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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指标联合检测在乳腺癌与卵巢癌中的表达及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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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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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血清糖类抗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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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胚抗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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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检测在女性乳腺癌%卵巢

癌中的诊断价值$方法
!

回顾性分析该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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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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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女性肿瘤患者
?F)

例!其中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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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恶性
?,)

例"乳腺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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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卵巢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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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以同期健康体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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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作为对照组!均对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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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进行检测$

结果
!

乳腺癌组%卵巢癌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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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明显高于良性肿瘤组和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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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卵巢癌组中有极高表达!

"V'

在乳腺癌组中呈高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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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乳腺癌组中阳性率

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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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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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D,Fi

&在卵巢癌组中阳性率分别为
F+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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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C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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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指标联合检测乳腺癌

组阳性率为
B,DB+i

!卵巢癌组阳性率为
B(D,)i

!明显高于单项检测!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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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

"'?,/

在卵巢癌中检出率较高!

"V'

在乳腺癌中检出率较高!

)

项指标联合检测有助于提高恶性肿瘤的诊断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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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腺癌-卵巢癌是女性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近年来发

病率明显上升#是严重危害女性健康和生命的疾病#早期诊断

和治疗是阻止肿瘤最有效的方法*

?$,

+

,对于乳腺癌-卵巢癌的

诊断方法较多#影像学检查包括超声-

]

线钼靶摄片-

"=

等#病

理学检查包括穿刺活检-针吸细胞学检查-手术冰冻切片检查

等,但上述检查方法准确率高的多为有创检查#肿瘤早期推广

具有较大的局限性#影像学检查早期诊断阳性率低,因此#对

于肿瘤标志物的检查研究一直是临床热点*

)

+

,多种肿瘤标志

物联合检测可做到优势互补#提高诊断准确率#减少假阳性和

假阴性,本研究选择血清癌抗原
?,/

$

"'?,/

%-甲胎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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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胚抗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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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指标#对其在乳腺癌-卵巢癌诊断

中的价值进行探讨#现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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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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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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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本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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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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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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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女性肿

瘤患者
?F)

例#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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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平均年龄$

(BD/^?)D/

%岁(其

中#良性
+*

例#恶性
?,)

例$乳腺癌
C?

例#卵巢癌
/,

例%#均经

病理检查证实,同时#选择同期健康体检者
+*

例作为对照组#

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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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平均年龄$

(CDB̂ ?,D(

%岁,两组在年龄方面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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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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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
"JA@M:+*?

及配套试剂$罗氏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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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定采用酶化学发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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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定采用电化学发光法,

采集患者与健康体检者空腹静脉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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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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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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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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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出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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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待测,

$D'

!

观察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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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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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结果#判定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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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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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
Y<YY?FD*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计量资料以
H Ê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检验#方差齐性用
R

检

验#计数资料采用
.

, 检验#等级资料的比较采用秩和检验#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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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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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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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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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指标在不同分组中的检测情况
!

结果显示#乳腺癌

组-卵巢癌组
"'?,/

-

'><

-

"V'

水平明显高于良性肿瘤组和对

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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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卵巢癌组中有极

高表达#

"V'

在乳腺癌组中呈高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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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组血清
"'?,/

(

'><

(

"V'

检测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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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项检测与联合检测结果比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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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指标联合检测乳腺

癌组阳性率为
B,DB+i

#卵巢癌组阳性率为
B(D,)i

#明显高于

单项检测#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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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瘤标志物是宿主或肿瘤细胞针对癌细胞而产生的#随着

肿瘤的转移#其表达也随之升高#当行根治切除术后#肿瘤标志

物水平呈进行性降低#因此#是临床诊断和判断术后复发转移

的重要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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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属肿瘤标志物,

"'?,/

是位于细胞膜上的相对分子质量为
(*G?*

) 的大分子糖蛋白#

也是至今为止报道的敏感性最好的广谱肿瘤标志物之一,最

早发现于乳腺癌细胞中#而在患者血清中也有较高表达,据相

关文献报道#

"'?,/

在卵巢癌-乳腺癌患者血清中阳性表达高

于癌组织#特别是在卵巢癌中阳性率可达
F*D**i

#在乳腺癌

中阳性率约为
,(D**i

左右#晚期随着癌细胞的转移#

"'?,/

在乳腺癌中的表达也随之升高*

C

+

,研究显示#

"'?,/

在晚期

骨转移乳腺癌患者中的阳性表达超过
/*D**i

#在伴有淋巴结

转移的乳腺癌患者中阳性率约为
((D**i

*

F

+

,因此#

"'?,/

既

是诊断卵巢癌的特异标志物#也可作为乳腺癌的标志物之一,

本研究结果显示#乳腺癌组-卵巢癌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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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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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

明显高于良性肿瘤组和对照组#而
"'?,/

在卵巢癌组中水平

为$

+/)D+,^?*,D(F

%

H

"

I2

#明显高于其他各组#阳性率

F+D/(i

#说明
)

项指标检测对恶性肿瘤的诊断具有一定的临

床价值#结果与相关报道相符合,

"V'

是一种可溶性糖蛋白和肿瘤细胞黏附分子#特点是

结构复杂,最早于成人结肠癌组织中检出#引起临床关注后#

先后在肺癌-乳腺癌及其他癌症患者血清中发现
"V'

升高#是

目前预测消化道恶性肿瘤最有价值的参考指标之一#也是最有

价值的肿瘤标志物之一,据相关文献报道#

"V'

在乳腺癌中

呈高表达#在晚期乳腺癌患者中阳性率超过
C*D**i

#但其目

前并不是乳腺癌特异性标志物*

B

+

,本次检查结果显示#

"V'

在乳腺癌组中水平为$

?)*DC?̂ ,+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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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性率
F*D,Fi

#

明显高于其他各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在卵巢癌组阳性率

为
)*DCCi

#提示
"V'

可作为乳腺癌和卵巢癌的标志物,

'><

是一种酸性糖蛋白#在健康人中水平极低#是诊断肝

癌较敏感的肿瘤标志物之一#在部分卵巢癌-乳腺癌患者血清

中呈高表达*

?*

+

,因此#将其选择为联合检测的肿瘤标志物之

一,本研究结果显示#

'><

在乳腺癌组和卵巢癌组中的表达

高于良性肿瘤组和对照组#阳性率分别为
,?D?)i

-

?)D(+i

,

鉴于目前乳腺癌和卵巢癌尚无统一的肿瘤标志物#

"'?,/

虽然在卵巢癌患者中呈高表达#但特异性较低#假阳性率较高,

因此#单项检测某一种肿瘤标志物难以作出准确的诊断#容易

出现误诊和漏诊#而联合检测可提高诊断准确率,

)

项指标联

合检测结果显示#在乳腺癌组和卵巢癌组中的阳性率分别为

B,DB+i

和
B(D,)i

#明显高于
)

项指标单独检测#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说明
"'?,/

-

'><

-

"V'

联合检测是提高检出率-减

少误诊和漏诊的重要手段#可使恶性肿瘤患者及时得到治疗#

具有积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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