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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讨
!!

论

1;@e]1

是近年来备受关注的肺癌诊断标志物'不少学

者对其在
)474

中的诊断价值进行研究#由于研究思路(对象

选择和样本量等差异#导致结果差异较大'为明确
1;@e]1

对

)474

的诊断价值#本研究采用
VFDH

分析方法进行系统评价'

VFDH

分析结果表明#

)]̂ 4

曲线不呈.肩臂/状分布#

)

L

FH;PHB

相关系数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0

&#故不受阈值效应的影

响'合并的
'<4

为
/,"+!

#合并的
(̂ ]

为
!!,.

#表明
1;@?

e]1

对
)474

诊断的准确性较高'合并的
)X=

为
/,##

#合并

的
)1X

为
/,"0

#提示
1;@e]1

对
)474

诊断具有中等的
)X=

和较高的
)1X

'似然比能较全面地反映诊断试验的准确性#

17]

$

*/,/

或
=7]

%

/,*

则提示该方法可以确诊或排除诊

断)

+5?+"

*

'本研究中
1;@e]1

的
17]

高于临界值#提示血清$血

浆&中高水平的
1;@e]1

可确诊
)474

'

1;@e]1

的
=7]

$

/,*

#提示在临床应用中应联合
1;@e]1

和其他指标来提高

)474

的诊断效能'从亚组分析可知#国外研究合并的
)X=

(

(̂ ]

和
'<4

均高于国内报道#提示
1;@e]1

诊断
)474

准确

性和种族或地区有密切关系'从诊断方法分组分析可知#

X7%)'

法测定血清$浆&

1;@

的
)X=

(

)1X

(

17]

(

(̂ ]

和
'<4

均高于化学发光法#从方法学上肯定了
X7%)'

作为参考方法

检测
1;@e]1

的优势'

本研究中#汇总分析和亚组分析均提示有异质性#考虑如

下原因!$

*

&纳入文献数量差异#来自非中国地区的文献为
5

篇#而中国地区的为
*!

篇%$

+

&纳入文献中
X7%)'

法文献为
*5

篇#化学发光法为
0

篇#电化学发光法为
*

篇%$

.

&中国地区
*

项研究中
1;@e]1

诊断
)474

的敏感性最低$

--,+06

&

)

+!

*

#可

能增加了
VFDH

分析的异质性'此外#

+-

篇文献中
++

篇文献

为血清标本#

+

篇文献为血浆标本)

+.

#

+0

*

#也可能增加了
VFDH

分

析的异质性'本研究可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研究人群的平均

年龄(性别构成(

)474

的分期(是否为盲法等可能影响研究结

果#需要深入研究'本研究仅限于中英文文献#可能使某些研

究不能录入'此外#由于专题讨论(会议记录(未发表的资料和

部分灰色文献难以获取#可能会漏掉阴性结果'

本研究共综合分析了近
*#

年来血清$浆&

1;@e]1

诊断

)474

的相关研究#其诊断效能优于早期
VFDH

分析报道)

+

#

./

*

'

此外#

+/*!

年版.中国晚期原发性肺癌诊治专家共识/指出#

1;@e]1

可作为监测治疗反应和早期复发的辅助指标)

.*

*

'故

1;@e]1

是一种具有较高敏感性和特异性的
)474

标志物#有

望成为
)474

的常规检测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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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检测肾病综合征患者血清
%

Q

e

水平具有重要价值'以往医

师通常会检查
+

+

?Ve

#将其作为肾小管损伤的指标#但
+

+

?Ve

在酸性尿液环境中极易被分解'肾小管损伤时#

+

+

?Ve

与尿

轻链升高呈平行关系#而轻链蛋白在尿液中较稳定'因此#尿

轻链升高在排除免疫增殖性疾病的情况下#提示肾小管重吸收

功能降低#可作为肾小管损伤的标志'国内有学者在研究儿童

肾脏病的尿游离轻链变化时#发现尿轻链检测能及时反映肾小

管重吸收功能及其损伤程度#并可作为监测疗效的指标'本研

究结果显示#

=)

组尿轻链水平高于
4\(

组#且两者均高于对

照组#说明肾病综合征和慢性肾功能不全患者均有肾小管功能

的受损#且前者的损伤更为严重#这与国外文献报道的肾病综

合征患者存在肾小管损伤结论一致'有研究表示#尿轻链的水

平与肾脏病患者尿蛋白组分有关'

总之#检测血轻链水平尤其是
(

"

)

比值对骨髓瘤性肾病与

慢性肾病的鉴别诊断具有重要价值%对血(尿免疫球蛋白轻链

的联合检测能够及时反映肾小管的重吸收功能及其损伤程度#

为不同肾脏疾病患者病情程度判断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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