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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

检测卵巢癌患者血清人附睾蛋白
-

"

XQ-

#%可溶性间皮素相关蛋白"

LP#U

#%癌胚抗原"

OQ$

#%

糖类抗原
')2

"

O$')2

#的表达水平!并对四项标志物单独和联合检测结果进行统计比较!探讨它们在卵巢癌诊断中

的临床应用价值$方法
!

收集
/2

例卵巢癌患者和
0(

例健康体检者空腹静脉血清!

Q,+L$

法检测
XQ-

%

LP#U

!化

学发光法检测
OQ$

%

O$')2

$结果
!

与健康对照组相比!卵巢癌组血清
XQ-

%

LP#U

%

OQ$

%

O$')2

表达水平均较

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

(K(2

#$

XQ-

%

LP#U

诊断卵巢癌的敏感度较高!其中
XQ-

明显高于
OQ$

!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2

$

(K(2

#&

O$')2

%

XQ-

诊断特异度较高!均明显高于
LP#U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

(K(2

#&准确度检测

中!各指标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2

&

(K(2

#!其中
XQ-

和
O$')2

诊断准确度高于其他指标$

O$')2

与
XQ-

组合联

检时!敏感度提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

(K(2

#!但同时特异度明显降低"

2

$

(K(2

#&

O$')2

%

XQ-

%

LP#U

三项

组合联检时!敏感度得到更大提高"

2

$

(K(2

#!达到
0.K-/W

!特异度较
O$')2

单独检测仍有降低!但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

2

&

(K(2

#&同时准确度得到了提高!高达
.(K0-W

&

O$')2

%

XQ-

%

LP#U

%

OQ$

联合检测各项诊断效率指标变

化均无统计学意义"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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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2

#$结论
!

联合检测
O$')2

%

XQ-

以及
LP#U

能有效提高单独检测时卵巢癌的诊断效

率指标!临床工作中将
XQ-

%

O$')2

%

LP#U

这几项标志物进行联合检测有助于卵巢癌的筛查和早期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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卵巢癌是妇科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且近几年患病者具年 轻化趋势*卵巢癌临床症状并不明显#超过
0(W

!

02W

的患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3

卷第
.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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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确诊时已处于癌症晚期#因此早期诊断和治疗尤为重要+

'

,

*

临床上可用来筛查和诊断卵巢癌的肿瘤标志物#主要包括糖类

抗原
')2

$

O$')2

%)癌胚抗原$

OQ$

%)甲胎蛋白$

$cU

%及新近研

究发现的人附睾蛋白
-

$

XQ-

%)可溶性间皮素相关蛋白

$

LP#U

%)骨桥蛋白$

VUT

%等#但这些标志物用来单独诊断卵

巢癌各有优缺点#其敏感度和特异度均有限+

)&2

,

*本文通过检

测卵巢癌患者血清中
XQ-

)

LP#U

)

OQ$

与
O$')2

表达水平#

根据诊断效率指标$敏感度)特异度)准确度%高低进行统计分

析#并将上述肿瘤标志物单项检测与各项联合检测结果进行比

较#从而探讨对以上四个指标进行联合检测可能在卵巢癌临床

诊断和筛查中具有的应用价值*

$

!

资料与方法

$K$

!

一般资料
!

卵巢癌组选择
)('3

年
'(

月至
)('2

年
'(

月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
++

医院收治的女性卵巢癌患者
/2

例#

年龄
-'

!

0.

岁#平均年龄
/0K2

岁#诊断均经病理活检确认*

健康对照组选择
)('-

年
-

月至
)('2

年
1

月来院健康体检者

0(

例#年龄
-(

!

02

岁#平均年龄
/-K3

岁*经比较#两组年龄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2

&

(K(2

%*

$K/

!

仪器与试剂
!

采用瑞典康乃格公司生产的
Q,+L$

试剂

盒检测
XQ-

和
LP#U

#美国
R+V&#$*

公司生产的酶标仪判读

结果(采用新天地生物有限公司生产的化学发光仪和相应配套

试剂检测
OQ$

)

O$')2

*

$K'

!

方法
!

所有研究对象采集空腹静脉血
2C,

#

3(((9

"

C!>

离心
2C!>

后收集上层血清置于
h)(\

冰箱保存待测#排除

严重溶血)黄疸)脂血标本*复融后采用
Q,+L$

方法检测

XQ-

)

LP#U

#化学发光法检测
OQ$

)

O$')2

*所有肿瘤标志物

检测的操作流程严格按照相应仪器和试剂盒说明书规定的标

准操作流程进行#参考值范围按照试剂盒推荐的标准执行!

XQ-

$

(

!

'2(

7

C48

"

,

%#

LP#U

$

(

!

'K/-3)>C48

"

,

%#

OQ$

$

(

!

2>

?

"

C,

%#

O$')2

$

(

!

32^

"

C,

%*

$K1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LULL'1K(

软件包统计结果并进行分

析*各肿瘤标志物检测结果以
C_@

表示#两组间比较采用
9

检验(诊断效率指标$敏感度)特异度)准确度%以百分数表示#

采用
.

) 检验进行比较(所有统计数据均以
2

$

(K(2

为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K$

!

两组血清中
XQ-

)

LP#U

)

OQ$

)

O$')2

表达水平比较
!

卵巢癌组四项肿瘤标志物检测结果较健康对照组均升高#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

2

$

(K(2

%*见表
'

*

表
'

!

两组血清各项肿瘤标志物表达水平分析%

C_@

(

组别
' XQ-

$

7

C48

"

,

%

LP#U

$

>C48

"

,

%

OQ$

$

>

?

"

C,

%

O$')2

$

^

"

C,

%

卵巢癌组
/2 '0'K)._-(K2'

"

3K)2.3_)K'2

"

/K20_3K')

"

-3K20_)/K(.

"

健康对照组
0( -2K1-_'.K.0 (K.--3_(K31 )K/1_'K1- )'K.._'-K3-

!!

注!与健康对照组相比#

"

2

$

(K(2

*

/K/

!

各项标志物单独检测对卵巢癌的诊断效率指标比较
!

本

研究中单一标志物诊断卵巢癌敏感度由高到低分别为
XQ-

)

LP#U

)

O$')2

)

OQ$

#其中
XQ-

敏感度明显高于
OQ$

#差异具

统计学意义$

2

$

(K(2

%*本研究中上述几种标志物单独检测

在卵巢癌诊断中敏感度均一般#最高仅为
0(K00W

*特异度由

高到低分别
O$')2

)

XQ-

)

OQ$

)

LP#U

#其中
O$')2

)

XQ-

特

异度均明显优于
LP#U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

(K(2

%*准

确度由高到低分别为
XQ-

)

O$')2

)

LP#U

)

OQ$

(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

2

&

(K(2

%*见表
)

*

表
)

!

肿瘤标志物单项检测对卵巢癌诊断效率

!!!

指标比较-

W

%

'

&

'

(.

诊断效率
XQ- LP#U O$')2 OQ$

敏感度
0(K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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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K/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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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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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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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K1)

$

30

"

/2

%

特异度
.0K'-

$

/'

"

0(

%

(

.(K((

$

2/

"

0(

%

1(K((

$

/3

"

0(

%

(

.)K./

$

2.

"

0(

%

准确度
01K)/

$

'(0

"

'32

%

0-K(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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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

00K0.

$

'(2

"

'32

%

0(K30

$

12

"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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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与
OQ$

比较#

"

2

$

(K(2

(与
LP#U

比较#

(

2

$

(K(2

*

/K'

!

各项标志物联合检测对卵巢癌的诊断效率指标比较
!

O$')2

作为多年来临床上最常用的传统卵巢癌肿瘤标志物#

本文中显示其确实具有良好的特异度#但和本文中
XQ-

)

LP#U

相比#敏感度和准确度并不算最高*因此#本研究将

O$')2

与其他几项肿瘤标志物联合检测#以判断各种联合检

测组合能否提高
O$')2

诊断卵巢癌的敏感度和准确度*结果

显示#将
O$')2

联合
XQ-

检测时#敏感度得到提高#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

2

$

(K(2

%#但同时特异度明显降低$

2

$

(K(2

%(将

O$')2

)

XQ-

)

LP#U

三项联合检测时#敏感度得到更大提高#

达到
0.K-/W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

(K(2

%#虽特异度较

O$')2

单独检测仍有降低#但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

2

&

(K(2

%(同时这一组合使卵巢癌诊断的准确度得到了提高#高达

.(K0-W

#而本研究中四项标志物$

O$')2

)

XQ-

)

LP#U

)

OQ$

%

组合较
O$')2

单独检测#各项指标变化均无统计学意义$

2

&

(K(2

%*见表
3

*

表
3

!

联合检测对卵巢癌诊断效率指标比较-

W

%

'

&

'

(.

指标 敏感度 特异度 准确度

O$')2 /-K/'

$

-)

"

/2

%

1(K((

$

/3

"

0(

%

00K0.

$

'(2

"

'32

%

O$')2kXQ- 03K.2

$

-.

"

/2

%

"

.(K((

$

2/

"

0(

%

"

00K(-

$

'(-

"

'32

%

O$')2kXQ-kLP#U 0.K-/

$

2'

"

/2

%

"

.)K./

$

2.

"

0(

%

.(K0-

$

'(1

"

'32

%

O$')2kXQ-kLP#UkOQ$ /1K)3

$

-2

"

/2

%

.)K./

$

2.

"

0(

%

02K2/

$

'(3

"

'32

%

!!

注!与
O$')2

单独检测比较#

"

2

$

(K(2

*

'

!

讨
!!

论

!!

XQ-

是具有免疫保护作用的蛋白酶抑制剂家族成员#在

正常组织中不表达或低表达#在肿瘤组织中高表达*目前#已

有大量研究表明
XQ-

与卵巢癌)子宫内膜癌)肺癌)膀胱癌等

肿瘤有关+

/&0

,

*

LP#U

是近年来新发现的一种肿瘤细胞表面抗

原标志物#在恶性间皮瘤)卵巢癌)胰腺癌等恶性肿瘤疾病中高

表达+

.

,

*前期研究提示
XQ-

)

LP#U

对卵巢癌的诊断均具有

一定的应用价值#但是它们的诊断效率是否优于
O$')2

)

OQ$

这些传统常用标志物#联合检测是否有助于提高卵巢癌的诊断

效率尚处于论证阶段+

1&'(

,

#因此#本研究对卵巢癌患者血清中

XQ-

)

LP#U

)

OQ$

)

O$')2

表达水平进行检测#与健康对照者

进行比较分析(并将上述标志物进行单项和联合检测比较#根

据诊断效率指标统计结果#判断各项标志物单独和联合检测在

卵巢癌诊断中可能具有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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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结果显示#卵巢癌组血清
XQ-

)

LP#U

)

OQ$

)

O$')2

表达水平均较健康对照组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

(K(2

%#提示上述四项指标均有可能成为卵巢癌良好的肿瘤标

志物#检测血清中上述标志物水平可以有助于卵巢癌的诊断和

鉴别诊断#这一结果与以往很多研究是一致的+

-&/

#

.

,

*文中单

一标志物检测时#

XQ-

)

LP#U

诊断卵巢癌的敏感度排名靠前#

但这些标志物诊断的敏感度数值均不高*

O$')2

)

XQ-

诊断

特异度较高#均明显高于
LP#U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

(K(2

%*准确度检测中#各指标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2

&

(K(2

%#其中
XQ-

和
O$')2

诊断准确度相对较高*因此本研

究认为传统卵巢癌标志物
O$')2

特异度较高#但和
XQ-

)

LP#U

相比#敏感度和准确度较低#较低的敏感度和准确度会

使其临床运用价值受限*随后#本研究将
O$')2

与其他几项

标志物联合检测#探讨能否利用某种联合检测方式提高

O$')2

在临床中诊断卵巢癌的敏感度和准确度*结果发现#

将
O$')2

联合
XQ-

检测时#敏感度得到有统计学意义的提高

$

2

$

(K(2

%#但同时特异度明显降低$

2

$

(K(2

%(

O$')2

)

XQ-

)

LP#U

三项联合检测时#敏感度得到更大提高$

2

$

(K(2

%#达

到
0.K-/W

#虽特异度较
O$')2

单独检测仍有降低#但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

2

&

(K(2

%(同时这一组合使卵巢癌诊断的准确度

得到了提高#高达
.(K0-W

#提高的敏感度和准确度提示这三

项标志物组合起来可能很有临床应用价值*而本研究中四项

标志物$

O$')2

)

XQ-

)

LP#U

)

OQ$

%组合较
O$')2

单独检测#

各项指标变化均无统计学意义$

2

&

(K(2

%#这一结果提示
OQ$

在卵巢癌诊断与鉴别诊断中可能运用价值并不高*因此#本研

究认为联合检测组合
O$')2kXQ-kLP#U

能有效提高文中

标志物单独检测时对卵巢癌的诊断效率#如果能将这三项标志

物进行联合检测#在临床工作中可以互相弥补单项检测时的不

足#可能会更有助于卵巢癌的筛查和早期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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