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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源性碱性磷酸酶在骨代谢疾病诊断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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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 骨代谢疾病是一类由原发性或继发性引起的骨基质或骨细胞代谢紊乱的疾病,骨代谢性疾病一般包括骨质疏松、

内分泌骨病、肾性骨病、变形性骨炎及遗传性骨病等。在诊断骨代谢性疾病时实验室检测项目包括 ALP、BABP、Ca、P、Mg、性

激素等内容。骨源性碱性磷酸酶 BABP以其检测方便、灵敏和特异性较高等优势成为临床应用较多的重要检测指标之一,

BABP能够快速有效的反映骨转换, 评价骨代谢情况,当其与其他项目同时检测作为组合项目时, 更有利于分析骨代谢疾病的

原因、类型,可以更完整的反映疾病的状况,监测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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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骨碱性磷酸酶是碱性磷酸酶同工酶中的一个亚型, 由成

骨细胞合成, 当人体钙营养不良时血钙下降, 甲状旁腺激素

PTH 上升,促进肾脏合成 1, 25( OH ) 2 - VD3, 后者可使静止

的成骨细胞转变成活动的成骨细胞,合成大量的骨源性碱性

磷酸酶释放进入血液;由于钙摄入不足, 生成的内骨组织不

能钙化, 成骨细胞不能转化为骨细胞, 成骨细胞反馈性增生

活跃, 其合成的骨源性碱性磷酸酶释放入血液, 造成血液中

骨源性碱性磷酸酶活性增高。所以查骨源性碱性磷酸酶可

以提示钙营养。

1� 骨代谢标志物的适用人群

( 1)儿童: 儿童是祖国的花朵,是一个国家的未来, 然而

佝偻病却是儿童成长过程中最易发而影响终身的疾病, 所以

早期诊断早期预防成为避免儿童发生佝偻病的主要手段, 也

是必要的措施。 ( 2)孕期妇女: 女性在妊娠阶段, 身体发生

很大变化, 有些生化指标会出现异常结果,检测孕妇的各项

指标变化有助于监测孕妇和胎儿的健康状况,提高婴儿的身

体素质。 ( 3)中老年人群: 目前, 我国老龄化人口比例日益

增大, 骨质疏松症是老年人最容易患的一种疾病, 伴随人口

老龄化问题的出现, 老龄人口的健康状况同时也成为我们当

前关注的一个焦点。骨质疏松症的诊断主要依靠影像学和

骨标志物的检测, 在研究男、女股骨颈骨折患者骨代谢改变

时发现, 股骨颈骨折组骨吸收大于骨形成。同时证实老年性

股骨颈骨折与骨质疏松有着直接关系 [ 1]。于是预防老年人

股骨颈骨折首要任务应该预防骨质疏松症的发生,因此对骨

质疏松的早期诊断也就成为影响老年健康的一个重要指标。

( 4)慢性疾病患者: 为了监测某些慢性疾病患者的病情发展

情况, 预防并发症的发生, 骨代谢方面的指标也成为需要检

测的一组项目。

2� 骨质疏松症发生原因

( 1)蛋白质缺乏 :作为骨重要成分的有机物中骨胶原的

生成依赖于机体摄入蛋白原料的种类和量,当蛋白质缺少时

会导致成骨原料的缺乏; ( 2) Ca摄入不足或流失过多:骨的

第二大组成成分既是无机物 Ca, 当机体内所摄入的 Ca过少

或者丢失过多时, 同样会导致骨质疏松症; ( 3)维生素 D摄

入不足或紫外线照射过少: 具有活性的维生素 D可以促进

小肠对 C a、P的吸收和转运, 加速破骨细胞的形成, 增强破骨

细胞活性,促进溶骨, 是血钙血磷水平增高, 利于骨的更新和

生长; ( 3)某些慢性疾病 :糖尿病、慢性肾病会导致骨代谢的

紊乱,骨质疏松症成为此类慢性疾病的常见并发症。

3� 骨源性碱性磷酸酶的分布特点及 BALP的作用

碱性磷酸酶广泛存在机于体各组织器官中, 主要是肝、

肾、胎盘、小肠和骨。人体血清中碱性磷酸酶主要由肝脏及

成骨细胞合成 (几乎各占 50% ), 分别称为肝源性及骨源性

碱性磷酸酶。骨源性碱性磷酸酶主要集中在骨化部位 (骨骺

线和骨膜下 ), 半衰期为 I~ 2d。当体内钙营养不良时, 甲状

旁腺素分泌增加,导致成骨细胞增生活跃; 或由于钙摄入不

足,生成的内骨组织不能钙化,成骨细胞不能转化为骨细胞,

成骨细胞反馈性增生活跃。上述情况导致成骨细胞分泌大

量 BALP入血, 造成血中 BALP活性升高。 BALP可通过下

列途径促进磷的沉积及钙化;通过解磷酸化作用水解含磷酸

的化合物、协助焦磷酸酶解除焦磷酸对形成磷灰石的抑制;

作为受体, 结合重构胶原 I型, 使羟基磷灰石沉积; 促进钙

化,作为钙的载体聚集钙。因此,检测 BALP可快速、准确地

评价体内钙的营养状况;虽然不能诊断骨质疏松 [ 2] , 但是检

测 BALP等骨转换的生化检测指标却可以反映骨转换改变,

从而作为骨代谢疾病的重要依据。骨源性碱性磷酸酶可以

结合其他项目共同诊断疾病和观察疗效,常与骨钙素、�型

胶原氨基末端肽和与骨密度相结合共同诊断骨代谢疾病。

4� 骨源性碱性磷酸酶检测方法

4. 1� 电泳法 � 电泳法主要利用不同的同工酶之间物理性

状、分子大小及电荷量的不同而进行。常用的有醋酸纤维薄

膜电泳、琼脂糖凝胶电泳、聚丙烯酰胺凝胶电泳、等电聚焦电

泳和亲和电泳等。尤以分辨率高的等电聚焦电泳和亲和电

泳的分辨效果较好。

4. 2� 非电泳法 � 有化学抑制法、热失活试验、亲和沉淀法和

免疫分析法等 [ 3]。化学抑制法、热失活试验灵敏度和特异性

较差,相比之下亲和沉淀法操作简便, 有较好的灵敏度和特

异性。近年建立的免疫分析法能把灵敏度、特异性、可靠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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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简便等特性很好地结合起来,从而满足了临床的常规应

用, 当前应用较多的既是胶体金酶联免疫方法。

5� BALP在疾病中的应用

目前, 骨源性碱性磷酸酶在临床的应用越来越广泛, 在

骨代谢疾病中的诊断价值已经受到广泛的重视。当前应用

该项目最多的人群主要包括老人和儿童, 其次是妊娠妇女。

在中老年人群体检中, BALP作为骨质疏松症的筛选指标之

一, 以其操作简单、方便灵敏的特点深受认可。有人研究骨

质疏松症时, 将 BALP的检测结果与骨质密度测定值比较,

结果显示患病组 (骨源性碱性磷酸酶活性升高者 )的骨质密

度测定值明显低于正常组 (骨源性碱性磷酸酶活性正常

者 )。由此说明骨源性碱性磷酸酶活性的测定对老年性骨质

疏松的早期发现和鉴别具有经济实用、快速、简便、灵活度和

特异性高的优点, 是一种有实用意义的诊断方法 [ 4, 5]。另一

方面 BALP可及时、准确地反映儿童的钙营养状况, 张若燕

等曾对对 800例儿童进行 BALP浓度检测, 将被测儿童的钙

水平数据化、直观化。结果显示钙补充过多, 不仅是一种浪

费, 过量的钙还会在血管壁、肾脏等部位沉积,妨碍铁和锌的

吸收, 从而导致食欲不振和缺铁性贫血。因此, 针对不同类

别的儿童采取不同的措施将更利于孩子的营养需求,有助于

儿童的健康成长。研究分为三组, 正常组 ( BALP低于 200U /

L)、临界组 ( BALP在 200~ 250U /L范围内 )和明显异常组

( BALP值在 250U /L以上 ), 对这三组儿童采用三种不同的

方案, 发现实验后异常组有明显的改变, 说明治疗有效, 因此

血清 BALP的检测对儿童和孕妇补钙及饮食有很好的指导

作用, 方便直观,有较好的参考价值 [ 6, 7]。

综上所述, 临床上应用 Ca、P、ALP作为骨质疏松的诊断

指标不够完善, 血清总 ALP不够特异, 在老年骨质疏松症

中, 与目前其他的测定指标相比 BALP对骨质疏松症的早期

发现和治疗监测特异性更高, BALP活性反映了骨转换速率,

可用于预测骨质疏松症的发生、骨质疏松症的筛查、辅助诊

断和疗效观察,是公认的骨质疏松症疗效的评价指标, 可替

代骨密度仪。而且检测 BALP更有助于指导生长发育期的

小儿和妊娠期间及产后的妇女有效科学的补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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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宫肌层缝隙连接变化在分娩发动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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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 分娩发动时, 子宫肌层协调规则的收缩与子宫肌层的缝隙连接增加有关, 是分娩发动的重要原因。而此变化可受

体内一些激素及一些外源性化学物质影响,体内各激素的直接及间接作用使子宫肌层缝隙连接数量增加、功能增强, 整个子

宫肌层形成合胞体, 产生规则、协调的宫缩,为娩出胎儿提供足够的产力。

�关键词�� 分娩发动; 子宫肌层;缝隙连接

� � 分娩发动在妊娠结束的过程中至关重要,过早的分娩发

动会引起早产, 过迟的分娩发动则会引起过期妊娠, 导致早

产儿或者过期产儿的出生, 甚至死胎。不论早产儿、过期产

儿的出生, 还是死胎, 都会引起围生儿死亡率的上升或者新

生儿的生存质量的下降。所以了解分娩发动的机制,在调节

分娩的时间,防止或减少早产和过期妊娠的发生具有重要的

意义。由于难以取得实验标还有碍于伦理学要求, 给分娩发

动机制的研究带来很大困难。虽然过去几年一直是研究的

热点,但其机制复杂且涉及很多方面, 许多方面仍未完全研

究清楚。本文就子宫肌层缝隙连接在分娩发动所起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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