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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探讨
S412"

%

S4188

%

Sa4

%

\+@@

联合检测在卵巢肿瘤诊断中的价值$方法
!

应用电化学发光

法分别检测卵巢癌%卵巢良性肿瘤及健康对照者血清
S412"

%

S4188

%

Sa4

%铁蛋白"

\+@@

#的水平并进行比较!分析

这些结果与临床诊断的关系$结果
!

卵巢癌患者血清
S412"

%

S4188

%

Sa4

%

\+@@

水平均显著高于对照组及良性肿

瘤组!且联合检测敏感性%特异性和有效性均高于单项检测$

S412"

%

S4188

%

Sa4

%

\+@@

对卵巢癌的敏感性分别为

6N3N6W

%

2N3"6W

%

19328W

%

5#361W

!特异性分别为
81311W

%

89369W

%

853##W

%

8#3##W

$

S412"

%

S4188

%

Sa4

%

\+@@

联合检测卵巢癌的敏感性为
N"361W

!特异性为
N936#W

$联合检测与单项指标检测相比!敏感性明显提高!但

特异性有所下降$结论
!

联合检测血清中
S412"

%

S4188

%

Sa4

%

\+@@

可提高卵巢癌的阳性检出率!对卵巢癌的早

期诊断%疗效监测以及预后判断均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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卵巢癌是一种严重威胁妇女健康的肿瘤#近年来患病率呈

明显上升趋势)卵巢癌在女性生殖癌中的发病率占第
!

位#但

死亡率却占第
1

位*

1

+

#其主要原因是由于卵巢癌不易早期诊

断#复发率高)目前用于临床检测的肿瘤标志物已有许多种#

S412"

被认为是诊断卵巢癌较为灵敏的肿瘤标志物#但单项

检测
S412"

往往有一定的局限性)本研究对
S412"

,

S4188

,

Sa4

,铁蛋白$

\+@@

%进行联合检测#探讨其在卵巢癌的诊断和

疗效估计上的价值)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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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材料与方法

$3$

!

研究对象
!

收集本院
2##N

年
9

月至
2##8

年
12

月盆腔

包块患者
56

例#年龄
2"

!

6#

岁#平均
9N

岁#其中诊断为良性

肿瘤患者
!8

例$良性肿瘤组%#经术后病理诊断为卵巢恶性肿

瘤
2N

例$恶性肿瘤组%#平均年龄
"#39

岁)

!!

例为健康体检

女职工$健康对照组%#各组之间年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3/

!

仪器与试剂
!

检测仪器为罗氏公司型号为
a16#

的全自

动免疫化学发光仪及其配套试剂和质控)严格按照仪器和试

剂说明书进行操作)

$3'

!

方法
!

采用化学发光免疫法检测患者血清中
S412"

,

S4188

,

Sa4

,

\+@@

的水平(指标阳性标准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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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计学方法
!

采用
EKEE113#

软件包进行分析)结果采

用
LOE

表示)两样本间均数比较用
;

检验#两样本率的比较

用
"

2 检验)以
!

#

#3#"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3$

!

恶性肿瘤组,良性肿瘤组和健康对照组血清中
S412"

,

S4188

,

Sa4

和
\+@@

的测定结果
!

见表
1

)结果显示恶性肿

瘤组
S412"

,

S4188

,

Sa4

和
\+@@

的水平较另两组明显增高#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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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N

例恶性肿瘤组,

!8

例良性肿瘤组和
!!

例健康对照者

血清中单项指标和联合检测在卵巢癌中的检出结果
!

见表
2

)

结果显示在各单项检测指标中#

S412"

诊断卵巢癌的敏感性

最高$

6N3N6W

%)后依次为
S4188

$

2N3"6W

%,

Sa4

$

19328W

%

,

\+@@

$

5#361W

%)

2N

例卵巢恶性肿瘤患者#经肿瘤
9

项标志

物
S412"

,

\+@@

,

Sa4

和
S4188

联合检测阳性率可提高至

N"361W

$

29

"

2N

%#与单项
S412"

,

S4>88

,

Sa4

及
\+@@

检测比

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3#"

%#肿瘤
9

项联合检测对卵巢恶

性肿瘤的诊断有明显的价值#提高了卵巢癌诊断的敏感性)卵

巢恶性肿瘤患者
S412"

,

S4>88

,

Sa4

及
\+@@

平均含量均高于

卵巢良性肿瘤组和健康对照组#单项
S412"

检测!卵巢恶性肿

瘤与良性肿瘤及健康对照组相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3#"

%#良性肿瘤及健康对照组相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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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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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组血清
S412"

'

S->88

'

Sa4

'

\+@@

测定结果%

LOE

&

组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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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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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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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

"

'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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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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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

恶性肿瘤组
2N

2113O"63"2

/

NN3#O!N3!#

/

113O#31!

/

22"3O196368

/

良性肿瘤组
!8 2636"O!231! 1139#O6352 131NO#3#9 !636"O923#!

健康对照组
!! 2#3!2O23!5 1#3#2O9368 136!O1399 166369O183N6

!!

注!与健康对照组比较#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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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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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组单项测定与联合检测结果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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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性肿瘤组
2N 22

$

6N3N6

%

N

$

2N3"6

%

9

$

19328

%

16

$

5#361

%

29

$

N"361

%

良性肿瘤组
!8 6

$

1638"

%

9

$

1#325

%

2

$

"31!

%

5

$

1"3!N

%

1!

$

!!3!!

%

健康对照组
!! # # 1

$

!3"6

%

2

$

6319

%

N"361

$

N936#

%

敏感性
6N3N6 2N3"6 19328 5#361 e

特异性
81311 89369 853## 8#3##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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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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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无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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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
!!

论

电化学发光免疫测定$

aSRc4

%是近年发展起来的新型技

术#既具有电发光检测的高度敏感性#又具有免疫分析的高度

特异性)因其快速,准确,重复性好,灵敏度高及试剂安全无毒

等特点#显出良好的应用前景)本文用
aSRc4

检测了
2N

例恶

性肿瘤患者
S412"

,

S4188

,

Sa4

和
\+@@

的水平#其阳性率与

健康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3#"

%)

S412"

是一种在胚胎发育过程中#于体腔上皮细胞所表

达#出生后消失(但在卵巢癌细胞中又重新出现#主要分布于卵

巢,子宫内膜,宫颈上皮,输卵管,胸腹膜等处#国内外对

S412"

等指标进行了大量的临床研究#对卵巢癌的早期诊断

起了重要的作用#已广泛用于卵巢癌的诊断及术后监测*

2

+

)许

多学者的研究表明!卵巢癌患者中
S412"

的敏感性均大于

N#W

#对浆液性癌最为敏感*

!

+

#但其在一些良性瘤变如子宫肌

瘤,子宫内膜异位症,盆腔炎,有腹水或胸腔积液的良性病变均

可升高)本实验中#血清
S412"

在卵巢的阳性率为
6N3N6W

#

与文献报道较为接近#但明显高于卵巢良性疾病组及健康对照

组$

!

#

#3#"

%)而卵巢良性疾病组与健康对照组比较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

!

$

#3#"

%)联合检测可提高卵巢癌的阳性率

$

N"361W

%#单项
S412"

检测与联合检测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3#"

%#显示联合检测有助于提高卵巢癌的检出率)

S4188

是由抗人结肠癌细胞株抗体
115ME188

识别的糖

蛋白#在卵巢癌上皮组织及卵巢良性畸胎瘤中有较高的表

达*

9

+

#本文结果也证实血清
S4188

在卵巢癌中的阳性率为

2N3"6W

#与另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3#"

%)

Sa4

在健康成年人的肠道,胰腺和肝组织中有少量存在#

因肿瘤细胞过多地合成和分泌*

"

+

#致使体内
Sa4

水平明显升

高#对肿瘤诊断有较好的临床价值)本文显示在恶性肿瘤组血

清中
Sa4

的检测结果较其他两组$良性肿瘤组和健康对照组%

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3#"

%)肿瘤细胞具有较强的合成

铁蛋白异构体能力#当机体患恶性肿瘤时
\+@@

升高#

\+@@

值的

升高与恶性肿瘤的部位,大小,性质等因素有关#其机制尚不明

确#且与肿瘤病变进展有关*

576

+

)本实验中卵巢癌患者血清

\+@@

检测值明显高于其他两组$

!

#

#3#1

%)说明血清
\+@@

的

测定有助于卵巢癌的诊断)

由于部分卵巢癌血清中
S412"

水平并不升高#且部分卵

巢良性疾患者血清
S412"

有不同程度升高#

S412"

在卵巢部

的诊断中虽然重要#还要考虑其存在的局限性)有文献报道肿

瘤标志物的联合检测能提高诊断率*

6

+

)本文研究了
S412"

,

S4188

,

Sa4

,

\+@@9

种肿瘤标志物单项检测和联合检测对卵

巢癌的诊断价值#结果显示在单项检测中
S412"

的敏感性高

于其他
!

种指标#但任何一种独立的检查方法均不够全面#联

合检测可弥补其不足#在多指标的联合检测结果中#联合检测

虽然特 异 性 有 所 降 低#但 能 提 高 卵 巢 癌 的 诊 断 敏 感 性

$

N"361W

%)作者认为
9

项联检是提高卵巢癌诊断阳性率和疗

效判定的一种比较理想的检测指标#可互相补充#提高临床诊

断的阳性率#为临床提供非常有用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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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非酒精性脂肪肝病临床诊治体会

冉贤金!张琼红"湖北省荆州市传染病医院肝病科
!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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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旨在提高临床医生和人们对非酒精性脂肪肝病的认识!探索合适的治疗方案$方法
!

对
2##"

年
1

月至
2##6

年
12

月
N#

例非酒精性脂肪肝病患者的一般情况%年龄%体质量%饮酒史%临床表现%实验室检查%

]

超检查等进行回顾分析$结果
!

患者大多有其中至少一种症状(肥胖%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心脑血管疾病$或

者有不良生活习惯(大量摄入高糖%高脂食物"包括饮料#!经常熬夜!极少体育锻炼$经积极治疗后!

N#

例患者均病

情稳定!脂肪肝程度减轻!各项生化指标趋于正常$结论
!

非酒精性脂肪肝病是由多种因素引起的疾病&通过调整

作息时间!调节饮食!加强身体锻炼辅以药物治疗等综合措施可以防治非酒精性脂肪肝病的发生$

"关键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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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肥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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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经济持续发展#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生活

节奏不断加快#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高脂,高热量的

饮食,体育锻炼的减少以及作息时间的紊乱使得我国的肥胖

症,糖尿病等代谢性疾病患者逐年增加#而由此诱发的非酒精

性脂肪肝病$

M4R\L

%患病率明显上升)因此有必要深刻认识

M4R\L

的临床特点#探索有效的治疗方案)现对本院收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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