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胃癌是中国常见病和多发病#位居消化系统肿瘤之首(近

年来#其发病率和死亡率不断升高#每年胃癌新发病例及死亡

率分别占全部恶性肿瘤的
!?c

和
"&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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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是中国胃癌

高发区#其死亡率在全国最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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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患者在就诊时已经到了

中晚期#丧失了最佳治疗时机(因此#胃癌的早诊断'早治疗是

降低其死亡率'提高存活率的主要手段(

0

%'

基因的突变'蛋

白的表达及抗体的产生是多种肿瘤包括胃癌发生中的事件#对

血清中
+%'

蛋白或其抗体的检测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作为肿瘤

的辅助诊断及预后的判定(目前研究显示#

+%'

蛋白及其抗体

在胃癌患者血清中均可被检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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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二者谁更敏感#更有助

于胃癌的诊断尚未见有报道(本研究旨在通过同时检测胃癌

患者血清中
+%'

蛋白及其抗体#判断在胃癌的诊断中二者的

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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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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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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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病理诊断为原发胃癌的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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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其中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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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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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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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健康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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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其中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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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女
!3

例#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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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以上人员均在检查时或手术前

及放'化疗前取肘静脉血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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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血液充分凝固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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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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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心半径#

"&&&B

"

98>

离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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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血清#贮存于

f3&W

冰箱中保存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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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与试剂
!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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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体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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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剂盒购自美国

-l.

公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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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白检测
LXZ7*

试剂盒购自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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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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酶标仪进行比色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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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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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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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白的测定
!

待测血清用标本稀释液
!m!

稀释后#每孔内加入
%&

(

X

$每个样本做复孔&#标准品系列稀

释后#每孔内加入
%&

(

X

$每个稀释浓度做复孔&#加入
%&

(

X

生物素标记的抗体#盖上膜板#轻轻振荡混匀#

'?W

温育
!E

(

甩去孔内液体#每孔加满洗涤液#洗板机振荡
'&=

#甩去洗涤

液#用吸水纸拍干#重复操作
@

次(每孔加入
3&

(

X

辣根过氧

化物酶$

Q-+

&标记物亲和链酶素#轻轻振荡混匀#

'? W

温育

'&98>

(甩去孔内液体#每孔加满洗涤液#洗板机振荡
'&=

#甩

去洗涤液#用吸水纸拍干#重复操作
@

次(每孔加入底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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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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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轻轻振荡混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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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光显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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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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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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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止液#

@%&>9

波长处测定各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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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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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体的测定
!

待测血清用标本稀释液
!m%

稀释后#每孔内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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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每个样本做复孔&#标准品每孔内

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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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每个稀释浓度做复孔&#

'?W

温育
'&98>

(甩去孔

内液体#每孔加满洗涤液#洗板机振荡
'&=

#甩去洗涤液#用吸

水纸拍干#重复操作
@

次(每孔加入酶标工作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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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甩去孔内液体#每孔加满洗涤液#洗板机振荡

'&=

#甩去洗涤液#用吸水纸拍干(每孔先加入显色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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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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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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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白检测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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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对照组血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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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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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胃癌组血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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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白阳性率高于健康对照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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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体检测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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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对照组血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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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确定
+%'

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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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胃癌组血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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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体阳性率高于健康对照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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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组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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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白检测结果

组别
$

+%'

蛋白

阴性例数 阳性例数 阳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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胃癌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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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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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健康对照组比较(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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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组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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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体检测结果

组别
$

+%'

抗体

阴性例数 阳性例数 阳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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胃癌组
%& '@ !$ '"#&

"

健康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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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健康对照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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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清
+%'

蛋白与抗体检测情况的比较
!

胃癌组血清中

+%'

抗体阳性率高于
+%'

蛋白#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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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清
+%'

蛋白与抗体检测情况的比较

指标
$

阴性例数 阳性例数 阳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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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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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在肿瘤的发生'发展中扮演者非常重要的角色#

主要参与细胞内
./*

损伤修复#细胞增殖和凋亡)

35(

*

(

0

%'

基

因有野生型和突变型#野生型
+%'

蛋白半衰期短#产生后很快

衰减#突变型
+%'

蛋白半衰期延长#可在肿瘤组织中积累#激

发机体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当肿瘤增长到一定程度后#肿瘤细

胞中积累的突变型
+%'

蛋白可因肿瘤细胞的崩解死亡而释放

入血)

!&5!!

*

#因而通过
LXZ7*

法可检测血清中
+%'

蛋白及其抗

体浓度的变化(实验中
+%'

蛋白与抗体在胃癌患者血清中均

可检测到#且与健康对照组均有显著性差异#表明二者都可以

用于胃癌的早期诊断#但二者之间的阳性率也有显著性差异#

+%'

抗体阳性的
!$

例胃癌患者中#全部包括
+%'

蛋白阳性的

患者#而另外
(

例则是
+%'

蛋白阴性而抗体阳性#这表明
+%'

抗体的敏感性高于
+%'

蛋白#而在肿瘤的早期筛查中敏感性

更重要#筛查的可疑病例通过进一步的检查可最大限度避免漏

诊#这对于肿瘤的早期诊断尤为重要(

基因改变是肿瘤的早期事件)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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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所导致的表达蛋白

的改变只有在肿瘤负荷达到一定程度并释放入血后才可被检

测#而表达蛋白的改变在其发生之时就可诱导机体通过免疫反

应产生抗体而可被检测#因此通过对胃癌患者血清
+%'

抗体

的检测能够更早地反映
+%'

基因的改变#从而有助于胃癌的

早期诊断(

参考文献

)

!

*

C̀>

F

X#Z>I8K;>I;C>K9ABDC:8D

N

AH

F

C=DB8IIC>I;B8>,E8>C

)

[

*

#

dAB:K[TC=DBA;>D;BA:

#

"&&$

#

!"

$

!

&!

!?5"&#

)

"

* 周琦#张琼#魏来
#

联合检测
,*!(5(

'

,L*

'

,*?"5@

'

4T5*

F

对胃

癌的诊断价值)

[

*

#

世界华人消化杂志#

"&!&

#

!3

$

"%

&!

"$(35"?&!#

)

'

*

[;9C:*

#

78;

F

;:-

#

dCBKL

#

;DC:#,C>I;B=DCD8=D8I=

#

"&&(

)

[

*

#,*

,C>I;B[,:8>

#

"&&(

#

%(

$

@

&!

""%5"@(#

)

@

* 赵久达#李豪#曹成珠#等
#!($"

例胃癌流行病学分析)

[

*

#

现代预

防医学#

"&&3

#

'%

$

'

&!

@'(5@@&#

)

%

* 朱颖蔚#成金罗#钱科卿#等
#

胃癌患者血清
\LTV

'

0

%'

的表达及

意义)

[

*

#

现代肿瘤医学#

"&&?

#

'

$

!%

&!

'?%5'?$#

)

$

* 张琳#孙明#赵金伟
#

血清
\LTV

'

\LTV5,

及
+%'

水平与胃肠道

肿瘤复发转移的相关性研究)

[

*

#

中国实验诊断学#

"&&(

#

!'

$

?

&!

(%%5(%$#

)

?

* 沈建根#林洁#朱永良
#

胃癌患者血清
+%'

抗体的临床意义)

[

*

#

医

学理论与实践#

"&&@

#

!?

$

$

&!

$''5$'%#

)

3

* 杨金新
#

肿瘤患者血清
+%'

抗体的测定分析)

[

*

#

中国误诊学杂

志#

"&&(

#

(

$

!&

&!

""(@5""(%#

)

(

* 张晓峰#肖华龙#虞竞峰#等
#

肺癌患者血清
+%'

抗体水平的临床

诊断价值)

[

*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

"?

$

!!

&!

(??5(?3#

)

!&

*

2E=E8AT

#

7JMCQ

#

Z9C9JBC4#,:8>8IC:89

0

:8ICD8A>AHC>D85

0

%'C>D85

GAK8;=C>K

0

%'5

0

BAD;8>8>

0

C>IB;CD8IK8=;C=;

)

[

*

#Z>D[TC=DBA8>D;=D

,C>I;B

#

"&&"

#

'!

$

!

"

'

&!

!"(5!'%#

)

!!

*魏波#刘迎龙#于存涛#等
#

肺动脉灌注低温肺保护液抑制肺内实

质细胞凋亡的研究)

[

*

#

中华外科杂志#

"&&@

#

@"

$

@

&!

""?5""(#

)

!"

*朱珊#刘运秋#刘金梅#等
#

血清
+%'

抗体与肺癌早期诊断'判定疗

效'预测复发及预后)

[

*

#

中国综合临床#

"&&@

#

"&

$

@

&!

'!(5'"!#

)

!'

*孙力超#冉宇靓
#

自身抗体与肿瘤)

[

*

#

国际肿瘤学杂志#

"&&?

#

'@

$

'

&!

!$@5!$$#

$收稿日期!

"&!!5&"5!%

&

$上接第
!%@?

页&

)

"

* 许文荣#王建中
#

临床血液学和血液学检验)

4

*

#@

版
#

北京!人民

卫生出版社#

"&&?

!

?#

)

'

* 李亚红#梁玉全#岑妙珍#等
#

地中海贫血基因携带者产前筛查及

实验室指标的评价)

[

*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

"3

$

3

&!

$?'5$??#

)

@

* 张万胜#陈亚君#邓明凤#等
#

多指标检测对恶性浆膜腔积液的诊

断价值)

[

*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

"?

$

$

&!

%&"5%&@#

)

%

* 施鹏飞#钱申贤
#

血清转铁蛋白受体在缺铁性贫血诊断中的临床

意义)

[

*

#

浙江临床医学#

"&&$

#

?

$

3

&!

$335$(&#

)

$

* 张之南
#

血液病诊断及疗效标准)

4

*

#"

版
#

北京!科学出版社#

!((3

!

!&5!$#

)

?

* 韩巍
#

铁负荷与人体健康)

[

*

#

国外医学卫生学分册#

"&&3

#

'%

$

!

&!

%"5%$#

)

3

* 张文龙#王曼萍#张骥#等
#

慢性病贫血的铁代谢研究)

[

*

#

临床血

液学杂志#

"&&3

#

!!

$

"!

&!

%335%3(#

$收稿日期!

"&!&5&?5"3

&

+

(@%!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Z>D[XCG4;K

!

7;

0

D;9G;B"&!!

!

\A:#'"

!

/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