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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结果进行对

比分析!探讨
5ZY9-

定性的
9

(

"_

值与
8#VY-

定量结果的关系及在乙型肝炎预防中的应用价值&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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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不同浓度的标准品和
%+(

例健康体检者血清标本&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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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和健康意识的加强!越来越

多的人选择定期去医院体检!接受肿瘤标志物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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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瘤标志物目前有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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