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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相当一部分实验室拥有多台不同品牌或相同品牌不

同型号的血细胞分析仪#如何保证检验结果的准确性#是各实

验室必须认真对待的现实问题)在新购进血细胞分析仪或更

换重要部件时#进行仪器设备的性能评价+

%

,

#是直接关系到检

验数据的可靠性#性能好的仪器能配合临床给出快速准确的

报告)

./0'$$$

将当今的流式细胞术-电阻抗计数-射频技术和

核酸荧光染色等技术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不仅能计数外周血的

各种血细胞#还能对血细胞进行分类#对异常血细胞给出报警

提示#将过去费时-费力和不同阅片者之间差异很大的传统的

血常规变得异常简单-方便-快速+

'

,

)仪器是否能广泛应用#给

临床提供一个可信的数据#作者针对血细胞分析仪进行了性能

评估)通过以上试验说明
./0'$$$

具有精密度好-携带污染

率低-检测性能好-准确性高的优点#是理想的血细胞分析仪#

适合临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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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男性体检者前列腺特异性抗原结果分析

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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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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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探讨前列腺特异性抗原"

X(;

$在男性中老年体检中的重要性及在前列腺疾病诊断中的应用%

方法
!

用电化学发光法检测南京江北人民医院健康体检
!!%

例男性标本的
X(;

%按年龄分为两组!

]

组小于
'$

岁

"$%

例#

%

组大于或等于
'$

岁
"!$

例%以
X(;

%

%#$H

N

,

+O

为正常范围!

X(;

#

%#$H

N

,

+O

都进行直肠指检和病理

确诊%结果
!

]

组
X(;

-"

"#<'_$#<'

$

H

N

,

+O

.与
%

组-"

!#=4_"#$=

$

H

N

,

+O

.相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X(;

%

%#$H

N

,

+O"=$

例#

X(;

#

%#$H

N

,

+O%%

例!

'$

岁以下者
&

例!

$

'$

岁
%"

例%确诊前列腺增生
&$

例!占总体

检人数的
"&#%T

!占
X(;

#

%#$H

N

,

+O

的
<<#4T

#前列腺癌
&

例!占总体检人数的
"#5T

!

X(;

#

'$#$H

N

,

+O

的
!

例!前列腺癌都已发生骨转移%结论
!

'$

岁以上的男性每年体检都应该查
X(;

!

X(;

对前列腺疾病的诊断和鉴别

诊断很有意义!

X(;

#

'$#$H

N

,

+O

提示有发生骨转移的可能%

"关键词#

!

中老年男性#

!

前列腺特异性抗原#

!

前列腺疾病#

!

骨转移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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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22&/%$$&/'&%1'

文献标志码$

Q

文章编号$

"<4!05%''

"

!$""

$

!&0!=5=0$!

!!

前列腺癌是男性生殖系统常见的恶性肿瘤#为欧美国家发

病率较高的肿瘤#在我国前列腺癌发病率较低#但近年随着人

口老龄化及生活条件的改善#发病率有明显增加的趋势+

"

,

)中

老年男性都存在前列腺癌的隐患#有资料显示#在中老年男性

.

=5=!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OA38,E9B1H

!

L,6,+3,G!$""

!

:?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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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群中#随着年龄的增长#发病率大幅提升+

!

,

)前列腺癌恶性

程度较高#早期即可局部浸润和淋巴结转移#可经血液转移至

骨骼)所以早期对中老年男性进行前列腺癌筛查很重要)前

列腺癌可以通过检测前列腺特异性抗原$

X(;

&获得早期诊断)

现对
!!%

例男性体检
X(;

结果进行分析)

$

!

资料与方法

$#$

!

研究对象
!

!$""

年
!

月
"$

#

!'

日来本院体检中心进行

检测
X(;

的
!!%

例男性体检者#年龄
%"

#

=&

岁#平均
<4

岁)

按年龄分为两组!

-

组小于
'$

岁#

"$%

例%

%

组大于或等于
'$

岁#

"!$

例)

$#/

!

方法
!

体检者都是早上空腹来体检中心进行抽血#抽血

前
"

周不做引起
X(;

升高的前列腺按摩和直肠指检等检

查+

&

,

)用真空采血针管采血
&+O

#分离血清待测#用罗氏电化

学发光仪
/<$"

进行检测#试剂由厂家提供专用试剂#按照仪

器操作说明书严格操作)以
X(;

%

%#$H

N

"

+O

为正常范围#

X(;

#

%#$H

N

"

+O

都进行直肠指检和病理确诊)

$#'

!

统计学处理
!

用
(X((""#$

统计软件进行分析#计量数

据用
O_E

表示#组间比较用
"

检验#

#

"

$#$'

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

!

结
!!

果

]

组
X(;

$

"#<'_$#<'

&

H

N

"

+O

#

%

组
X(;

$

!#=4_"#$=

&

H

N

"

+O

#两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说明随着年龄

的增加
X(;

值也开始逐渐升高)

X(;

#

%#$H

N

"

+O%%

例#其

中
'$

岁以下者
&

例#

$

'$

岁
%"

例%确诊前列腺增生
&$

例#占

总体检人数的
"&#%T

#占
X(;

#

%#$H

N

"

+O

的
<<#4T

%前列腺

癌
&

例#占总体检人数的
"#5T

%

X(;

#

'$#$H

N

"

+O

的
!

例#前

列腺癌都已发生骨转移)

'

!

讨
!!

论

X(;

是相对分子质量为
&%Y"$

&

#含有
!&4

个氨基酸残基

的单链糖蛋白#由前列腺上皮细胞分泌到精液中#是精浆的主

要成分之一#具有丝氨酸蛋白酶活性+

%

,

)

"54$

年
;3B1H

在前列

腺组织中发现
X(;

的存在#

"54"

年
2AGA

等发现
X(;

存在于

精液中#

"545

年
PAH

N

等在前列腺组织中成功纯化
X(;

#并证

明其具有前列腺组织特异性#因此命名为
X(;

)

X(;

在血清

中以不同的分子形式存在#主要以游离形式$

X̂(;

&和结合形

式$

9X(;

&存在#其中
"$T

#

&$T

以游离形式存在#

4$T

#

5$T

主要与
!

"

0

抗糜蛋白酶和
!

!

0

巨球蛋白结合)包括正常前

列腺-良性和恶性增生的腺体都可以分泌
X(;

#因此作为肿瘤

标志物是非特异的)但因其组织特异性成为临床上一个很有

价值的肿瘤标志物#当前列腺发生良恶性疾病时#大部分患者

血清
X(;

浓度是增加的#因为前列腺上皮可大量释放
X(;

进

入血液)前列腺特异性抗原是由前列腺上皮细胞合成并分泌

至精液中的一种糖蛋白#而
X(;

检测在前列腺癌筛选-诊断中

已成为一项重要的生物学指标#是目前应用最广泛和最成熟的

血清肿瘤标志+

'

,

)

本研究的结果说明#随着年龄的增加
X(;

值也开始逐渐

升高#

'$

岁以上的中老年男性前列腺疾病发病率很高#所以建

议把
X(;

检测作为中老年男性健康体检的常规项目)

X(;

为
%#$

#

"$#$H

N

"

+O

时在诊断良恶性上存在灰区#

建议同时检测
X̂(;

用
X̂(;

"

X(;

来鉴别诊断#多数报道建

议的参考范围为
0̂X(;

"

>0X(;

之比大于
!$T

多为良性#其值

越大#前列腺增生可能性越大#小于
"$T

多为前列腺恶性肿

瘤#随其比值的降低#恶性可能性加大+

<

,

)

对
&

例前列腺癌患者进行发射单光子计算机断层扫描仪

骨扫描#其中有
!

例发现骨转移#这
!

例患者
X(;

都大于
'$#$

H

N

"

+O

#发现
X(;

对早期发现及诊断骨转移有其特有的价值)

X(;

"

!$H

N

"

+O

时#特别是
X(;

"

"$#$H

N

"

+O

#发生骨转移

的概率极小)

MB,,G

等+

4

,总结了
'"!

例未经治疗的前列腺癌患

者资料后认为#

X(;

"

"$#$H

N

"

+O

时#全身骨扫描的阳性率接

近零)

V,*7,GB1H

N

+

=

,分析了
='!

例未经治疗的前列腺癌患者#

发现
X(;

"

"$#$H

N

"

+O

和小于
!$#$H

N

"

+O

时#发生骨转移

的比例分别为
$#'T

和
$#=T

)因此#可以认为
X(;

"

!$#$

H

N

"

+O

时#全身骨扫描的阳性率极低)

X(;

#

!$#$H

N

"

+O

时#

患者可能发生早期骨转移#该临界值的敏感性达到
=5#=T

#但

特异性不足#为
'4#"T

)对于
X(;

$

!$#$H

N

"

+O

的患者#应

常规行全身骨扫描检查#以早期确诊前列腺癌骨转移)文献认

为
X(;

#

'$#$H

N

"

+O

多已发生广泛浸润或转移+

5

,

)

X(;

$

<$#$H

N

"

+O

特别
X(;

$

"$$#$H

N

"

+O

的患者#诊断的特异性

达到
"$$#$T

#可以认为患者已存在骨转移#全身骨扫描的诊

断价值已不大)

根据本次检测结果显示#

'$

岁以上的男性每年体检都应

该查
X(;

#

%#$H

N

"

+O

"

X(;

"

"$#$H

N

"

+O

时需要检测
X̂0

(;

#用
X̂(;

"

X(;

来进行鉴别诊断#

X(;

#

"$#$H

N

"

+O

恶性

的可能性很高#

X(;

#

'$#$H

N

"

+O

时发生骨转移的可能性很

高#可见
X(;

对前列腺疾病的诊断和鉴别诊断意义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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