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简介!顾万娟#女#副主任技师#主要从事分子诊断学方面的研究+

!

&

!

通信作者#

1>.@H8

!

NPOH8H6M@

$

-H6@#K9.

+

!论
!!

著!

!"#

!

$%&'()(

"

*

&+,,-&$)./0(122&/%$(&$/&%/'

;T>'

&

GWX<

联合肿瘤标记物
,1+

&

,+D"$

检测在胃癌中的诊断价值

顾万娟!杜希林&

"江苏省淮安市淮阴医院检验科
!

""&&%%

$

!!

摘
!

要"目的
!

探讨白细胞介素
>'

"

;T>'

$&恶性肿瘤特异性生长因子"

GWX<

$&癌胚抗原"

,1+

$&糖类抗原

D"$

"

,+D"$

$联合检测在胃癌患者中的诊断价值%方法
!

选取
"%!'

年
'

月至
"%!C

年
$

月于该院治疗的胃癌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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胃癌源于胃部表层黏膜上皮细胞#是消化系统常

见的恶性肿瘤之一+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人们饮食

结构的改变)生活节奏的加快以及环境污染等不良因

素影响#胃癌患病率呈现逐年增加的趋势'

!

(

+由于胃

癌早期仅表现为恶心)呕吐)腹胀等常见消化道症状#

导致其发现晚)发展快#而且预后差#胃癌
A

年生存率

较低'

"

(

+尽管目前胃癌的治疗水平在不断提高#但发

病率)转移率仍然居高不下+胃癌具有明显的地区差

异#其病死率居消化系统肿瘤的首位#是仅次于肺癌

的第
"

大恶性肿瘤'

&

(

+目前认为#胃癌发生)发展主

要与遗传因素)饮食)吸烟及化学物质等有关+也有

研究表明胃癌的发生)发展与慢性炎症密切相关'

$

(

+

白细胞介素
>'

$

;T>'

&是氨基酸组成的分泌性细胞

因子#血清
;T>'

水平升高有助于肿瘤细胞扩增#并与

患者不良预后相关'

A

(

+恶性肿瘤特异性生长因子

$

GWX<

&是一种血管内皮细胞特异性生长因子#具有

促内皮细胞增殖)促进新血管形成等作用#与恶性肿

瘤血管增生密切相关'

'

(

+癌胚抗原$

,1+

&和糖类抗

原
D"$

$

,+D"$

&是临床常见的肿瘤标志物#是胃癌患

者常用的检测指标#在胃癌的实验室诊断中发挥重要

作用+本文通过对本院胃癌患者
;T>'

)

GWX<

)

,1+

)

,+D"$

的水平进行分析#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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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检测对于胃癌诊断的临床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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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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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资料
!

选取
"%!'

年
'

月至
"%!C

年
$

月在

本院治疗的胃癌患者
D"

例$胃癌组&#其中男
$D

例#

女
"A

例%年龄
$%

"

D'

岁#平均$

AD#%B!$#%

&岁+选

择胃良性肿瘤患者
'C

例$良性肿瘤组&#其中男
$A

例#女
"&

例%年龄
$"

"

DA

岁#平均$

A'#%B!&#%

&岁+

同时选择同期的健康体检者
D%

例$对照组&#其中男

$$

例#女
"'

例%无基础疾病#年龄
&C

"

D"

岁#平均

$

A$#%B!A#%

&岁+

&

组研究对象的年龄)性别比例等

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A

&#具有可

比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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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与试剂
!

,1+

和
,+D"$

的测定采用罗氏

提供的电化学发光仪及配套试剂盒#

,1+

)

,+D"$

的

参考值分别为
A#%6

0

"

.T

)

'#%^

"

.T

+

;T>'

的测定

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

1T;W+

&%

GWX<

的测定采用生

化比色法#试剂盒购自青岛博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

!

方法
!

所有胃癌患者均于手术前
"

"

&N

采集静

脉血两管#一管静脉血用于
,1+

)

,+D"$

的检测#并

于分离血清
$M

内完成检测%另一管静脉血离心分离

血清#存于
ZC%[

冰箱备用%相同方法取胃良性肿瘤

患者及同期健康体检者静脉血+分别测定两组
;T>'

)

GWX<

)

,1+

)

,+D"$

的水平+所有操作均严格按照

仪器操作说明书进行+

$#1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W?WW"%#%

软件对数据进行

分析+计量资料采用
LBE

表示#多组间比较采用方

差分析%两组间比较采用
>

检验+计数资料采用百分

数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 检验+以
!

#

%#%A

为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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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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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研究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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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性率

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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胃癌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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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W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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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阳性率明显

高于良性肿瘤组及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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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水平比较
!

胃

癌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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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W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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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D"$

水平明显高于良性肿

瘤组及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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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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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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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断价值分析
!

;T>'

)

GWX<

)

,1+

)

,+D"$

联合

检测的灵敏度高于
;T>'

)

GWX<

)

,1+

)

,+D"$

的单项

检测#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A

&%联合检测的特异

度与
;T>'

)

GWX<

)

,1+

)

,+D"$

的单项检测相比#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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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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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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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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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
;T>'

&

GWX<

&

,1+

&

,+D"$

的水平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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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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胃癌组
D"F#&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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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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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D

"#

良性肿瘤组
'C&#"B!#" AD#FBC#D &#!B!#D &#AB!#$

对照组
D%!#DB%#F $C#"BD#$ "#!B!#$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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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与良性肿瘤组比较#

"

!

#

%#%A

%与对照组比较#

#

!

#

%#%A

表
&

!!

单独检测与联合检测的诊断价值比较#

a

$

指标
;T>' GWX< ,1+ ,+D"$ ;T>'iGWX<i,1+i,+D"$

灵敏度
AC#& 'A#&

(

&!#F

(

&&#&

(

C$#'

特异度
C"#" DF#' C&#D C%#' DC#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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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与联合检测比较#

(

!

#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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胃癌是常见的消化道肿瘤之一+在全世界范围

内#胃癌的发病率和病死率是仅次于肺癌的第
"

大恶

性肿瘤#严重危害着人类的健康'

D

(

+早期胃癌患者临

床症状多不典型#常被误诊为胃部良性疾病+因此#

提高胃癌的早期诊断效率是胃癌治疗和预后的关键+

炎症和肿瘤之间存在密切联系#在炎症状态下#

多种细胞因子能够诱导细胞增殖#趋化炎症细胞聚

集#诱发基因突变#最终导致机体组织器官癌变的发

生'

C

(

+

;T>'

是由单核细胞)内皮细胞以及多种肿瘤细

胞分泌的一种炎性因子#不仅在免疫应答)炎性反应

中发挥重要作用#同时也参与肿瘤的发生)发展+研

究表明#

;T>'

能激活巨噬细胞并防止中性粒细胞凋

亡#从而增强癌细胞杀伤作用%

;T>'

能够诱导血管内

皮细胞生长因子#从而参与肿瘤的侵袭作用%

;T>'

还

可以通过
=+S

"

WG+G

信号通路调控肿瘤细胞的细胞

周期#影响肿瘤的血管生成等'

F>!%

(

+多项研究也显示#

;T>'

与胃癌)前列腺癌以及甲状腺肿瘤等密切相

关'

F

#

!!

(

+

目前#

GWX<

被认为是灵敏度和特异度较高的广

谱肿瘤标志物+

GWX<

是恶性肿瘤形成和生长时促

使肿瘤及周边毛细血管大量增殖并释放到外周血液

中的内源性血管发生因子+在肿瘤发生的早期就可

以大量释放入血液中#在恶性肿瘤的血管增生中发挥

重要作用+研究表明#

GWX<

与甲状腺癌)食管癌等

多种恶性肿瘤密切相关'

!">!&

(

+

,1+

是胚胎性抗原类肿瘤标志物#属于多糖蛋白

复合物+体内与胚胎细胞相关的基因表达的异常#可

以导致机体
,1+

的产生+

,1+

是一种广谱肿瘤标

志物#和空腔脏器的肿瘤#如胃癌)肠癌和泌尿系统肿

瘤等密切相关+相关研究表明#

,1+

的表达量异常升

高#常见于胃癌及癌旁组织'

!$

(

+

,+D"$

是一种非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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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性肿瘤标志物+

,+D"$

的表达水平在胃)胰腺等部

位的恶性肿瘤中显著升高#而在正常组织和良性肿瘤

中却无明显变化#

,+D"$

是鉴别诊断胃癌与胃良性疾

病的可靠指标#可作为胃癌等恶性肿瘤的辅助

诊断'

!A

(

+

本研究显示#胃癌组
;T>'

)

GWX<

)

,1+

)

,+D"$

阳性率明显高于良性肿瘤组和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

#

%#%A

&%胃癌组
;T>'

)

GWX<

)

,1+

)

,+D"$

水

平明显高于良性肿瘤组和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A

&%

;T>'

)

GWX<

)

,1+

)

,+D"$

联合检测的灵

敏度明显高于每项指标的单独检测#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

#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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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

#

X̀ Vd+T1dY1T+?E1W+*

#

/1EE1È >

?̂ 1VG1?

#

34@8#GM3X+T+-4PN

:

!

538@4H96-MH

J

73>

4Q336

0

@83K4H6>&-35P.83I38-@6N-M954>@6N896

0

>435.

9P4K9.3-9L

J

@4H364-QH4M@KP43M3@54L@H8P53

'

=

(

#*H9.@5>

R35-

#

"%!D

#

""

$

C

&!

D&!>D&F#

'

!'

(贺明轶#秦俭
#

血浆
VG>

J

59*V?

)血清
WG"

与急性失代偿

性心力衰竭预后评估'

=

(

#

成都医学院学报#

"%!$

#

F

$

"

&!

!$">!$A#

'

!D

(马超#徐晓东#方中#等
#

可溶性人基质裂解素对急性失代

偿心力衰竭伴肾功能不全病人预后的预测价值'

=

(

#

安徽

医药#

"%!D

#

"!

$

D

&!

!"A%>!"A&#

'

!C

(马超
#

可溶性
WG"

对急性失代偿心力衰竭伴肾功能不全

患者预后的预测价值'

Y

(

#

合肥!安徽医科大学#

"%!D#

'

!F

(刘奇#李进军#钱招昕
#

急性失代偿性心力衰竭患者
VG>

J

59*V?

)

WG"

的变化'

=

(

#

中国循证心血管医学杂志#

"%!D

#

F

$

C

&!

FD">FD$#

$收稿日期!

"%!C>!">!"

!!

修回日期!

"%!F>%">""

&

*

!!D!

*

检验医学与临床
"%!F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T@7(3N,8H6

!

=P63"%!F

!

U98#!'

!

V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