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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血清肿瘤标志物对原发性卵巢癌患者的临床诊断效果%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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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取该院接受治疗的

原发性卵巢癌患者(良性卵巢肿瘤患者(同期体检健康女性!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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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分析
H

种血清肿瘤标志物对原发性卵巢癌患

者的诊断效果%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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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良性卵巢肿瘤组和健康对照组比较!卵巢癌组患者血清人附睾分泌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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卵巢癌是临床上常见的一种妇科癌症#具有高发病率*高

病死率*早期诊断难等特点)卵巢癌的早期诊断与术前的全面

评估对于卵巢癌患者的治疗与预后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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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肿瘤标志物联合检测能够有效提高卵

巢癌患者早期诊断的阳性率#有助于辅助诊断与鉴别诊断患者

卵巢肿瘤的良恶性)现研究
H

种血清肿瘤标志物对原发性卵

巢癌患者的诊断效果)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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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各
H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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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瘤标志物联合检测对卵巢癌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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卵巢癌是严重威胁女性身心健康的一种恶性妇科肿瘤)

目前#全世界范围内每年卵巢癌的发病例数约为
#%

万例#每年

卵巢癌的病死例数约为
"#

万例)卵巢癌患者高病死率的主要

原因是早期诊断不及时#大部分患者确诊时已处于卵巢癌的进

展期#最终导致病死)如果能早期诊断和治疗#

I%F

高分化患

者有机会存活+

?

,

)有报道指出#早期确诊的卵巢癌患者#经过

手术与介入治疗后#

2

年生存期能达到
I%F

%但确诊时已发生

转移的晚期卵巢癌患者#

2

年生存期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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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瘤标志物

的检测结果应该结合影像学特征和病理组织学检查进行综合

判断#通过动态观察#作出对病情的正确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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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兴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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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具有较高的临床实用价值)张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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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表明#肿瘤标志物

联合检测能够显著提高卵巢癌患者诊断的敏感性与准确性#降

低漏诊与误诊发生率#为卵巢癌患者早期诊断和治疗提供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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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与健康对照组比较#良

性卵巢肿瘤组患者血清
R'5

*

1G"#2

*

1'G

*

1G"II

*

1G"2?

等

水平也明显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2

&)本组通过比

较单项指标检测对卵巢癌的敏感性和特异性显示#血清
R'5

*

1G"#2

*

1'G

的敏感性与准确性最高%血清
1G"2?

*

GZS

*

/

!

L1Y

的敏感性与准确性最低)本组联合检测结果表明#血清

R'5

*

1G"#2

*

1'G

等联合检测的敏感性*特异性与准确性最

高%血清
R'5

与
1'G

联合检测的敏感性*特异性与准确性最

低)李宜川等+

""

,通过对比分析卵巢癌患者*卵巢良性肿瘤患

者与健康女性的血清肿瘤标志物水平证实#

1G"#2

*

1G"II

*

1G"2?

与糖类抗原
H#5

$

1GH#5

&联合检测对卵巢癌患者的早

期诊断和治疗具有重要的医学临床应用价值#有助于提高患者

的阳性检出率*减少漏诊与误诊率)

综上所述#对原发性卵巢癌患者血清
R'5

*

1G"#2

*

1'G

等
?

项肿瘤标志物进行联合检测#其敏感性*特异性与准确性

最高%血清
1G"2?

*

GZS

*

/

!L1Y

的敏感性与准确性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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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科学+

6

,

)研究人员在科学研究中#可以应用文献计量学方法

掌握科学技术的发展动态与方向)近十几年来#姑息护理已引

起医护人员的关注#且进行相关的研究和经验总结)

'$$

!

研究现状及不足
!

$

"

&研究力度逐渐加大#但地区差距很

大)从发文数量来看#姑息护理的研究整体呈上升趋势#尤其

是
#%%6

年以后#说明我国自
#%%6

年开始#加大了对姑息护理

的研究力度)可能与
#%%2

年起护理事业.十一五/发展规划的

出台产生的推动作用密切相关+

H

,

)从文献第
"

作者所在地区

来看#姑息护理的研究引起了大部分地区的重视#但各地区研

究力度差异很大#尤其以上海地区最为突出#可能与其经济发

达#基金资助充沛#护理人员的科研能力较强有关)本研究基

金资助情况结果表明!一是姑息护理研究已得到相关基金的支

持#且近几年有增加趋势#说明姑息护理越来越受到重视%二是

资金资助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可能与各地区重视程度不同有

关#也是导致各地区研究力度差异较大的原因%三是基金资助

发表的文献多数为综述或理论探讨#而高质量的实验性研究仅

占
""$H6F

)$

#

&姑息护理的核心群体初步形成#但研究缺乏

持续性)本研究期刊分布结果显示#护理研究*解放军护理杂

志*中华护理杂志*中国实用护理杂志*上海预防医学这
2

种期

刊符合文献聚散定律对核心期刊的要求#已成为国内刊载姑息

护理文献的核心期刊)发文量前
#

位的第二军医大学及其附

属医院和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及附属医院已初步形成了姑息护

理研究的核心力量)本组作者分布表明#姑息护理的研究合作

力度较高#但作者的分散程度较高#多数作者对姑息护理的研

究比较浅显#缺乏持续性)$

?

&姑息护理研究领域逐渐加大#但

研究内容陈旧)本组文献研究类型及内容显示#研究的类型多

样#研究的领域也在不断扩大#从单纯引入国外理念#逐步涉及

姑息护理的临床实践*姑息护理与常规护理方法的对比性研

究#以及姑息护理团队的构建等各个方面#这与姑息护理逐渐

得到护理人员的重视有关)但研究内容陈旧!

,

研究的对象集

中在恶性疾病患者#且大多数处于终末阶段%对慢性非恶性疾

病*儿童及患者家属的姑息护理研究较少#且忽视了疾病最初

诊断*治疗过程中及丧亲后的姑息护理)

-

姑息护理的模式仍

以医院护理模式为主#有关社区*居家的姑息护理模式的研究

主要是引入国外研究经验#国内具体实践研究甚少)

.

姑息护

理教育培训方面是研究的薄弱点)

'$/

!

研究结果给予的启示
!

$

"

&鼓励各地各单位共同关注姑

息护理问题#同时也需要一些研究机构和学者集中优势#形成

核心研究团队#促进学术交流#指引姑息护理研究的发展方向)

$

#

&着眼在社区和家庭开展姑息护理服务#构建以家庭
!

社区
!

医院为基础的姑息护理模式#从而减轻医疗卫生系统的负担#

节约医疗卫生资源)$

?

&在学校教育方面#设置姑息护理专业

的教材及课程#加强在校护生相关的专业知识的学习%在医院

方面#加强姑息护理教育培训#以培养专业的姑息护理人才#构

建专业的姑息护理团队#借鉴国外的研究经验#加大对慢性非

恶性疾病和儿童患者等国内研究的薄弱方向%在国家方面#一

是建立相关的政策#得到相关法律保障%二是加大资金的投入#

鼓励与国外及港澳台地区的交流%三是开展多种形式的病死观

教育和姑息护理服务宣传#促进我国居民传统病死观念的改

变#提高姑息护理在我国的发展)

综上所述#癌症和慢性非恶性疾病已成为我国人口病死的

重要因素#且大部分生活质量很差)而姑息护理是提高其生活

质量的有效措施+

&!I

,

)0中国护理事业发展规划纲要$

#%""

"

#%"2

年&1也明确指出要研究制定老年病科*姑息治疗*临终关

怀的护理规范及指南+

"%

,

)但目前我国关于姑息护理的研究存

在很多不足#仍需加强研究的力度和深度#这需要政府加大相

应研究的资金投入#开展姑息护理教育及培训#同时需要护理

人员努力提高学术水平#提升护理服务质量#形成姑息照护的

全科团队#团结整个社会力量#建立以家庭
!

社区
!

医院为基础

的姑息护理模式#从而促进我国姑息护理的全面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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