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均是阳性#

"(

例
SMK

患者中均质型
!%

例#斑点型
!$

例#混合

型
"

例%

'

例
NO/]

中#均质型
!

例#斑点型
$

例%

!&

例
SS

中#

均质型
(

例#斑点型
'

例#着丝点
!

例#核仁型
!

例%

!

例皮肌炎

为均质型*见表
"

*

'

!

讨
!!

论

自身抗体是抗自身组织)器官)细胞及细胞成分的抗体*

人体的生长)发育和生存需要完整的自身免疫耐受机制的维

持#正常的免疫反应有保护性防御作用#即对自身组织)成分不

发生反应*一旦自身耐受的完整性遭到破坏#则机体视自身组

织)成分为异物#而发生自身免疫反应#产生自身抗体*健康人

体血液中有低滴度的自身抗体#但是不会发生疾病#如果自身

抗体的滴度超过某一水平#就可能对身体产生损伤#诱发疾病*

随着对自身免疫性疾病流行病的调查研究和对自身抗体本身

的不断研究#已知相当多的自身抗体与某些特定的疾病相关

联#有些自身抗体是某种疾病的标志性抗体*

近
&%

年来#陆续发现对细胞核的不同成分所产生的
*Q*

有
"%

余种#其中大部分核抗原可溶于
TXS

中#故称之为
KQ*

*

其抗体称之为抗
KQ*

#而这些抗体的测定为结缔组织病的临

床诊断提供了有利证据*自身免疫性疾病有许多自身抗体#其

中最重要的
*Q*

是血清中存在的一组抗多种细胞核成分的

自身抗体总称#可多见于多种风湿性疾病)

SMK

)

NO/]

)

SS

)皮

肌炎等*抗
:A]Q*

多见于
SMK

*

自身抗体检测已成为诊断自身免疫性疾病的重要工具*

目前酶免疫斑点试验是最近兴起的特异性检测抗
KQ*

的新

方法*该方法适合临床#有以下优点!将亲和层析纯化的抗原

包被在固定的位置#每一种抗体对应一条带#不会产生非特异

性反应带#结果灵敏度高#特异性好#判断结果简单%每个反应

区均有质控带%可以显示操作是否正确#不需要特殊仪器#试验

结果用肉眼观察%并且反应过的载片可长期保存#试验结果易

存档*作者使用德国
9̂<1B

公司提供的试剂盒#该试剂盒设有

质控线和
OC<,0;;

线#这样能观察试剂是否有效#对于灰区结

果#应该用新鲜血清样本进行重复试验#减少肉眼观测的随意

性#从严判别线谱的阳性带#为诊断提供有效依据*该试剂盒

对脂血)溶血)黄疸影响甚小#比万孚试剂特异性高*

检测的
$'

例自身免疫性疾病中#抗
KQ*

中以抗
SS*

阳

性率最高#达到
''#()

%其次#抗
SSX

为
$.#-)

#抗
7YQT

为

$%)

#抗
:A]Q*

为
&'#()

#抗
S9

为
".#-)

*抗
S9

抗体是

SMK

的标记性抗体#抗
S9

阳性一般伴随抗
7YQT

阳性.

',.

/

*

抗
SS*

和抗
SSX

一般同时出现#它们是干燥综合征的标记性

抗体*抗
7YQT

是
NO/]

的标记#其阳性率高达
-')

*

"志谢上海市仁和医院!为本试验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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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研究!

血清
O*!"'

在肿瘤诊疗中的应用价值

普翠英"云南省保山市昌宁县人民医院
!

(+.!%%

%

!!

"摘要#

!

目的
!

通过对临床不同患者血清
O*!"'

含量检测结果进行分析!探讨血清
O*!"'

在肿瘤诊疗中的

临床应用价值&方法
!

应用电化学发光分析法对保山市第一人民医院
"%%.

年
'

月至
"%%-

年
'

月住院诊治的
$+!

例不同类别疾病患者及
$%

例健康体检者进行血清
O*!"'

含量测定!结果进行统计学分析比较&结果
!

$%

例健康

体检者血清
O*!"'

含量为
!#+&

%

&"#&%e

(

9M

&

$+!

例患者中血清
O*!"'

含量以
&'e

(

9M

为界限值!大于
&'e

(

9M

为阳性!总阳性率为
"-#&)

&肝癌'肝硬化'肺癌'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O*!"'

阳性率比较高!分别为
+"#")

'

+%#()

'

(.#.)

'

$+#&)

&结论
!

血清
O*!"'

在多种良性疾病中有较高的阳性率!使其在肿瘤诊疗中的应用价值受

到一定的限制&

"关键词#

!

O*!"'

$

!

肿瘤$

!

电化学发光

!"#

!

$%&'()(

"

*

&+,,-&$)./0(122&/%$/&%3&%/)

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

"

"%!"

%

%.,%-$(,%&

!!

血清
O*!"'

是肿瘤标志物糖类抗原之一#它是通过

[O!"'

单克隆抗体识别的.

!

/

*自
!-.!

年
X6A<

等证实该抗原

为多数非黏液性卵巢癌和上皮性卵巢癌细胞系所表达#并将检

测
O*!"'

用于辅助诊断卵巢癌后#该指标曾被称为0卵巢癌相

关抗原1#在妇科肿瘤检测中受到了高度重视.

"

/

*但是近年来

随着肿瘤标志物测定的广泛开展#血清
O*!"'

增高也见于其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M6DN1:O4?7

!

*

3

5?4"%!"

!

P04#-

!

Q0#.



他疾病*因此#

O*!"'

在临床肿瘤诊疗中的实际应用价值值

得进一步探讨*本文对
$%

例健康体检者和
$+!

例除外卵巢癌

的住院患者
O*!"'

水平进行了分析#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收集保山市第一人民医院
"%%.

年
'

月至

"%%-

年
'

月住院进行
O*!"'

检测的
$+!

例患者#其中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

岁#所有患者经出院病历查阅明确

临床诊断*诊断中有肿瘤者以肿瘤为主#无肿瘤者以第一诊断

为主*其中包括肝癌
!.

例#肺癌
!(

例#直肠癌
(

例#胃癌
'

例#其他肿瘤
$%

例#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O[T]

&

''

例#呼吸系

统良性疾病
(!

例#肝硬化
!+

例#消化系统良性疾病
-'

例#胆

道系统良性疾病
&.

例#泌尿系统良性疾病
!&

例#妇科良性疾

病
!+

例#糖尿病
"-

例#原发性高血压
.

例#其他良性疾病
'&

例*

$%

例健康对照来源于保山市第一人民医院同期体检者#

其中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

岁*

$#/

!

方法
!

清晨抽取空腹静脉血
$9M

#

!

%

"=

内离心分离血

清#

"

%

$=

内完成血清
O*!"'

水平的检测#避免脂血或溶血*

采用罗氏
"%!%

电化学发光分析仪和
O*!"'

配套试剂盒进行

血清
O*!"'

检测#按仪器说明书操作*

$#'

!

血清
O*!"'

的判断标准
!

按照试剂说明中#血清
O*!"'

参考范围为
%

%

&'e

"

9M

#拟定大于
&'e

"

9M

为阳性*

$#1

!

统计学处理
!

由于数据资料呈偏态分布#因此用中位数

和四分位数间距表示数据的集中趋势和离散程度*肿瘤组和

良性疾病组的阳性率比较用
!

" 检验#以
!

#

%#%'

为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采用
STSS!&#%

软件进行统计学处理*

/

!

结
!!

果

健康对照组及
$+!

例各种疾病的血清
O*!"'

检测结果见

表
!

*健康对照组
$%

例血清
O*!"'

含量为
!#+&

%

&"#&%e

"

9M

#均小于
&'e

"

9M

*

$+!

例不同疾病中以
O*!"'

%

&'e

"

9M

为阳性#总阳性率为
"-#&)

*肿瘤组
O*!"'

阳性率与良

性疾病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U!&#+(-

#

!

#

%#%!

&*各

种疾病中
O*!"'

测定的高)低值见表
"

*

表
!

!

健康对照组及各种疾病的血清
O*!"'

检测结果

组别
'

中位数
T"' T+'

阳性$

'

&阳性率$

)

&

健康对照
$% !%#( +#( !&#$ % %

肝癌
!. +-#- "'#" "$+#( !& +"#"

肺癌
!( !+"#! "+#+ '""#( !! (.#.

直肠癌
( !%#+ '#" -%#" ! !(#+

胃癌
' ".#+ !$#( '"#( " $%#%

其他肿瘤6

$% !.#& !%#. '!#' !" &%#%

肿瘤合计B

.' V V V &- $'#-

O[T] '' &"#( !(#" "-#' "( $+#&

呼吸系统良性疾病
(! !-#! !!#$ (-#( "! &$#$

肝硬化
!+ "%'#$ ""#% ''&#% !" +%#(

消化系统良性疾病
-' !"#& .#$ !+#. !% !%#'

胆道系统良性疾病
&. !"#$ !%#! "%#'! ' !&#"

泌尿系统良性疾病
!& "%#. .#! -.#- ' &.#'

妇科良性疾病
!+ ""#' !+#% $%#. ( &'#&

糖尿病
"- !'#& -#% "&#& & !%#&

原发性高血压
. "%#' -#$ $&#. " "'#%

续表
!

!

健康对照组及各种疾病的血清
O*!"'

检测结果

组别
'

中位数
T"' T+'

阳性$

'

&阳性率$

)

&

其他良性疾病D

'& !&#( !%#% ""#$ - !+#%

良性疾病合计
&.( V V V -- "'#(

患者组合计
$+! V V V !&. "-#&

!!

注!

V

表示无数据%

6包括前列腺癌)淋巴瘤)结肠癌)胆囊癌)子宫肌

瘤%

D指除以上各种疾病外的其他疾病%与良性疾病组相比#

B

!

#

%#%!

*

表
"

!!

各种疾病中
O*!"'

测定的高+低值

疾病
O*!"'

$

e

"

9M

&

低值 高值

肝癌
&-#+' .(+#-%

肺癌
.$#%- !'."#%%

直肠癌
V &%-#&%

胃癌
$'#%. (%#"%

其他肿瘤
&(#+& "!$+#%%

O[T] &'#$+ &$%#$%

呼吸系统良性疾病
$!#.. (%-#!%

肝硬化
!(!#(% !!++#%%

消化系统良性疾病
&(#(! !+$$#%%

胆道系统良性疾病
&'#!& +"#&%

泌尿系统良性疾病
$.#!$ "&%#&%

妇科良性疾病
&.#+' '.'#(%

糖尿病
'.#&+ "!(#'%

高血压
'%#$% "('#$%

其他良性疾病
&(#!' "-.#'%

!!

注!

V

表示无数据*

'

!

讨
!!

论

O*!"'

是一种相对分子质量为$

"%%

%

!%%%

&

h!%

& 的类黏

蛋白型糖蛋白#外形呈环形结构*糖链部分主要含半乳糖#

Q,

乙酰氨基葡萄糖和
Q,

乙酰氨基半乳糖#蛋白质部分富含丝氨

酸*

O*!"'

主要存在于胚胎发育中的体腔上皮细胞中#于出

生后消失#但在卵巢癌细胞中又重新出现*

X6A<

等测定了
...

例献血员的血清
O*!"'

含量#其中
&'!

例健康者均值为

$

-#-L.#.

&

e

"

9M

#若以
&'e

"

9M

为临界值#健康者假阳性率

为
!)

#妇科其他良性疾病为
()

#经手术证实的卵巢癌患者阳

性率为
.")

*此结果表明#血清
O*!"'

测定对卵巢癌的诊断

有重要意义*但
O*!"'

不仅存在于卵巢癌细胞表面#也存在

于胎儿羊膜)成人输卵管)子宫内膜及子宫颈内膜)胸膜)腹膜)

心包膜等组织的间皮细胞#以及炎症和纤维化组织中.

&

/

*

本文结果显示#

$%

例健康体检者血清
O*!"'

均小于
&'e

"

9M

#而
$+!

例不同疾病患者中血清
O*!"'

表达阳性者为
!&.

例#总阳性率为
"-#&)

*其中#

.'

例肿瘤患者中#

O*!"'

阳性者

&-

例#阳性率为
$'#-)

%

&.(

例良性疾病患者中#

O*!"'

阳性者

--

例#阳性率为
"'#()

*肿瘤组
O*!"'

阳性率与良性疾病组比

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U!&#+(-

#

!

#

%#%!

&#因此肿瘤患者血

清
O*!"'

阳性率显著高于良性疾病患者*

'#$

!

恶性肿瘤
!

在肿瘤患者中肝癌)肺癌
O*!"'

的表达水平

较高#两者的阳性率分别为
+"#")

)

(.#.)

*有研究者探讨过

O*!"'

在肝癌患者中的升高情况#结果显示#

&"

例肝癌患者中

O*!"'

阳性率达
+')

.

$

/

#本文结果与之相似*血清
O*!"'

在

恶性肿瘤中升高的原因可能为
O*!"'

是在细胞内合成和贮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M6DN1:O4?7

!

*

3

5?4"%!"

!

P04#-

!

Q0#.



存#正常情况下#由于基膜的阻挡作用和细胞间的连接作用#不

能进入到血液中#因此健康人血中
O*!"'

浓度很低*但是当

组织发生恶变时#细胞内合成的
O*!"'

集中到细胞的边缘#使

局部的细胞膜去极化#而转运出细胞.

'

/

*

'#/

!

良性疾病
!

良性疾病中肝硬化血清
O*!"'

的表达水平

较高#阳性率为
+%#()

*血清
O*!"'

升高的原因可能为肝硬

化患者有功能的肝细胞数量减少#残余肝细胞代偿功能不足#

肝细胞再生增加#甚至出现不典型增生或细胞癌变等有关#同

时可考虑与肝硬化患者产生腹腔积液以及肝脏对
O*!"'

等抗

原降解能力减弱有关.

&

/

*

O[T]

血清
O*!"'

的阳性率为
$+#&)

#表达水平比除外

肝硬化的其他良性疾病高#其机制有待进一步探讨*本研究结

果还显示#泌尿系统)呼吸系统等良性疾病中#

O*!"'

阳性率

也比较高#可能是由于在较严重的非肿瘤疾病时#正常细胞的

结构#细胞间隙的连接和基膜0屏障1受炎性细胞及炎性因子破

坏#增多的
O*!"'

也可以进入血循环和各种体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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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结果提示#血清
O*!"'

在除卵巢肿瘤以外的其他

肿瘤诊疗中有一定的价值#但在多个系统的非恶性肿瘤疾病中

也有较高的阳性率#且部分患者升高幅度较高#尤其是肝硬化

和泌尿系统良性疾病*因此#血清
O*!"'

在肿瘤诊疗中的应

用价值受到一定的限制#当血清
O*!"'

升高时#应结合患者的

临床表现及其他检查#综合分析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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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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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血清胱抑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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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早期糖尿病肾病诊断中的应用价值&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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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糖尿病肾病诊断中有一定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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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糖尿病患者的

主要并发症之一#是糖尿病全身性微血管病变表现之一#临床

特征为蛋白尿)渐进性肾损害)高血压)水肿#晚期出现严重肾

功能衰竭#是糖尿病患者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我国住院糖尿

病患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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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患病率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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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早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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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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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肾功能不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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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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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早

期诊断对其防治与预后尤为重要*肾功能损伤的指标有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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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断中的应用价

值#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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