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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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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血清中腺苷脱氨酶"

%#%

#%甲胎蛋白"

%ea

#%铁蛋白"

,e

#%岩藻糖苷酶"

%e3

#和高尔基体糖蛋白
2(

"

Sa/

2(

#在肝癌患者中的诊断价值$方法
!

选取肝癌患者%良性肝病患者及健康体检者各
19

例!分别检测其血清
%#%

%

%ea

%

,e

%

%e3

及
Sa/2(

水平!统计分析各组间结果差异!并比较
9

种指标单独或联合检测对肝癌诊断的灵敏度和特异度$结果
!

血清
%#%

%

%ea

%

,e

%

%e3

及
Sa/2(

水平在肝癌组明显高于良性肝病组及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2

#'单项检测
%#%

%

%ea

%

,e

%

%e3

及
Sa/2(

的灵敏度分别为
2)@'̀

%

).@'̀

%

2(@'̀

%

)'@'̀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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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异度分别为
C&@'̀

%

C'@'̀

%

))@'̀

%

CB@'̀

和

))@'̀

'

9

项指标联合检测的灵敏度为
C(@'̀

!特异度为
)(@'̀

$结论
!

9

项联合检测提高了肝癌诊断的灵敏度!有利于肝癌的

早期诊断!降低了对肝癌的漏诊!可在临床广泛推广$

关键词"腺苷脱氨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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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胎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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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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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尔基体糖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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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癌属于恶性肿瘤疾病#据有关资料显示#一般患者
9

年

生存率不超过
9̀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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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来#肝癌的患病率正逐渐增加#已

对人们的身体健康带来严重威胁*因肝癌患者早期临床表现

不具备特异性#因此在患者出现身体不适来院就诊时#病情常

常已发展至中晚期#且肝癌患者的预后极差*临床诊断肝癌

时#诸多肿瘤指标与生化指标受到重视#其中甲胎蛋白$

%ea

%

为诊断肝癌时最为常用的指标*近年来#有关腺苷脱氨酶

$

%#%

%'铁蛋白$

,e

%'岩藻糖苷酶$

%e3

%和高尔基体糖蛋白

2(

$

Sa/2(

%在肝癌的诊断和鉴别诊断中的价值和临床意义逐

渐被研究*本研究对上述
9

项血清指标联合检测在
19

例肝癌

患者中的诊断价值进行分析#同时与良性肝病患者及健康体检

者展开对比#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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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取本院
.'&'

年
2

月至
.'&&

年
2

月确诊且

住院的肝癌患者
19

例为肝癌组#年龄
1.

"

B1

岁#中位年龄
9.

岁&选择同期良性肝病患者
19

例为良性肝病组#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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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岁#中位年龄
1C

岁&选择同期的健康体检者
19

例为对照组#年

龄
1&

"

BB

岁#中位年龄
1&

岁*所选患者全部通过临床诊断#

病理检查#以及核磁共振成像$

64-

%'

:

超'

*D

等确诊#患者影

像学资料完整*

(

组研究对象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

!

%

'@'9

%#具有可比性*

$@/

!

方法
!

所有研究对象于清晨空腹状态采集
(A+

外周静

脉血#将血清分离后置
U.'[

保存待查*采用贝克曼
%31)'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测定血清
%#%

及
%e3

水平&采用罗氏

01&&

全自动电化学发光仪测定血清
%ea

及
,e

水平#采用热

景
3aD/(%

上转发光免疫分析仪检测
Sa/2(

水平#检测试剂

均为原装配套试剂*其参考值范围分别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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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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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39

"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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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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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a,,&)@'

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计

量资料采用
DVE

表示#两组间比较采用
=

检验#多组间比较采

用方差分析#以
!

'

'@'9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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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清
%#%

'

%ea

'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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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3

和
Sa/2(

的检测结果
!

(

组

间血清
%#%

'

%ea

'

,e

'

%e3

和
Sa/2(

的水平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

'

'@'9

%&肝癌组的
9

种指标水平高于良性肝病组及对照

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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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

组研究对象两两比较#

检验水准
'

^'@'9

"

(^'@'&2

%&良性肝病组与对照组比较#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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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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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癌组&良性肝病组及对照组
9

项指标水平比较#

DVE

%

组别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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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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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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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癌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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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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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性肝病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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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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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与良性肝病组比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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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对照组比较#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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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肝癌患者
9

项血清指标检测的灵敏度'特异性度和准确

度比较
!

各项指标超出参考值范围为阳性结果#血清
%#%

'

%ea

'

,e

'

%e3

及
Sa/2

中灵敏度最高的为
%ea

和
Sa/2(

#均

为
).@'̀

&灵敏度最低为
,e

$

2(@'̀

%&特异度最高的为
%e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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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

%#最低的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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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Sa/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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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指标

联合检测灵敏度$

C(@'̀

%明显高于单项指标的检测#但特异度

有所降低$

)(@'̀

%*见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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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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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血清指标对肝癌的诊断价值#

`

%

项目
%#% %ea ,e %e3 Sa/2(

联合检测

灵敏度
2)@' ).@' 2(@' )'@' ).@' C(@'

特异度
C&@' C'@' ))@' CB@' ))@' )(@'

准确性
)2@' )2@' )(@' C'@' )B@'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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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发性肝癌在我国比较常见#现阶段发病率呈上升趋势#

而在临床中#肝脏穿刺广泛重复开展存在一定的难度#因此研

究者们对血清学指标诊断肝癌的意义提高了重视(

./(

)

*目前为

止#血清
%ea

仍是检测原发性肝癌灵敏度及特异度较高的标

记物#但存在假阳性和假阴性的问题*临床常见一些良性肝病

患者
%ea

水平升高#与原发性肝癌有重叠现象#而部分原发性

肝癌患者
%ea

呈低水平或阴性(

1/B

)

#单独检测
%ea

会大大增

加漏诊率#因此多项指标联合检测会增加灵敏度#降低漏诊率#

确保临床诊断准确率提升*

%#%

为单链蛋白质#可在人体中广泛分布#属于嘌呤核苷

酸代谢的关键酶类#一旦患者肝细胞受损#

%#%

可以释放入

血#增高血中的活性#肿瘤患者血清及肝癌组织中
%#%

活性

均会明显升高#

%#%

活性是反映肝脏受损程度的敏感指标(

2

)

*

在本次研究中#肝癌组患者血清
%#%

的活性为$

1.@'V1&@'

%

3

"

+

#阳性率为
2)@'̀

#与良性肝病组相比明显升高#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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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是检查体内铁缺乏的最灵敏的指标#肝脏含
,e

约占体

内储存铁的
&

"

(

#在血循环中
,e

被肝细胞清除#肝病时可造成

血清
,e

升高(

)

)

*在肝癌生长时会出现肝组织变性坏死的情

况#因此存在于肝脏中的
,e

会大量地流入到血循环中#加重

网状内皮系统内铁的负荷量#肿瘤细胞可利用
eE

.c合成
,e

#

这样
eE

.c的数量#就取决于肝细胞受损的程度&大部分肝癌患

者均存在肝硬化表现及肝脏病变#患者受损的肝细胞可降低

,e

的廓清率#外加肝癌自身可分泌异
,e

及
,e

#因此肝癌患者

血清当中的
,e

水平会明显增高(

C

)

*本次研究肝癌组患者其

血清
,e

的灵敏度为
2(@'̀

#特异度为
))@'̀

*

%e3

是一种溶酶体酸性水解酶#广泛分布于人体正常组

织'血液'体液中#在人体脑'肝'肺'肾'脾纤维细胞等溶酶体

中#肝脏中含量最多#对于一些非肝癌的肝脏疾病#以及糖尿

病'胰腺炎'甲状腺功能减低的患者中#

%e3

水平也会有所升

高*

%e3

常过量表达于原发性肝癌的早期#及后续肝硬化和

肝癌患者的血清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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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结果显示#

%e3

对原发性肝

癌诊断的特异度$

CB@'̀

%比
%ea

的特异度$

C'@'̀

%更高*

Sa/2(

作为存在于高尔基体内的跨膜糖蛋白之一#在健康

者的肝组织内通过胆管的上皮细胞进行表达#肝细胞的表达非

常少或几乎不表达#在有乙型肝炎病毒感染及腺病毒感染的肝

组织中#胆管细胞表达改变不明显#在肝细胞呈高表达#在各型

肝硬化组织中几乎所有肝细胞均表达#结缔组织周边和肝硬化

结节表达明显(

&./&(

)

*

Sa/2(

的异常表达与肝癌密切相关#发现

肝癌患者血清中
Sa/2(

水平较乙型肝炎病毒携带者及健康人

群显著提高(

&(

)

*本次研究显示#肝癌组
*a/2(

水平均明显高

于良性肝病组及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2

%#其诊

断肝癌的灵敏度及特异度分别为
).@'̀

和
))@'̀

*

本次研究发现#

%#%

'

%ea

'

,e

'

%e3

和
*a/2(

联合检测

准确度'灵敏度#均比单一检测高#表明肝硬化逐渐转化为肝癌

时#定时检查肿瘤标记物水平改变情况#可为临床诊断早期肝

癌提供参考依据*联合检测
9

项指标均可使肝癌诊断的阳性

检出率得到显著提高#弥补了单项检测的不足#避免了漏诊'误

诊#值得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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