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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常规和生化检验项目应用于病毒性肝炎诊断中的效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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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为有利于病毒性肝炎患者的病情诊断，为临床医生提供准确诊断依据，对血常规和生化检验

项目的应用效果作进一步探究。方法 择取 2022 年 12 月-2023 年 12 月在我院就诊的病毒性肝炎患者中的 50 例作

为研究对象入观察组，选取同时期 50 例健康体检人员入对照组，两组人员均接受血常规和生化检验项目，从两

组受检者血常规指标[中性粒细胞（NEU）、血小板计数（PLT）、白细胞（WBC）水平、淋巴细胞（LYM）水平]、
生化检验指标[谷丙转氨酶（ALT）、总胆红素（TBIL）水平、白蛋白（ALB）、血清白蛋白/球蛋白（A/G）]对
比临床检验效果。结果 观察组患者的 NEU、LYM 水平、ALT、TBIL 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PLT 计数、WBC 水

平、ALB、A/G 指标低于对照组，P＜0.05，存在对比意义。结论 在病毒性肝炎的诊断中，对受检者行血常规、

生化检验的各项指标水平与健康人员存在显著差异，有助于临床病毒性肝炎的诊断，为临床医生诊治提供有效参

考依据，应用效果显著，建议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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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facilitate the diagnosis of viral hepatitis patients and provide accurate diagnostic basis for 
clinical doctors, further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blood routine and biochemical test items. Methods Fifty patients 
with viral hepatitis who visited our hospital from December 2022 to December 2023 were selected as the study subjects 
and included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Fifty healthy individuals who underwent physical examinations during the same 
period were selected as the control group. Both groups received blood routine and biochemical tests, and their blood routine 
indicators [neutrophil (NEU), platelet count (PLT), white blood cell (WBC) level, and lymphocyte (LYM) level] were 
measured Compare the clinical efficacy of biochemical test indicators [alanine aminotransferase (ALT), total bilirubin 
(TBIL) levels, albumin (ALB), serum albumin/globulin (A/G)]. Results The levels of NEU, LYM, ALT, and TBIL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 PLT count, WBC level, ALB, and A/G 
indicators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with P<0.05, indicating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comparison. 
Conclusion In the diagnosis of viral hepatitis,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levels of various indicators in blood 
routine and biochemical tests between the tested individuals and healthy individuals, which is helpful for the clinical 
diagnosis of viral hepatitis and provides effective reference for clinical doctors. The application effect is significant, and it 
is recommended to promote its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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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乙、丙、丁、戊这五种肝炎病毒引起的肝细胞

炎症损伤就是病毒性肝炎[1-2]。在五种病毒性肝炎中，

甲型和戊型肝炎比较相似，都属于急性肝炎，很少转成

慢性肝炎，而且两种类型肝炎往往是通过消化道途径

传播的，主要是通过饮食传播。乙型和丙型肝炎比较相

似，较容易转为慢性肝炎，而且慢性乙肝、慢性丙肝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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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治疗，可能会进展到肝纤维化、肝

硬化甚至肝癌，严重危害患者的身体健康。丁型肝炎通

常是比较少见的，一般是先感染了乙肝才会再感染丁

肝。乙型、丙型、丁型肝炎病毒它们是通过血液或是体

液途径传播的[3]。不论哪种病毒性肝炎，患者都应该在

医生的指导下进行抗病毒治疗，避免肝炎向肝硬化或

者肝癌发展。因此，对病毒性肝炎的预防和治疗应当予

以重视，需要早诊断，早治疗，通过准确有效的诊断来

为临床医生采取有效的治疗措施，避免病情进一步恶

化发展，影响患者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本文对 50
例病毒性肝炎患者与 50名健康体检人员行血常规和生

化检验项目，对比两组受检者的血常规指标、生化检验

指标，具体内容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择取 2022 年 12 月-2023 年 12 月在我院就诊的病

毒性肝炎患者中的 50 例作为研究对象入观察组，选取

同时期 50 例健康体检人员入对照组，两组人员均接受

血常规和生化检验项目。观察组男 31 例，女 19 例；

年龄（19-74）岁，均值（42.78±5.52）岁；对照组男

28 例，女 22 例；年龄（21-76）岁，均值（43.36±5.47）
岁；两组数据比较，p＞0.05，具有可比性。所有入选

患者都已明确知道研究过程并签署了知情同意书。纳

入标准：年龄＞18 周岁；近期未使用影响肝功能的药

物；临床资料完整。排除标准：先天疾病；严重心脑血

管疾病；肝肾等器官功能不足；血液疾病；凝血功能障

碍；严重精神、语言、认知障碍；妊娠及哺乳期妇女；

不愿配合研究工作。 
1.2 方法 
（1）采集标本。 
采集受检者清晨空腹静脉血 5mL，使用抗凝管存

放，充分摇匀。离心处理，3000r/min，离心 5min 后留

取上层血清待检[4]。 
（2）血常规检验。 
使用全自动血常规检测分析仪与配套质控物、校

准品及相关试剂，按说明书测定 NEU、PLT、WBC、
LYM 水平[5-6]。 

（3）生化检验。 
使用全自动生化分析仪与配套质控品及相关试

剂，遵循说明书测定 ALT、TBIL、ALB、A/G[7-8]。 
1.3 观察指标  
对两组受检人员的血常规指标、生化检验指标进

行对比。 
1.4 统计学方法 
所有数据资料运用 SPSS23.0 系统分析，计数数据

运用（x±s，%）代替，差别比照运用 t、χ2检测。比

照结果 P＜0.05，说明实验价值显现。 
2 结果 
2.1 两组受检人员的血常规检验结果比较，见表 1 
2.2 两组受检人员的生化检验结果比较，见表 2 

表 1 两组受检人员的血常规检验结果比较 （x±s） 

组别 例数 中性粒细胞（%） 血小板计数（×109/L） 白细胞（×109/L） 淋巴细胞（%） 

观察组 50 55.29±11.63 102.27±61.58 5.11±1.56 39.98±8.32 

对照组 50 69.75±12.92 173.98±72.96 7.47±1.83  31.27±7.25 

t 值  6.013 12.502 6.756 5.732 

P  0.000 0.000 0.000 0.000 

表 2  两组受检人员的生化检验结果比较 （x±s） 

组别 例数 谷丙转氨酶（U/L） 总胆红素（μmol/L） 白蛋白（g/L） 血清白蛋白/球蛋白（A/G） 

观察组 50 113.19±55.87 27.43±9.26  39.32±3.29  1.12±0.15 

对照组 50 33.35±18.52 15.28±6.92  47.91±6.56 1.81±0.23 

t 值  13.965 11.753 9.217 10.938  

P  0.000 0.000 0.000 0.000 

 
3 讨论 
病毒性肝炎大多是由药物和化学毒物引起肝脏损

伤，或是酒精及其代谢产物乙醛物质对肝细胞直接损

害造成的。不同类型的病毒性肝炎发病形式和预后是

不同的，甲型和戊型肝炎表现为急性肝炎，起病急，症

状重，患者经过积极治疗能够恢复正常。乙型和丙型肝



陈丹，陈颖，李瑞雪                                       血常规和生化检验项目应用于病毒性肝炎诊断中的效果分析 

- 139 - 

炎有急性和慢性感染形式，慢性感染形式最常见[9]。由

于乙肝病毒或丙肝病毒会持续性复制，如果不积极进

行抗病毒治疗，会造成肝细胞严重损伤，日积月累会引

起肝纤维化，进展到肝硬化，增加肝癌的发生几率。病

毒性肝炎常见症状有乏力、头疼、头晕、食欲减退、恶

心、呕吐、右上腹不适等，严重还可能出现皮肤、巩膜

黄染及尿液发黄、牙龈出血、消化道出血等。如果出现

以上症状，建议及时到医院检查治疗，控制在肝炎的阶

段，降低肝硬化和肝癌的发生几率。病毒性肝炎还会影

响血液系统，出现全血细胞减少、急性溶血性贫血、再

生障碍性贫血、肝炎后高胆红素血症等[10-11]。病毒性肝

炎患者的白细胞水平稍低，淋巴细胞相对增多[12]。重

症肝炎患者的白细胞及中性粒细胞均会升高，部分慢

性肝炎患者的血小板计数会减少，这些血象指标需要

通过血常规来检验。人体血液中各种物质能够针对性

地反映出对应组织器官的功能状况。生化检验是目前

临床开展范围最为广泛的检验项目之一，在临床检验

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多种疾病的诊断及治疗评价均离

不开生化检验，在许多情况下，想要明确患者的身体状

况需要接受相关的生化检验，如肝功、肾功等，通过采

集患者的尿液、血液等标本进行检验来反应机体情况，

是临床医生判断病情的重要指标。病毒性肝炎的诊断

需进行肝功能检查，以血清谷丙转氨酶、总胆红素水

平、白蛋白、血清白蛋白/球蛋白指标的检测最为常用。

这些指标主要用来了解患者肝脏是否受损，以及受损

程度，具有重要的诊断价值。一般情况下，肝损伤以谷

丙转氨酶升高为主，谷丙转氨酶升高程度大致与病变

严重程度相平行[13-14]。总胆红素也会出现不断增高的

情况，肝脏在胆红素代谢中有摄取转运，结合排泄的功

能，肝功损伤会致胆红素水平升高。血清蛋白是肝脏蛋

白代谢的生化指标，肝炎患者血清白蛋白会下降，球蛋

白水平会升高，血清白蛋白/球蛋白指标会下降[15]。在

本次研究中，观察组患者的 NEU、LYM 水平、ALT、
TBIL 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PLT 计数、WBC 水平、

ALB、A/G 指标低于对照组，各项数据差异明显。由此

说明，血常规、生化检验项目是诊断病毒性肝炎的主要

指标，根据检验数据，以及患者临床症状进行综合诊

断，根据患者的实际病情给予对症治疗，进而控制病情

进一步发展。 
综上所述，血常规和生化检验项目在病毒性肝炎

的临床诊断中的应用效果显著，可以辅助临床医生对

疾病的鉴别诊断，为患者制定有针对性治疗方案，更好

的促进患者的预后，应用效果显著，临床价值、可行性

较高，值得推广，建议提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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