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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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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上海地区健康体检人群的血清胃蛋白酶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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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及其变化规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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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集
X&%A

例

健康体检者空腹血清!采用时间分辨荧光免疫分析法进行血清胃蛋白酶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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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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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均

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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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不同年龄组间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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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水平差异均有明显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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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年龄的

增高!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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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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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

.

水平升高!

P2R

降低$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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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与年龄呈正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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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R

与年龄呈负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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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地区体检人群的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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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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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R

水平呈明显的偏态分布!在不同性别和不同年龄组间有着明显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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胃蛋白酶原$

P2

%是胃蛋白酶的无活性前体#根据其生化

及免疫活性分为胃蛋白酶原
$

$

P2

$

%*胃蛋白酶原
.

$

P2

.

%

两个亚型)

P2

$

主要由胃底腺的主细胞*颈黏液细胞分泌#

P2

.

则是由胃底腺*幽门腺*十二指肠腺等分泌)

P2

大部分

分泌入胃腔#只有少量$约
-T

%进入血液之中+

-

,

)有研究表明

血清中
P2

$

*

P2

.

的水平和
P2

$

与
P2

.

的比值$

P2R

%的变

化可以反映出胃黏膜病变的部位和其严重的程度#检测血清中

P2

的水平及
P2R

的变化对胃部疾病诊断具有一定临床意

义+

3

,

)本研究采用时间分辨荧光免疫分析法对上海地区体检

人群中的
P2

水平进行检测#分析比较在不同性别和不同年龄

人群中血清
P2

水平#为今后的临床应用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现报道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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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取
3%--

年
&

月至
3%-"

年
--

月于本院体

检中心参加健康体检人员共计
X&%A

例#进行
P2

测定)其中

男
#%%X

例#女
"#BB

例(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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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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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
XBB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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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与试剂
!

美国
P4

公司的
6/?>94(b(6-3"#

型全

自动时间分辨荧光免疫分析仪#试剂为无锡江原实业技贸总公

司提供的
P2

$

*

P2

.

时间分辨免疫分析试剂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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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

所有受检者均采集空腹静脉血
";(

#静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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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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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医学与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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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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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心#

"%%%@

"

;<=

离心
-#;<=

#分离出血清#当日上机检测)

所有标本均严格按照标准操作程序进行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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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标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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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值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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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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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

值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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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R

正常值为大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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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处理
!

采用
5P55-B.%

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以
c>E;>

8

>@>J!5;<@=>J

测定变量的分布)计量资料以中位数

$

L

%表示#两组间差异比较采用
UI==!aF<?=1

M

#

检验#多组

间差异比较采用
c@/7HIE!aIEE<7

检验(计数资料以率表示(相

关性分析采用
P1I@7>=

相关分析)以
B

$

%.%#

为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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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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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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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人群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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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的偏态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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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常率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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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性别间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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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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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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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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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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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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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高于女性#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B

$

%.%-

%#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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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性别间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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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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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年龄组间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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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
P2R

水平比较
!

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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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年龄组血清
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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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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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R

组间比较均有统计学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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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年龄的增高#血清
P2

$

*

P2

.

水平升

高#

P2R

降低)

表
"

!

不同年龄组间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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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性分析
!

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

P2

$

*

P2

.

水平与

年龄呈正相关$

4g%.-""

*

%.--#

#

B

$

%.%-

%(

P2R

水平与年龄

呈负相关$

4gh%.3B

#

B

$

%.%-

%)

'

!

讨
!!

论

P2

在胃肠疾病中的关系#特别是在胃癌筛查方面一直受

到人们的广泛关注)胃癌是我国病死率较高的恶性肿瘤之一#

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缺乏有效的早期诊断手段)早期胃癌多

无症状或仅有一些非特异性的消化道症状#而当症状明显时#

病变往往已属中*晚期+

"

,

)为此#寻找一种特异性高*经济方

便*灵敏度好*患者容易接受的胃癌早期筛查及术后检测方法

显得尤为必要)近年来#在国内外以血清
P2

水平及其比值检

测作为胃癌的早期初筛手段正越来越受到关注+

$!#

,

)

本研究采用时间分辨荧光免疫分析法对上海地区体检人

群
X&%A

例血清
P2

水平检测分析后发现#不同性别间血清
P2

$

*

P2

.

及
P2R

水平比较#男性明显高于女性#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B

$

%.%-

%#可能与男性吸烟*喝酒等不健康生活习惯有

关)血清
P2

水平与年龄亦有着明显的关系#随着年龄的增

高#血清
P2

$

*

P2

.

水平升高#

P2R

降低)与黄荣根等+

&

,

*

*@>/?1?

等+

A

,报道相一致)相关性分析结果还显示#

P2

$

*

P2

.

水平与年龄呈正相关#

P2R

与年龄呈负相关$

B

$

%.%-

%)这

可能与随着年龄的增加#健康人群中患胃酸分泌过多的胃部疾

病的人增加有关)

所以在体检人群中#首先进行
P2

的筛查检测#将血清
P2

结果异常的患者筛选出来#再通过胃镜及病理活检来确诊胃部

疾病#可以进一步提高诊断的准确性+

X

,

)在大批量人群的筛查

中可以获得很好的效果#检查方法简单*快捷*准确*结果稳定)

综上所述#血清
P2

的测定是一种非创伤性*经济方便*重

复性好的检查方法#尤在适合在体检工作中筛查胃部疾病#对

于胃癌的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有着十分重要的临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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