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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清肿瘤标志物检测在肺癌诊断中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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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项肿瘤标志物对肺癌的检测都有一定意义!不同病理类型各有特点!联合检测

多种肿瘤标志物可以提高肺癌诊断的敏感性!同时对于确定其临床分期和鉴别病理类型具有一定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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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癌是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恶性肿瘤之一#其发病率在许

多国家居高不下#近年来#中国肺癌发病率和死亡率亦不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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