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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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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人附睾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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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肺癌诊断中的应用价值&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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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在该院进行治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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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肺癌

患者作为观察组!选择同期健康体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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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为对照组!对两组人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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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进行检测!对比肺癌患者与健康人

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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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差异!并分析不同种类肺癌患者在采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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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他血清肿瘤标志物)鳞状上皮细胞癌抗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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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

胚抗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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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元特异性烯醇化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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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细胞角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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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段"

5bc#2('B'

$*联合检测后阳性检出率的提高

情况&结果
!

肺癌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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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明显高于健康人群!观察组患者阳性检出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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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观察组肺癌患者采取不同肿瘤标志物的联合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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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项指标联合检测的阳性检出率#鳞癌'腺癌'

小细胞未分化癌'大细胞未分化癌患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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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其他指标联合检测阳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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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高于未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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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检测时的阳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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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

血清肿瘤标志物
S.*

应用于肺癌的诊断中!可有效提高肺癌确诊率!对早期癌变的发现与确诊有一定意义!

具有积极的临床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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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癌是最常见的一种恶性肿瘤#环境,职业接触,吸烟,辐

射等均可导致癌症的发生)

'

*

+有研究发现#对肺癌患者进行人

附睾蛋白
*

$

S.*

&水平的检测能够获得较高的阳性率#

S.*

与

其他血清肿瘤标志物)鳞状上皮细胞癌抗原$

%55

&,癌胚抗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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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神经元特异性烯醇化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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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细胞角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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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段

$

5bc#2('B'

&*联合检测后还能提高肺癌患者的阳性检出

率)

(

*

+为进一步研究
S.*

在肺癌患者诊断中的应用价值#特

选取本院的
(+(

例肺癌患者及
'1+

例健康体检者进行研究#现

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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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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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资料
!

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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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至
(+'@

年
@

月入住本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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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肺癌患者作为观察组#同期
'1+

例健康体检者作为对照

组+观察组中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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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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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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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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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组织学分类!鳞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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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腺癌
*0

例#小细

胞未分化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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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大细胞未分化癌
@+

例+所有患者均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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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断及病理学检查确诊为肺癌#无心,肝,肾等严重疾病#无其

他肿瘤疾病史+对照组中男
'+1

例#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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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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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

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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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经检查后显示身体各项指标正常#健

康状况较为良好+本研究通过了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患者及

家属均签署知情同意书#参与试验+两组患者的性别,年龄比

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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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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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具体检测方法如下!清晨空腹取肘部静脉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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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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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剂盒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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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进行

测定#观察所有研究对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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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及阳性检出率+对观察

组分别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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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项指标的联合检测#比较二

者阳性检出率的差异+进而针对不同种类肺癌的阳性检出率

进行比较!鳞癌患者#分别进行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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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bc#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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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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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小细胞未分

化癌患者#分别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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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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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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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大细胞未分化

癌患者#分别进行
5.2

联合
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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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比较有
S.*

指

标检测参与情况下阳性检出率的提高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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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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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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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计量资料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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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B

检验#计数资料以率表

示#组间比较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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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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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
S.*

水平检测结果
!

肺癌患者血清
S.*

水平明显

高于健康人群#观察组患者阳性检出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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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明显高于

对照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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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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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检测结果

组别
1

S.*

水平

$

N_H

#

6

:CJ

"

"

&

阳性率

)

1

$

A

&*

对照组
'1+ *1)(-_',)+( ''

$

0)''

&

观察组

!

鳞癌
@( =1)-0_,+)'1 **

$

1*)0(

&

!

腺癌
*0 -1)=*_'=)(, (=

$

0,)+*

&

!

小细胞未分化癌
@* '+=)+'_,')0@ **

$

1')*1

&

!

大细胞未分化癌
@+ -1)*,_'=)-0 ,,

$

00)++

&

/)/

!

S.*

联合其他指标在肺癌的阳性检出情况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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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

组肺癌患者经联合检测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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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的阳性率$

1=)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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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类型肺癌采用
S.*

联合其他指标检测的阳性检出

情况比较
!

鳞癌,腺癌,小细胞未分化癌及大细胞未分化癌患

者的
S.*

和其他指标联合检测阳性率均高于未和
S.*

联合

检测时的阳性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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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类型肺癌患者检测的阳性检出情况比较

肺癌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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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方法
阳性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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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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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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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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腺癌
*0 S.*g5.2g5bc#2('B' ,= 1*)-1

5.2g5bc#2('B' ,' 0-),=

小细胞未分化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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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细胞未分化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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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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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由于环境及空气质量的恶化#罹患肺癌的人数逐年攀升#并

呈现出低龄化的趋势+临床上的
5&

及病理学诊断对癌症的确

诊率很高#但是这类方法在无明显临床症状的癌症初期对癌症

的诊断精确率较低)

,

*

+肺癌的早期诊断对控制疾病的发展是有

极高价值的+对肺癌患者进行
S.*

水平的检测能够获得较高

的阳性率#

S.*

与其他血清肿瘤标志物$

%55

,

5.2

,

!%.

及
5bB

c#2('B'

&联合检测后还能提高肺癌患者的阳性检出率+大量

临床资料表明其阳性检出率在
-1A

左右+本研究将
S.*

联合

%55

,

5.2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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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进而观察患者的阳性检出情

况#结果表明#五项指标检测后阳性率明显提高#提高至

1=)0+A

+由此可见#将血清肿瘤标志物
S.*

应用于肺癌的诊

断中是有一定应用价值的#临床工作者可根据患者血清
S.*

水平判定患者罹患肺癌的可能性)

*

*

+由于
S.*

在肺癌患者中

的阳性率明显高于健康人群#因此
S.*

的检测可以促进疾病

的早期发现#更早地采取合理的治疗方法#有效控制病情的发

展与恶化#也很大程度地提高了患者病症治愈的可能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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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研究发现#

S.*

指标水平在不同种类肺癌的诊断中应

用价值也有所差异)

0

*

+根据组织学分类#肺癌分为鳞癌,腺癌,

小细胞未分化癌及大细胞未分化癌四类)

-

*

+有研究表明#

S.*

检测在鳞癌,腺癌及大细胞未分化癌中有极高的应用价值+对

于鳞癌患者!

%55

,

5bc#2('B'

基础上联合
S.*

进行检测的

阳性检出率明显高于
%55

,

5bc#2('B'

二者联合检测)

1

*

%对于

腺癌患者!

5.2

,

5bc#2('B'

基础上联合
S.*

进行检测的阳

性检出率明显高于
5.2

,

5bc#2('B'

二者联合检测%对于未

分化癌患者!

5.2

联合
S.*

进行检测的阳性检出率明显高于

单独采用
5.2

检测)

=

*

#与本研究结果一致+然而对于小细胞

癌患者#

!%.

是检测阳性最好的肿瘤标志物#是否联合
S.*

进行检测对阳性率的检出影响是极小的+可见#

S.*

在不同

种类肺癌患者血清中的水平是有所差异的#对于鳞癌,腺癌及

大细胞未分化癌患者进行常规标志物检测的同时联合
S.*

检

测可有效提高阳性检出率#增加确诊率#一定程度上避免了错

诊,漏诊情况的发生#使患者能够在癌症初期即能得到积极的

治疗)

'+

*

+

综上所述#血清肿瘤标志物
S.*

可有效提高肺癌病变的

检出率#对早期癌变的发现与确诊有一定意义#具有积极的临

床价值#适宜在临床上广泛应用+

参考文献

)

'

* 伏春明#翁维明
),

种肿瘤标志物联合检测在肺癌临床诊

断中的价值)

T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

'+

$

'=

&!

(0+(B

(0+,)

)

(

*

Y89JF7;!%

#

Y89JF7;$2

#

SC

H

O8JJ5Y

#

7G8J)S.*GDFFK7

7[

6

97FFDC;8;OF79K: S.*J7E7JFD;I78JGI

M

D;ODEDOK8JF

8;O

6

8GD7;GFWDGIV7;D

H

;C9:8JD

H

;8;GGK:C9F

!

8F

M

FG7:8GB

DN97ED7W

)

T

*

)58;N79.

6

DO7:DCJ D̂C:89P79F397E

#

(+'*

#

(,

$

''

&!

((1@B((=@)

)

,

* 孙炜#田小平#庄惠芹#等
)

肺癌患者血清
S.*

表达临床

意义的初步探讨)

T

*

)

现代检验医学杂志#

(+',

#

(1

$

0

&!

@+B

@')

)

*

* 肖然#胡昊昀#王瑞#等
)

血清肿瘤标志物
S.*

检测在肺

癌诊断中的应用价值探讨)

T

*

)

检验医学#

(+'*

#

(=

$

=

&!

1=,B1=0)

$下转第
',*0

页&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0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8V$7O5JD;

!

$8

M

(+'0

!

ZCJ)',

!

!C)'+



进质量管理方法#近年来
0

2

质量管理标准已经被引入到临床

实验室质量管理中#得到广泛的研究应用+

(++(

年卫生部临

床检验中心首次将
0

2

的理论应用于临床实验室的质量控制

领域)

@

*

+

临床实验室所采用检测系统性能的可接受性#是否达到实

验室所规定的质量目标#选择何种适当的室内质控方案#以及

是否需要改进方法的不精密度和偏倚#是临床检验质量管理的

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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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国内临床实验室室内质控管理多采用

]7FG

H

89O

多规则#

d5

规则的确定方法#常采用功效函数图法,

操作过程规范图法和方法决定图法#通过实验室已知的系统误

差,随机误差,

3L9

和不精密度来决定
d5

规则和方法性能)

-

*

+

分析性能
2

值有助于评价质量控制过程的适用性#也能反映满

足质量要求所需检验方法的性能)

1

*

+应用
2

值判断
d5

规则

适用性,方法性能更简便实用+通常
2&

0

说明方法学已达最

佳水平#只需使用单一且宽松的规则即可达到理想的误差检出

率)

=B'+

*

%

@

)2$

0

时#使用单一较严格的规则可达到分析质量保

证%

*

)2$

@

时#使用多规则对分析项目进行控制#

,

)2$

*

时#

应使用严格的多规则对分析项目进行控制%当
2$

,

时#除使用

最严格的多规则质控方案外#还应使用必要的非统计学质量控

制方法#如仪器维护,校准#人员培训#考虑方法学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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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对
(+'*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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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参加原卫生部室间质评的希森

美康
Q.B('++

血细胞分析仪进行性能评价+高,中,低三水平

质控品
]̂ 5

项目
2

均值为
,)-

#

SV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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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

为
@)+

#

3"&

为
()1

+

#̂ 5

,

SV

使用
',H

"

#(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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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定期校准维护仪

器#

]̂ 5

,

3"&

在临界水平#应使用
',H

"

((H

"

#*H

"

*'H

#

1<*

#定

期校准维护仪器的同时#还应加强操作人员的培训+如对高,

中,低三质控水平分别评价#可以发现低值水平分析性能较差#

质控规则应使用
',H

"

((H

"

#*H

"

*'H

#

1<*

#并立即采取改进措

施+经仪器校准,全面保养,操作人员培训后#评价
(+'@

年
'

!

@

月分析性能发现#

3"&

项目不精密度略有提高%但
]̂ 5

,

SV

,

#̂ 5

不精密度整体水平有明显提高+因此#

0

2

质量管理

方法可以有效地应用于血细胞分析仪的质量管理#有助于提高

血常规项目的质量水平+

临床实验室质量管理最先应用于临床生物化学检测项目#

并已全面应用于临床实验室定量检测项目+需要注意的是#血

常规项目虽已实现自动化#但其基础是血细胞形态学+部分值

得临床注意的异常结果的报告#最终依赖于复检规则的执行+

因此#如何将
0

2

质量管理标准应用到包括复检环节的全过程

质量管理中#将是需要进一步探讨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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