等 )和病

理因素 (如肝胆疾病、心血管疾病、骨骼肌疾病、

某些药物的毒副作用等 )
[ 6]

, Park等
[ 7 ]
、王坤英

等
[ 8]
报道不明原因的血清 ALT升高与代谢综合

征密切相关。而 30~ 59岁的人在生理上有着相

对不科学的生活方式 (如缺乏锻炼、高脂高蛋白

饮食, 尤其当地人有长期大量饮酒的习惯 ), 病理

上这一年龄段是肝胆疾病和非肝胆疾病如糖尿

病、高脂血症、心血管疾病等代谢性疾病的高发年

龄,综合这些因素均有可能引起 ALT升高。但 <

20岁组很大程度上是学生, 有着相对较强的健康

意识和较科学的生活方式,因此血清 ALT水平较

低。不同于男性,女性\40岁者血清 ALT活性较

高,其中 50~ 59岁者最高,这除了与男性相同的

病理因素相关外,还可能与女性绝经后激素水平

的变化有关。而同一年龄组不同性别间血清 ALT

活性男性均高于女性。因此,本研究按不同性别、

不同年龄段分别估计了血清 ALT参考区间:男性

< 20岁者 < 34 U /L, 20~ 29岁者 < 46 U /L, 30 ~

59岁者 < 47 U /L, \ 60岁者 < 39 U /L; 女性 < 29

岁者 < 34 U /L, 30~ 39岁者 < 35 U /L, \ 40岁者

< 40 U /L。从而为丙酮酸氧化酶法检测血清 ALT

提供了科学的参考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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