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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６２ 例老年肝病患者临床流行病学及临床特点分析

邵盼盼 ，孙秋林 ， 程 君 ，李家斌

摘要 目 的 探讨老年肝病患者临床流行病学及临床特点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 医 院收治 的所有 老年肝病

方法 对 １〇６２ 例住院的老年肝病患者 （ 年龄 这 ６〇 岁 ） 的临 （ 年龄 ＞ ６０ 岁 ） 住院患者的病例资料 ，病毒性肝炎 的

床资料进行 回顾性分析 。 结果 老年肝病 占住 院肝病患 者 诊断符合人民卫生出版社出 版的第八版传染病教科
的 比 例 逐 年 升 高 ’ 其 中 ２〇〇９ 年 为 １ １ ． ８ ７％

’

２〇 １ ４ 年 为
书的相关标准 ； 非病毒性肝病包括 ： 酒精性肝病 、 自

身免疫性肝病 、药物性肝病及血吸虫性肝病 ，分别符

２０＾病毒＾贴 老年麵的 比例 为 ６７ ． ３ ７％
， 非病二 巧

自 的诊断标准 ； 隐源性 （ 不明原 因 ） 肝病即 为除

贿 占 ２０ ． ７０％ ， 隐源性肝病 占 １ １ ． ９ ３％ ；
而 ２００９ 年病雜

病母性及非病毒性肝病 以 夕 卜找不 到致病原 Ｈ 的 月干

肝炎 、非病毒性肝病及隐源性肝病 占老年肝病的 比例分别 为胃 。

８ ０ ． ９ １ ％
、

１ ３ ． ６ ３％ 和 ５ ． ４５％ 。 肝 衰 竭 约 占 老 年 肝 病 的１ ． ２ 方法 收集患者的年龄 、性别 、既往史 （ 饮酒 、

１ ０ ． ３ ６％
，
以慢性肝 衰竭 较 为 常 见 ， 其 次 是 慢 加 急性 （ 亚 急输血 、手术及用 药史等 ） 、 基础疾病 （ 高血压 、 冠心

性 ） 肝衰竭 ， 好转率 为 ２９ ． 〇９％
， 病死率 为 ７〇 ． ９ 丨 ％ 。 结论病 、糖尿病 、肺结核等 ） 、 并发症 （ 自 发性腹膜炎 、 上

老年肝病仍以病毒性肝炎为主 ， 而非病毒性肝病及隐源性肝消化道出血 、肝性脑病 、 电解质紊乱等 ） 、病原学指

病的 发病数呈逐年上升的趋势 。 老年肝衰竭 中 ， 慢性肝衰竭标 、止凝血 、肝肾功能各项生化指标及其转归 。

１ ． ３ 统计学处理 对病例流行病学和临床资料列
关键词 老年 ； 肝病 ； 肝衰竭 ；病因 表逐项登记 ， 采用 ＳＰＳＳ２０ ． ０ 软件进行分析 ， 定量资

順
（
２。 １ ６

）
０４

－

〇５４ １
－

０３

料以⑴ 表示 ， 定性资料縣 Ｘ

２

检验进行 比较 。

２结果

随着我 国人 口 老龄化趋势 的加重 ， 老年肝病的

发雜及病死数麵增加 ， 而有关老年肝病的报道
Ｕ ０６２

较少 ， 为探讨老年贿的流行病学及临床特点 ， 现就
例 ， 占住院肝病患者 （

６１ ７９ 例 ） 的 １ ７ ．１ ９％
， 年龄 ６０

丨 ０６２例老年肝病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分析 。
￣９０（６６ ．９８±６ ． １ ８） 岁 ， 其 中 男 ６８７ 例 （ 占

６４ ．６９％
） ， 女

３ ７５例 （ 占
３５ ．３ １ ％

） ， 男女 比例
２ ． ４ ：

１ １
。

２００９ 年老年肝病患者的发病数 占 住院肝病患者

１ ． １ 病例资料 收集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 ２０ １ ４ 年 〖 ２ 月的 １ １ ．８７％ ，

２０ １ ０
￣ ２０ １ ４ 年老年肝病发病数 占住 院

 患 者 的 比 例 分 别 为 １ ４ ．３ ２％
、

１ ５ ．８０％
、

１ ６ ．６７％
、

２０ １ ６
－

〇 丨

－

丨 ８ 接收 １ ９ ＿ ０６％
、
２３ ＿２ １ ％

 ， 随年份推移而逐渐增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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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 ２ 老年肝病的病因及临床分型 １０６２例老年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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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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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肝病的 比列逐渐上升 ， 每年不 同病因 老年肝病的发症多 ， 老年患者伴有合并症的 ２２４ 例 ， 占老年肝病

发病 构 成 差 异 有 统 计学 意 义 （ Ｘ

２

＝ 队 记八 尸 ＝的 ２ １ ． ０９％
， 以高血压 、糖尿病 、冠心病及肺病多见 ；

０ ． ０４５
） ，
见表 １

。
１０６２例老年肝病患者 中 ， 病毒性并发症的发生率为 ２９ ．６６％

， 以 自 发性腹膜炎 、上消

肝炎 占 ７２ ． ３ ２％
，

１ ６ ．８５％ 为非病毒性肝病 ，

１ ０ ．８ ３％化道出血 、 电解质紊乱 、 肝 肾综合征及肝性脑病多

为隐源性肝病 ，其中病毒性肝炎 的常见病因有 乙肝见 ； 既有合并症又有并发症的有 １ ８５ 例 ， 占老年肝病

及丙肝 。 非病毒性肝病的病 因 中 药物性肝损伤 ７ １的 １ ７ ．４２％ 。

例 （ 男 ３ ９ 例 ，女 ３２ 例 ） 及 自 身免疫性肝病 ４３ 例 （ 男 、 、

１ ０ 例 ， 女 ３ ３ 例 ） ， 近 ６ 年发病数呈逐年上升趋势 ； 而
３

酒精性肝病 ４６ 例 （ 男 ４５ 例 ， 女 １ 例 ） 及血吸虫肝病随着我 国人 口 老龄化趋势加重 ， 老年肝病患者

１ ９ 例 （ 男 １ １ 例 ， 女 ８ 例 ） ， 近 ６ 年发病数几乎无变的 比例也随之升高 。 该研究老年肝病发病数 占住院

化 ， 见表 ２
。 近 ６ 年病毒性肝炎 的发病 中肝炎肝硬肝病患者的 １ ７ ． １ ９％

， 明显高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相关

化 （
５ ２％

） 占 主要成分 ， 其次是慢性肝炎 （
１ ８％

） 、急 文献 报道老年肝病发病数 比例 １ ２％
 ， 且近 ６ 年

性肝炎 （
１ ４％） ，

肝衰竭 （
１ ４％

） 及淤胆型肝炎 （
２％

） 老年肝病 发 病 数 占 住 院 肝病 比 例 逐 年 增 多 ，
从

发病最为少见 。 １ １ ．８７％ 到 ２３ ． ２ １ ％
。 老年肝病患者 中仍 以病毒性

肝炎为主 ， 男性多于女性 ， 近 ６ 年本科室住院老年肝



表 １ 綱不 同病因老年肝病的发病情况 ［
ｎ

（
％

） ］

病患者 中 ，病毒性肝炎 的发病数 占老年肝病的 比例
年份病毒性肝炎 非病毒性肝病 隐源性肝病 〃

口
Ｔ吹坊执 女扣 农剌 日

一

ＭＵ 江 丑扣 由 由 本

２００９ ８９
（
８０ ． ９ １

） １ ５
（

１ ３ ． ６３ ）６
（
５ ． ４５

） １ １ ０王下降趋势 ’ 本 －且 资料显所 ，

２〇 １ ４ 年老年肝病患 者

２０ １ ０ ９８
（
８０ ． ３ ３

） １ ７
（

１ ３ ． ９ ３
） ７

（
５ ． ７４

） １ ２２中病毒性肝炎 占
６７ ．３ ７％

， 而
２００９

年 占
８０ ．９ １ ％

， 提
２〇Ｕ＂ ９

（
７２ － ５ ６

） ２ ３
（

， ４ － 〇 ２
） ２ ２

（ 
１ ３４ 丨 ）

示将预防老年肝病的重点从预防病毒性肝炎 向非病
２０ １ ２ １ ３ ０

（
７２ ． ６３

） ３ ２
（

１ ７ ． ８ ８
） １ ７

（
９ ． ５ ０

） １ ７９

２０ １ ３ １ ４０
（
６９ ． ３ １

 ） ３ ２
（

１ ５ ． ８４
） ３０

（
１ ４ ． ８ ５

）２０ ２毒性肝病及隐源性肝病方 向转移 ， 可能一方面与病

２０ １ ４ １ ９２
＜
６７ － ３ ７

） ５ ９
（
２０ ． １０

） ３４
（ 

１  １ ． ９ ３
）２ ８ ５例资料来源局限有关 ， 另

一方 面是抗病毒药的普及 ，

————？
２ ＇ ３ ２

）

￣

１ ７ ９
（  １ ６ ． ８ ５

）

￣

＂ ５
（

１

—

＇

￣

６２

县级医院水平的提高 ， 使得病情轻的病毒性肝炎患

表 ２ 各年度老年肝病病 因 的变化情况⑷者于当地治疗ｉ病情重的病毒性肝炎 、非病毒性肝

病因 ２００９ 年 ２０ １ ０ 年 ２０ 丨 丨 年 ２０ １ ２ 年 ２０ １ ３ 年 ２０ 丨 ４ 年病及隐源 性肝 炎 就 ｉ＃ 上级 医 ＆￡ 的 患 者相对增 加 。

Ｗ 〇〇 １０〇＾ １〇６２例 老年肝病患 者 ，

７２ ． ３ １ ％ 患 者 由 肝炎病毒感
乙肝 ６ １ ６０ ６ ８ ８７ １ １ ５ １ ４ １

染所致 ， 以 乙肝病毒感染为主 ， 占 ６７ ． ０６％
， 且每年

丙肝 ９ １ ６ Ｉ Ｉ １ ３ １ ７ ２ ７

戊肝 １ ０ ２ １２ ５ １ ０ １ ６ 丨 丨乙型肝炎病毒相关肝病在老年肝病中 的 比例逐年上

乙肝 ＋ 戊肝 ２ ２ ６ ４ ５ ４升 ， 慢性乙型病毒性肝炎仍是长期威胁老年健康 的

； ３ ， 〇； ， ４重要 因 素 。 此外该研飯映近 ６ 年麵肝炎病毒感

酒精性肝病 １６７ 丨 ０９Ｂ染在老年病毒性肝炎 中 的 比例逐渐增 多 ， 与相关文

药物性肝损 伤６ ７ ｌ 〇 Ｉ Ｉ １ ３ ２４献
［

３
－ ”
报道一致 ， 因此丙型病毒性肝炎及其相关疾

血吸虫性肝病 １ ２ ３ ２４ ７＾＾丄

不明？ ：因肝病６ ７２２ １ ７ ３０ ３４病也将成为老年肝病的一大困扰 。

伴随着各类新药的 不断问世 ， 某些 中药 及西药

２ ． ３ 老年肝衰竭病因及转归分析 １ ０６２例老年肝的滥用 以及老年人具有一人多病的生理特点 ， 需要

病患者中 ， 肝衰竭有 １ １ ０ 例 ， 主要 以慢性肝衰竭和慢长期药物治疗 ， 使得非病毒性肝病如药物性肝损伤

加急性 （ 亚急性 ） 肝衰竭常见 ， 急性肝衰竭少见 。 导等原 因 引 起的肝病越来越 多 。 本 资料显示 ， 近 ６ 年

致老年肝衰竭的前 ５ 位病 因依次是 ： 乙 型肝炎病毒非病毒性肝病发病 比例为 ３ ９ ． ６６％ ， 与任卫英 等
１

６
１

相关肝衰竭 、隐源性肝衰竭 、药物性肝衰竭 、戊性肝的报道相符 ， 因而非病毒性肝病 已成为危害老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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