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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非小细胞肺癌患者的诊断效果

秦
!

凤!樊建民

"山东省菏泽市郓城县人民医院检验科
!

),A,##

#

!!

摘
!

要"目的
!

探究非小细胞肺癌"

O!&'&

#患者体内血清抗菌肽人类阳离子抗菌蛋白
"%

"

D&+Y"%

#水平的

变化及其在
O!&'&

辅助诊断和预后中的价值$方法
!

选取该院
)#"A

年
A

月至
)#"<

年
2

月收治的
A%

例

O!&'&

患者!采用病例对照研究法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观察组由
A%

例
O!&'&

患者组成!对照组由
A%

例同

期体检健康者组成$使用酶联免疫吸附测定"

3'(!+

#检测观察组和对照组患者血清
D&+Y"%

水平!并对

O!&'&

患者手术前后血清中
D&+Y"%

水平变化进行比较!通过分析受试者的操作特征"

@̀ &

#曲线计算血清中

D&+Y"%

的灵敏度和特异度!并且对血清内不同
D&+Y"%

水平的
O!&'&

患者术后复发率进行比较$结果
!

观

察组患者血清中
D&+Y"%

水平为"

2%)$;#g,<";%

#

#

?

'

'

!明显高于对照组的"

)A,;#g,;<

#

#

?

'

'

!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

%

#;#<

#%观察组患者肿瘤切除后体内血清
D&+Y"%

水平为"

A)$;<g$,;2

#

#

?

'

'

!明显低于术前!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

%

#;#<

#$血清
D&+Y"%

对
O!&'&

患者检测的灵敏度和特异度分别为
=$;,<>

和
=<;%$>

!而常

用的肿瘤标志物癌胚抗原"

&3+

#(细胞角蛋白
"=

"

&

6

c@+)"*"

#对
O!&'&

患者检测的灵敏度和特异度分别为

2A;<%>

和
%=;<%>

!

2);<#>

和
%=;<%>

!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对
O!&'&

患者术后两年复发率进

行比较!血清中
D&+Y"%

水平小于或等于"

$=#;#g$,;2

#

#

?

'

'

的
O!&'&

患者复发率为
");<>

"

A

'

$)

#!而血清

中
D&+Y"%

水平大于"

$=#;#g$,;2

#

#

?

'

'

的
O!&'&

患者复发率为
<#;#>

"

%

'

"2

#!两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结论
!

血清
D&+Y"%

检测对
O!&'&

的辅助诊断具有良好的灵敏度和特异度!对于
O!&'&

的诊

断有一定的临床应用价值$

关键词"血清抗菌肽人类阳离子抗菌蛋白
"%

%

!

非小细胞肺癌%

!

复发率%

!

灵敏度%

!

特异度

中图法分类号"

@,$A;)

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2,)*=A<<

"

)#"%

#

#%*""2%*#$

!!

肺癌是一种发病率和致死率极高的恶性肿瘤#近

年来我国肺癌发病率逐渐上升#总体发病率高达

#;#2">

#加上肺癌本身治疗的复杂性和长期性#不论

是在我国还是国外#肺癌都是病死率最高的肿瘤之

一*

"

+

(非小细胞肺癌$

O!&'&

%是肺癌的一种常见类

型#在肺癌患者中大约
%#>

为
O!&'&

*

)

+

(

O!&'&

的

种类大致分为鳞癌'大细胞癌和腺癌*

$

+

(抗菌肽人类

阳离子抗菌蛋白
"%

$

D&+Y"%

%来源于先天性的免疫细

胞#可以消灭部分细菌和真菌细胞#

D&+Y"%

能够在肺

癌和结直肠癌等肿瘤中高度表达#并且加速癌细胞的

增长(早期的
O!&'&

会出现发热'胸痛'气促'咳嗽

等现象#但是这些症状并不明显#很难判断其准确率#

大多数患者被发现时已经进入中后期#这时治疗成功

率很低#所以#

O!&'&

的早期诊断对治疗该病以及减

少病死率有重大作用*

A

+

(

O!&'&

相比于小细胞肺癌

来说#恶性程度较低#因而致死率远远低于小细胞肺

癌#但是由于早期诊断的困难#依然是医学研究的难

题(本研究通过对照#分析
D&+Y"%

在
O!&'&

患者

血清中的水平#以及其在辅助诊断'早期诊断和判断

预后中的价值#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取本院
)#"A

年
A

月至
)#"<

年
2

月收治的
A%

例
O!&'&

患者及
A%

例同期体检健康者

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

"

%患者符合
O!&'&

病理学

诊断标准&$

)

%年龄
$

"%

岁#性别不限'自愿参与研究

者&$

$

%无严重心脑血管及躯体疾病&$

A

%无精神障碍

和交流障碍#能够配合医生研究(排除标准!$

"

%意识

障碍'理解力低下不能进行有效沟通者&$

)

%肝肾功能

障碍'严重精神障碍或失语症状'不能配合本研究者(

本研究的试验程序已通过地区伦理学相关机构的批

准(两组研究对象基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

%#具有可比性(

$;/

!

方法

$;/;$

!

分组方法
!

将
A%

例
O!&'&

患者作为观察

组#

A%

例同期体检健康者作为对照组(观察组中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

岁'平均$

A%g<

%岁&对照

组中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

岁'平均$

<)g

,

%岁(

$;/;/

!

研究方法
!

在早晨分别空腹采集对照组及观

察组术前和术后
$#J

静脉血
<I'

#借助离心直径为

)A5I

#转速为
$###9

"

ICF

的仪器离心
"#ICF

来提取

血清#将提取后的血清放置于
U%#V

的低温下进行保

存(对治疗后的观察组患者进行随访#采用电话'住

院或者门诊观察的方式来访查#随访时间为两年#频

率为每月
"

次(通过观察
&B

图像#分析肿瘤标志物

和病理特征情况来判断肿瘤复发状况(

)

%2""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A

月第
"<

卷第
%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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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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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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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剂与仪器
!

D&+Y"%

酶联免疫吸附测定

$

3'(!+

%试剂盒采购于杭州恒奥专业检测卡研发公

司#

7C-*@/J2%#

酶标仪采购于海甘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自动洗板机使用北京誉朗诺科技有限公司
+B*

%)%

自动酶标洗板机(细胞角蛋白
"=

$

&

6

c@+)"*"

%

检测采用德国
@-5D1

公司的
12#"

电化学发光仪及配

套的试剂盒#癌胚抗原$

&3+

%

3'(!+

试剂盒采购于北

京华美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1

!

检测方法
!

血清
D&+Y"%

检测!

D&+Y"%

抗

体包被微孔板分别加标准品'空白对照'各组等待检

测的血清各
"##

#

'

#在恒温
$,V

下孵育
2#ICF

(通

过自动洗板机进行洗涤#洗涤
$

次之后在微孔板加入

酶标二抗
"##

#

'

#在恒温
$,V

下孵育
$#ICF

(通过

自动洗板机进行洗涤#洗涤
$

次#在微孔中加入底物

=#

#

'

#放置在阴暗处#在恒温
$,V

下孵育
"<ICF

#最

后加入终止液
<#

#

'

#将检测物放于
A<#FI

波长下进

行检测*

<

+

(

$;'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Y!!"=;#

软件对研究中得

到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以
FgG

表示#采

用
C

检验进行比较&计数资料以率表示#采用
!

) 检验

进行比较&以
!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两组患者
D&+Y"%

指数比较
!

观察组患者血清

D&+Y"%

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但低于术后#两组患者

血清
D&+Y"%

水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见

表
"

(

表
"

!!

两组患者血清
D&+Y"%

水平比较#

FgG

&

#

?

$

'

%

组别
'

D&+Y"%

治疗前 治疗后
C !

观察组
A% 2%)$;#g,<";% A)$;<g$,;2 );A<, #;#A)

对照组
A% )A,;#g,;< )A,;#g,;< ";%A, #;#2<

C );")A ";%<2

! #;#A< #;#2)

/;/

!

不同肿瘤标志物对
O!&'&

检测的灵敏度和特

异度比较
!

血清
D&+Y"%

对于
O!&'&

检测的灵敏度

和特异度明显高于其他两种肿瘤标志物#三者相比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见表
)

(

表
)

!!

血清
D&+Y"%

'

&3+

'

&

6

c@+)"*"

对
O!&'&

检测的

!!!

灵敏度和特异度(

'

#

>

%&

'ZA%

)

项目 灵敏度 特异度

D&+Y"% A<

$

=$;,<

%

A2

$

=<;%$

%

&3+ $"

$

2A;<%

%

A$

$

%=;<%

%

&

6

c@+)"*" $#

$

2);<#

%

A$

$

%=;<%

%

!

)

A;"2) <;2%A

! #;#$2 #;#)"

/;'

!

血清不同
D&+Y"%

水平
O!&'&

患者术后复发

率比较
!

术后血清中
D&+Y"%

&

$

$=#;#g$,;2

%

#

?

"

'

的
O!&'&

患者复发率明显低于
D&+Y"%

$

$

$=#;#g

$,;2

%

#

?

"

'

的
O!&'&

患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见表
$

(

表
$

!!

血清中不同水平
D&+Y"%

复发率比较

D&+Y"%

水平$

#

?

"

'

%

'

复发*

'

$

>

%+

&

$=#;#g$,;2 $) A

$

");<

%

$

$=#;#g$,;2 "2 %

$

<#;#

%

!

)

A;"2)

! #;#$2

/;1

!

血清中不同
D&+Y"%

水平
O!&'&

患者预后评

估
!

随访
)

年后#术后血清中
D&+Y"%

&

$

$=#;#g

$,;2

%

#

?

"

'

的
O!&'&

患者复发率和变化明显低于血

清中
D&+Y"%

$

$

$=#;#g$,;2

%

#

?

"

'

的
O!&'&

患

者#其复发情况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见

图
"

(

图
"

!!

血清
D&+Y"%

检测对
O!&'&

患者预后分析

'

!

讨
!!

论

!!

目前#对于肺癌的检测手段#最常见的是
&B

'

d

线片及各类支气管镜和痰脱落细胞检查#然而#胸片

类检测在
O!&'&

的诊断中灵敏性较差#至于支气管

镜类检查则是侵入性方式#对患者身体有所损害*

2

+

(

&B

检查的灵敏性高#但正是因为其过高的灵敏性反

而更容易引起假阳性的结果(有研究提出#采用更少

剂量的螺旋
&B

来作为诊断肺癌的常用手段#但这种

方式尚处于研究阶段#不够成熟(同时#利用肿瘤标

志物对
O!&'&

进行辅助诊断'早期诊断'预后判断和

疗效监测具有更高的使用价值#但是现在比较常用的

肿瘤标志物如
&3+

'神经元特异性烯醇化酶$

O!3

%'

&

6

c@+)"*"

'鳞状细胞癌抗原$

!&&

%'糖类抗原
")<

$

&+")<

%等在肺癌的各种诊断中尚存在不足#对于

O!&'&

的检测存在局限性*

,

+

(所以#找到新型且具

有更高灵敏度和特异度的肿瘤标志物是当今临床医

学所急需的(

D&+Y"%

来源于免疫细胞自身分泌的一种肽#据

相关研究指出#

D&+Y"%

能够在肺癌中具备较高的表

达性#加速人体内癌细胞的增加*

%

+

(阳离子抗菌肽作

用机制多种多样#即使细胞膜孔不完全#阳离子抗菌

)

=2""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A

月第
"<

卷第
%

期
!

'/.Q1J&4CF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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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C4)#"%

!

R-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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肽也能发挥作用(阳离子抗菌肽能够让细菌的细胞

膜自身的渗透性增强#从而发挥增殖癌细胞的作用(

阳离子抗菌肽对温度具有较高的抵抗性#很容易与水

相融#并且能够杀死细菌#对病毒原体'各类真菌具有

高杀伤力#抗菌肽人类阳离子抗菌蛋白对人体的常规

细胞不会造成损伤#基本不会出现耐药菌株*

=

+

(阳离

子抗菌肽能够借助人体的静电作用来穿过细胞膜孔#

促成离子通道的出现#导致人体内的水溶性物质溢出

细胞#促使人体三磷酸腺苷的水平减少#进而阻碍细

胞的正常呼吸#从而杀死细菌*

"#

+

(因为人体的真核细

胞膜上存在丰富的胆固醇#能够让细胞膜的稳定性大

幅度提高#因此
D&+Y"%

不会溶解细胞的外膜#也就

不会损害人体的真核细胞(

相关研究指出#

D&+Y"%

在人体肺癌细胞中高度

的表 达#能 够 促 进 癌 细 胞 的 不 断 增 加 和 移 动(

D&+Y"%

具备组织结构的特异属性#当
D&+Y"%

具备

外源性和内源性的高度表达性时#它就能促进肺癌细

胞的迅速增加#

D&+Y"%

的主要来源是肺癌细胞和其

他的炎症性细胞群(

D&+Y"%

能够通过多种途径加速

癌细胞的增殖#它能促使人体内癌细胞
XF8

"

!

*5/81*

FCF

的苏醒#以及借助其他方式来为癌细胞创造适合

肿瘤生存增长的微环境(本研究通过对比
O!&'&

患

者和健康体检者血清
D&+Y"%

水平#发现
O!&'&

患

者血清
D&+Y"%

明显高于对照组(同时#通过对

O!&'&

患者手术前后血清中
D&+Y"%

水平分析发

现#肿瘤切除后患者血清
D&+Y"%

水平为$

A)$;<g

$,;2

%

#

?

"

'

#明显低于术前的$

2%)$;#g,<";%

%

#

?

"

'

(

当
D&+Y"%

水平增加时#能够通过激活
XF8

"

!

*5/81*

FCF

来为癌细胞创造出适合其迅速增长的微环境#增

强细胞膜的渗透作用#促进炎性反应的发生#进而召

集炎性细胞因子#对肿瘤微环境中相应的血管生成#

实现对癌细胞的增殖#而癌细胞的增加也为
D&+Y"%

的转化增生提供了条件#两者存在互利共生关系#一

者的上升或下降会影响另一者的数量水平(

D&+Y"%

主要来源于巨噬细胞等炎症免疫细胞#

而这些细胞可以产生炎症因子#从而推动肿瘤的生

成*

""

+

(

O!&'&

患者体内癌细胞分泌的硫酸软骨素蛋

白聚糖能够使巨噬细胞苏醒#借助
B'@)

信号途径实

现对巨噬细胞内
D&+Y"%

基因的转录表达#之后在癌

细胞的微环境中出现#当肺癌细胞出现时#炎症细胞

能够使
D&+Y"%

高度表达#从而显示出更高的灵敏

性*

")

+

(本研究发现#血清
D&+Y"%

检测的
O!&'&

灵

敏度为
=$;,<>

#特异度为
=<;%$>

#相比于诊断肺癌

常用的
&3+

和
&

6

c@+)"*"

来说#灵敏度和特异度更

高#说明血清
D&+Y"%

对于检测肺癌具有较好的诊断

价值(借助对术后的
O!&'&

患者进行为期
)

年的随

访观察#发现血清
D&+Y"%

&

$

$=#;#g$,;2

%

#

?

"

'

的

O!&'&

患者的复发率为
");<>

$

A

"

$)

%#而血清

D&+Y"%

$

$

$=#;#g$,;2

%

#

?

"

'

的
O!&'&

患者的复

发率为
<#;#>

$

%

"

"2

%#低水平的
O!&'&

患者复发率

和病情变化明显低于高水平的
O!&'&

患者#说明检

测
D&+Y"%

水平改变有助于在肺癌术后病理情况的

监测和预后分析(

综上所述#血清
D&+Y"%

检测对
O!&'&

的辅助

诊断具有良好的灵敏度和特异度#对于
O!&'&

的辅

助诊断和早期诊断有一定的临床应用价值(

参考文献

*

"

+ 钱桂生#余时沧
;

肺癌流行病学最新资料与启示*

a

+

;

中华

结核和呼吸杂志#

)#")

#

$<

$

)

%!

%2*%=;

*

)

+ 罗磊#王永坤#李世康
;

香芹酚诱导非小细胞肺癌
")==

细

胞凋亡的实验研究*

a

+

;

天津医药#

)#"2

#

AA

$

")

%!

"A"%*

"A));

*

$

+ 昌盛#代敏#任建松#等
;

中国
)##%

年肺癌发病'死亡和患

病情况的估计及预测*

a

+

;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

)#")

#

$$

$

A

%!

$="*$=A;

*

A

+ 姚晓军#刘伦旭
;

肺癌的流行病学及治疗现状*

a

+

;

现代肿

瘤医学#

)#"A

#

)A

$

%

%!

"=%)*"=%2;

*

<

+ 李冬#权文强#李泽兵#等
;

抗菌肽
D&+Y"%

在非小细胞肺

癌患者血清中的表达及其临床应用价值*

a

+

;

中华检验医

学杂志#

)#"2

#

$=

$

%

%!

<=<*<=%;

*

2

+ 晋家智
;

血清肿瘤标志物联合检测在肺癌诊断中的价值

分析*

a

+

;

中外医疗#

)#"$

#

$)

$

2

%!

"%%*"%=;

*

,

+ 刘凤霞
;

肿瘤标志物检验在肺癌诊断中的临床价值*

a

+

;

中国医药科学#

)#"A

#

2

$

)

%!

"#,*"#%

#

"",;

*

%

+ 洪军#胡建业
;

阳离子抗菌肽的杀菌及抗药性机制的研究

进展*

a

+

;

中国畜牧兽医#

)#")

#

$=

$

""

%!

"A#*"AA;

*

=

+ 陈武#黎定军#丁彦#等
;

抗菌肽理化性质的研究进展*

a

+

;

湖南农业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

#

$%

$

)

%!

"<#*"<<;

*

"#

+刘勃#尹鹏滨#张立海#等
;

真核细胞自噬现象及其对骨重

塑的作用*

a

+

;

武警医学#

)#"2

#

),

$

""

%!

""<,*""<=;

*

""

+陈宇平#穆传勇#翁根龙#等
;

非小细胞肺癌组织
Q(Y*"

表

达及其与树突状细胞浸润的关系*

a

+

;

江苏大学学报$医

学版%#

)##%

#

"%

$

<

%!

AA#*AA$;

*

")

+王丽飞#陈刚#王东昌#等
;

肿瘤相关巨噬细胞在肺癌中的

研究进展*

a

+

;

国际呼吸杂志#

)#"2

#

$2

$

))

%!

",$<*",$=;

$收稿日期!

)#",*#,*),

!!

修回日期!

)#",*"#*")

%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A

月第
"<

卷第
%

期
!

'/.Q1J&4CF

!

+

:

9C4)#"%

!

R-4;"<

!

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