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整治疗方案#避免出现严重后果+通过对观察组患儿

家长加强健康教育#向其讲解腹泻病因)临床症状)治

疗方法和预后相关注意事项等#指导患儿家长掌握各

种患儿的日常护理方法和隔离措施#日常护理中做好

患儿臀部皮肤及口腔护理#帮助患儿调整饮食结构#

并鼓励其采取母乳喂养方式#促进患儿尽快恢复#提

高其生活质量+另外#医护人员对病房应加强消毒和

隔离#注意保持室内通风#温度适宜#给患儿营造舒适

温馨的环境#以免发生院内感染或交叉感染'

$()$!

(

+有

研究提出#实施针对性护理时#医护人员需充分考虑

患儿生理)心理特点#根据其实际情况)病情轻重程度

及患儿家属的实际需要#制订出针对性的护理干预方

法#并依据治疗进展调整护理方案#给予患儿全方位

和多层次的护理#以取得满意成效'

$"

(

+

综上所述#对轮状病毒所致腹泻患儿应用针对性

护理可取得满意效果#能改善其生活质量#缩短其临

床症状的恢复时间#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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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腔积液
+W%

异倍体及血清
6@0W%)($

在肺癌诊断中的临床研究

徐真谛!李元宽

重庆市垫江县中医院检验科!重庆垫江
!#X(##

!!

摘
!

要"目的
!

研究胸腔积液中
+W%

异倍体及血清中
6@0W%)($

表达在肺癌诊断中的临床研究"方法
!

选择
.#$(

年
X

月至
.#$"

年
X

月在该院治疗的疑似肺癌伴有胸腔积液的患者
1"

例!根据患者最终病理结果分

为肺癌组$

(#

例%#非肺癌组
("

例"收集患者临床资料!探讨
+W%

异倍体及
6@0W%)($

对肺癌的诊断价值"

结果
!

胸腔积液
+W%

异倍体的诊断效能较高!优于
6@0W%)($

!其诊断的灵敏度#特异度#阳性预测值#阴性预

测值分别为
X1/"[

#

23/3[

#

3X/"[

#

2X/.[

"胸腔积液
+W%

异倍体#血清中
6@0W%)($

是肺癌的独立危险因

素$

!

$

#/#"

%"结论
!

胸腔积液中
+W%

异倍体和血清
6@)0W%

水平诊断肺癌具有较好的特异度和灵敏度"

关键词"胸腔积液&

!

+W%

倍体&

!

6@0W%)($

&

!

肺癌

中图法分类号"

03(!/.

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13.)2!""

$

.#$2

%

$!).#2.)#(

!!

实时荧光定量
G'0

$

0,)G'0

%技术目前已经被

广泛运用于肿瘤的诊断研究中#

0,)G'0

可以通过分

析某种特定蛋白质
0W%

的水平反映基因表达情况#

从而判断肿瘤的增生和增殖'

$

(

+

+W%

水平可以反应

细胞增殖的活性#异常细胞染色体能提示肿瘤的存

在'

.

(

+肺癌是临床最常见的肿瘤#胸腔积液可以是肺

癌早期的临床表现#但胸腔积液同时是多种良性疾病

的表现#早期判断疾病的性质#有助于疾病的治疗#有

益于改善患者的预后'

(

(

+微小
0W%

$

6@0W%

%是一类

小型的非编码
0W%

#在肿瘤生长发育过程中有重要

意义#测定胸腔积液中
+W%

异倍体水平及血清中

6@0W%

的水平有助于肺癌的诊断'

!

(

+本研究通过分

析本院
1"

例疑似肺癌患者的临床资料#探讨胸腔积

液细胞
+W%

异倍体及血清
6@0W%)($

水平在肺癌中

*

.2#.

*

检验医学与临床
.#$2

年
3

月第
$1

卷第
$!

期
!

S8CT:?'D@A

!

UBD

N

.#$2

!

V4D/$1

!

W4/$!



的诊断价值#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择
.#$(

年
X

月至
.#$"

年
X

月在

本院治疗的胸腔积液患者
1"

例作为研究对象#纳入

标准!$

$

%临床表现为胸腔积液&$

.

%肺部影像学证实

肺部占位&$

(

%患者及家属均同意进行+排除标准!

$

$

%合并严重心血管系统疾病)肝肾功能不全的患者&

$

.

%精神异常患者&$

(

%妊娠女性&$

!

%严重免疫功能缺

陷患者&$

"

%已经发生肺癌远处转移或淋巴结转移的

患者&$

1

%已经确诊为肺癌的患者+根据患者最终病

理结果分为肺癌组和非肺癌组#其中肺癌诊断参照#

胸腔积液诊断参照/英国胸科学会胸腔积液诊断指

南0

'

"

(

+本研究中
1"

例患者最终
(#

例确诊为肺癌#

其中男
$"

例#女
$"

例&其中鳞癌
$X

例#腺癌
$.

例&

("

例为非肺癌患者#男
$3

例#女
$X

例#其中结核性胸膜

炎
$2

例)肺炎
X

例)脓胸
"

例)心力衰竭
(

例+两组患

者基本临床资料对比情况#具体见表
$

+所有患者自

愿参与本研究#并签署知情同意书#且本研究获得医

院伦理委员会的批准+

表
$

!!

两组患者一般临床资料比较

项目 肺癌组$

)_(#

% 非肺癌组$

)_("

%

年龄$

KeF

#岁%

"1/"e$./" "X/!e$(/.

男性'

)

$

[

%(

$"

$

"#

%

$3

$

!X/1

%

吸烟史'

)

$

[

%(

$X

$

1#

%

$2

$

"!/(

%

结核病史'

)

$

[

%(

$"

$

"#

%

$1

$

!"/3

%

胸腔积液脱落细胞学阳性'

)

$

[

%(

1

$

.#/#

%

#

$

#

%

8

胸部
',

疑似阳性'

)

$

[

%(

X

$

.1/3

%

1

$

$3/$

%

8

清蛋白$

F

"

S

%

(./"e1/" ((/Xe1/.

8

'%$22

$

L

"

6S

%

("/3e$$/1 $3/.e"/X

8

'%$."

$

L

"

6S

%

!3/XeX/" $2/.e"/2

8

胸腔积液细胞
+W%

异倍体'

)

$

[

%(

..

$

3(/(

%

.

$

"/3

%

8

6@0W%)($ X/3e./( (/!e$/2

!!

注!与非肺癌组比较#

8

!

$

#/#"

$//

!

方法

$///$

!

相关临床资料收集
!

所有患者在清晨收集血

液标本#送检本院检验科#检测血清清蛋白)肝功能)

血常规)胸腔积液常规及糖类抗原$

'%$22

%)

'%$."

水平+

$////

!

胸腔积液
+W%

异倍体检测
!

收集胸腔积液

制备单细胞悬液#每管悬液加入
"##

#

SGP

染液#避光

静置
$<

#采用流式细胞仪检测胸腔积液中
+W%

水

平#

+W%

指数$

+P

%

_

被测细胞的
+W%

水平"正常二

倍体细胞的
+W%

水平&

+P

在
$/$

"

$/.

为
+W%

近似

二倍体#

+P

%

$/.#

或
$

#/X"

为
+W%

异倍体

$///'

!

血清中
6@0W%)($

定量检测
!

采用
0,)G'0

检测!

0LW1&

作为内参#引物序列!上游
"H)'%%

%̂,',̂ ''̂ %̂ , %%% '')(H

#下游!

"H),'̂

%̂%'%'%%,^̂ ''%',,)(H

&

0,)G'0

的程序

如下!

2"c

预变性
.6@A

#

2"c$">

)特异性退火温度

.">

)

3.c(#>

并循环
"#

次+根据扩增曲线读取循

环数$

';

%#按照
.

)

//

';计算
6@0W%

水平+

$/'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YGYY.#/#

统计学软件进行

分析#计量资料经方差齐性检查符合正态分布后以

KeF

表示#两组间比较进行
@

检验#

(

组间比较进行方

差分析&计量资料间的相关性分析采用
G:89>4A

检验+

以
!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胸腔积液
+W%

异倍体和血清
6@0W%)($

对肺

癌的诊断价值
!

以胸腔积液中
+W%

异倍体阳性和

6@0W%)($

水平对肺癌进行诊断#结果发现两者均有

较高的诊断效能#但
+W%

异倍体的诊断效能较高#优

于
6@0W%)($

#其诊断的灵敏度)特异度)阳性预测

值)阴性预测值分别为
X1/"[

)

23/3[

)

3X/"[

)

2X/

.[

+见表
.

+

表
.

!!

+W%

异倍体与
6@0W%)($

对肺癌的诊断效能#

[

$

项目
-8

77

8

值 灵敏度 特异度 阳性预测值 阴性预测值

+W%

异倍体
#/X13 X1/"

8

23/3

8

3X/"

8

2X/.

8

6@0W%)($ #/3.1 X$/3 X"/1 12/X X2/!

!!

注!与
6@0W%)($

比较#

8

!

$

#/#"

///

!

肺癌的影响因素分析
!

将性别)年龄)

'%$."

)

'%$22

)

+W%

异倍体)

6@0W%)($

作为变量引入
'4Q

回顾模型#单因素分析提示#吸烟)

'%$."

)

+W%

异倍

体)

6@0W%)($

与肺癌有相关性$

!

$

#/#"

%#见表
(

+

多因素分析提示#

+W%

异倍体)

6@0W%)($

是肺癌的

独立危险因素$

!

$

#/#"

%#见表
!

+

表
(

!!

影响肺癌的单因素分析

变量
#U 2"[I7 !

性别
#/31 #/13

"

$/("

%

#/#"

年龄
#/X" #/2.

"

$/XX

%

#/#"

吸烟
$/$3 $/#.

"

$/(2

$

#/#"

'%$." $/(! $/"X

"

(/$3

$

#/#"

'%$22 $/3X $/(X

"

(/X1

%

#/#"

+W%

异倍体
./$1 $/"!

"

./1X

$

#/#"

6@0W%)($ ./(1 $/3X

"

./X"

$

#/#"

表
!

!!

影响肺癌的多因素分析

变量
#U 2"[I7 !

+W%

异倍体
(/( $/#1

"

(/X!

$

#/#"

6@0W%)($ ./( $/("

"

(/X.

$

#/#"

'

!

讨
!!

论

!!

肺癌患者经常合并胸腔积液#约
$"[

肺癌患者仅

*

(2#.

*

检验医学与临床
.#$2

年
3

月第
$1

卷第
$!

期
!

S8CT:?'D@A

!

UBD

N

.#$2

!

V4D/$1

!

W4/$!



表现为胸腔积液#肺部影像学检查无明显异常#甚至

肺内找不到原发病灶+胸腔积液可导致患者胸闷)气

逼)咳嗽等临床症状#严重者可危及患者生命#而胸腔

积液又是多种疾病的临床表现#一些肺部良性病变和

肺外病变均可导致胸腔积液的出现#例如肺炎)肺结

核)胸膜炎等+胸腔积液的性质有助于判断原发病灶

的性质'

1

(

#本研究
1"

例胸腔积液患者#最终确诊肺癌

的有
(#

例#其余
("

例患者合并结核性胸膜炎)肺炎)

脓胸)心力衰竭等不同的疾病+既往判断恶性胸腔积

液的金标准是在胸腔积液中找到癌细胞#但是胸腔积

液中细胞少#癌细胞检出率较低#本研究中
(#

例肺癌

患者仅
1

例发现脱落细胞学阳性+因此#找到一种早

期)特异度和灵敏度均较高的检测方式诊断恶性胸腔

积液意义重大+

胸腔积液中的肿瘤标志物对诊断肺癌有一定的

意义#临床上已经尝试了多种肿瘤标志物进行恶性胸

腔积液的诊断#包括
WY*

)

'*%

)

%bG

等#但是各标志

物的灵敏度和特异度均较低'

3)X

(

+目前#胸腔积液中

+W%

水平检测已经被广泛运用于临床诊断#通过流

式细胞仪检测胸腔积液中
+W%

异倍体有助于肺癌的

诊断+相关研究提示
2.[

实体肿瘤细胞均为
+W%

异倍体细胞#有研究证实肺癌细胞均为
+W%

异倍体#

可见
+W%

异倍体与肺癌的相关性较大'

2

(

+本研究发

现#肺癌组胸腔积液中
+W%

异倍体阳性率为
3(/([

#

明显高于非肺癌组#进一步分析
+W%

异倍体对肺癌

的诊断价值发现
+W%

异倍体对肺癌诊断的特异度及

灵敏度均较高#可见
+W%

异倍体对肺癌具有较高的

诊断效能#临床可运用于诊断肺癌+

6@0W%

几乎参与所有的生命活动#包括细胞的

生长发育)增殖)凋亡#以及器官的生成等'

$#

(

+

6@0)

W%

根据类别不同既可以下调原癌基因活性#也可以

下调抑癌基因活性#肺癌的发生)发展与多种基因调

控有关#在肺癌的生物行为中可能存在不同程度的基

因异常表达#肺癌患者可能存在多种
6@0W%

异

常'

$$

(

+

6@)0W%)($

是参与肿瘤调节的重要
6@0W%

#

在肺癌进展期可明显升高#随着肿瘤的进一步恶化#

6@0W%)($

的表达可能促发另一级联事件#有研究提

示
6@0W%)($

能促进原位癌的生长#在肺癌患者血清

中高表达'

$.

(

+而本研究结果进一步提示#

6@0)($

的

诊断效能与胸腔积液中
+W%

异倍体结果类似#具有

较高的特异度及敏感性+笔者进一步采用
S4

F

@>;@5

回归分析各因素与肺癌的关系#结果提示胸腔积液

+W%

异倍体)

6@0W%)($

是肺癌的独立危险因素#这

与国内研究结果类似#均证实了
+W%

异倍体和
6@0)

W%)($

在肺癌中的诊断价值'

$(

(

+

综上所述#本研究结果提示#肺癌是临床常见肿

瘤#早期肺癌可能仅表现为胸腔积液#而胸腔积液可

以是多种非恶性疾病的临床表现#早期通过胸腔积液

中
+W%

异倍体和血清中
6@)0W%

水平诊断肺癌#具

有较好的特异度和灵敏度#可以作为筛查肺癌的重要

临床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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