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表
"

!!

T)!,2,

'

TK)

'

T)!"$

单独或联合检测

!

诊断贲门癌灵敏度'特异度分析

指标 灵敏度$

O

& 特异度$

O

&

T)!,2, !%#! -(#"

TK) !$#- -'#"

T)!"$ "%#+ '!#'

T)!,2,̀ TK) "%#- '!#,

T)!,2,̀ T)!"$ "&#! '$#,

TK)` T)!"$ (%#, ''#-

T)!,2,̀ TK)`T)!"$ +%#!

"

&!#&

"

!!

"

!

C

$

%#%$

#与其余指标单独或联合检测灵敏度或特异度比较(

C

!

讨
!!

论

贲门癌是临床常见恶性肿瘤之一#近年来其发病率呈明显

上升趋势)

(

*

(目前缺少可用于贲门癌早期诊断和预后评估的

有效的肿瘤标志物(与贲门癌相关的肿瘤标志物主要包括糖

类抗原$

T)!,2,

'

T)"+"

'

T)!"$

和
T)$%

等&'鳞状细胞抗原

$

LTT

&'

TK)

等(

TK)

在结肠癌'肺癌等恶性实体瘤中具有较

高的阳性表达率)

+

*

%

T)!,2,

作为低聚糖类肿瘤相关抗原#可识

别
Z7E/0

抗原#主要用于胃肠道肿瘤及胰腺癌的诊断和随访%

Z7:

抗原则由癌细胞分泌入血浆中的黏蛋白的表位所携带)

+

*

(

T)!,2,

在临床上主要用于胰腺癌的诊断#但在其他消化道肿

瘤中也存在一定的阳性率)

$

*

(

T)!"$

主要表达于癌变的卵巢

上皮细胞中#并可释放至细胞间质#是重要的卵巢癌相关抗原

之一#是卵巢腺肉瘤和卵巢生殖细胞肿瘤诊断'治疗及预后判

断的标志物)

-

*

(上述肿瘤标志物在肿瘤诊断特异度方面存在

一定的局限性#多种肿瘤标志物联合检测#形成有效的标记谱#

对肿瘤的诊断及预后评估有重要意义(有研究认为#联合动态

检测胃癌患者血清内皮细胞生长因子$

UKJI

&'

TK)

及

T)!,,

水平可早期发现胃癌肝微转移)

'

*

%

T)!"$

'

TK)

'

T)!,2

,

等肿瘤标志物联合检测则可提高肺癌诊断灵敏度和准确

度)

&

*

(本研究显示#上述指标单一检测时#

T)!"$

检测诊断贲

门癌的灵敏度及特异度高于
T)!,2,

和
TK)

#而
(

项指标联合

检测的灵敏度及特异度高于单一指标及任意
"

项指标联合

检测(

综上所述#

T)!"$

'

TK)

'

T)!,2,

联合检测可提高诊断贲

门癌的灵敏度和特异度#有利于贲门癌的早期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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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交流!

联合检测
>31V

'

TF2PG

'

PD

在诊断
)PV

中的应用

彭
!

文

"重庆市荣昌县人民医院检验科
!

+%"+-%

$

!!

摘
!

要"目的
!

探讨肌钙蛋白
%

"

>31V

$&肌酸激酶同工酶"

TF2PG

$&肌红蛋白"

PD

$联合检测在早期急性心肌梗死"

)PV

$诊

断中的应用与价值%方法
!

对
',"

例该院住院患者用胶体金法定性联合检测
>31V

&

TF2PG

&

PD

%当
>31V

*

!#$1

@

)

<Z

&

TF2PG

*

$1

@

)

<Z

&

PD

*

$%1

@

)

<Z

出现红色检测线表明为阳性%结果
!

以
('

例临床确诊
)PV

患者为
)PV

组!

)PV

组
>31V

&

TF2PG

&

PD

阳性率均显著高于冠心病&不稳定心绞痛"

)̂H

$&骨骼肌损伤"

LP

$及胸痛待排患者%发作后
+;

时
PD

敏感性很高!

-

!

!";

时
(

项敏感性和特异性均很高!

'6

后
>31V

仍有较高敏感性和特异性%结论
!

>31V

&

TF2PG

&

PD

联合检测是诊断
)PV

早期敏

感&特异的指标!

>31V

是
)PV

早期诊断的首选指标%

关键词"肌钙蛋白
V

#

!

肌酸激酶#

!

肌红蛋白#

!

心肌梗死

!"#

!

!%#(,-,

"

.

#/001#!-'(2+!(%#"%!!#"!#%$+

文献标识码"

G

文章编号"

!-'(2+!(%

"

"%!!

$

"!2"$(&2%"

!!

急性心肌梗死$

)PV

&是目前对健康危害极大的严重疾病#

在缺血性心脏疾病的诊断中#除临床症状和心电图外#肌钙蛋

白
%

$

>31V

&'肌酸激酶同工酶$

TF2PG

&'肌红蛋白$

PD

&是近

年发展起来的一类高度灵敏'特异的反映心肌损伤的血清标志

物#应用于临床大大提高了诊断缺血性心脏疾病的准确率(本

院结合基层医院实际采用了
>31V

'

TF2PG

'

PD

胶体金法定性

+

&($"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V19]Z:DP76

!

Q7>7<D78"%!!

!

U4=#("

!

Y4#"!



联合检测#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A

!

资料与方法

A#A

!

一般资料
!

收集本院
"%!%

年
-

!

!"

月住院患者#总计检

测
',"

例(其中临床确诊为
)PV

患者
('

例#均来自本院内

科'

VT̂

病房#在入院
%

!

+;

采血(非
)PV

患者包括冠心病'

风心病'心绞痛'病毒性心肌炎'骨骼肌损伤'术后'脑血管意外

及胸痛患者(

A#B

!

试剂与方法
!

采用北京亿利高科技生物工程技术研究所

有限公司提供的
>31V̀ TF2PG`PD

检测试剂盒$胶体金

法&(按使用说明书进行操作(

B

!

结
!!

果

见表
!

'

"

(

表
!

!!

',"

例患者
>31V

'

TF2PG

'

PD

测定结果

疾病
$ >31V TF2PG PD

待排患者
+,$ e e e

)PV (' ` ` `

心肌炎
+ ` e `

冠心病
"%$ e ` e

^)H - ` ` e

LP +$ e e `

表
"

!!

('

例
)PV

患者
>31V

'

TF2PG

'

PD

动态检测结果$

$

%

检测时间
>31V

阳性
TF2PG

阳性
PD

阳性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 (- !! %

%

"

!

(6 (- $ %

%

(

!

$6 (! % %

%

$

!

'6 ", % %

C

!

讨
!!

论

PD

是横纹肌组织特有的蛋白#主要存在于心肌和骨骼

肌#在心肌损伤
!#$;

即释放入血#

+

!

-;

达峰值#

!"

!

"+;

恢

复#已作为
)PV

患者早期灵敏的血清标志物)

!2"

*

#其血清升高

程度及持续时间与心肌梗死面积和程度呈正相关#对判定再梗

死和再灌注是否成功有重要临床意义(到目前为止#

PD

是

)PV

发生后最早可测标志物#

-%O

以上的
)PV

患者首次采血

就升高)

(2+

*

(本实验
%

!

+;

检出率达
'&#+O

$

",

"

('

&#

+

!

&6

达
&,#"O

$

((

"

('

&(但其检测窗口期很短#仅适用于
)PV

的

早期诊断(其阴性预测值很高#在胸痛发作
!";

#阴性结果可

基本排除
)PV

)

$2-

*

(

TF2PG

作为原心肌酶谱重要检测项目#

因其具有较高的敏感性和特异性#一直以来被公认为是诊断

)PV

的,金标准-

)

'2&

*

(在心肌细胞大量受损时#于
(

!

&;

释放

入血#

!-

!

"+;

达高峰#

"

!

+6

恢复正常(但由于它在骨骼肌

损伤或其他原因造成血流灌注不足而升高时#特异性有一定局

限(近几年应用单克隆技术制备的抗血清试剂盒#大大提高了

检测的特异性)

(

*

(本实验
TF2PG

于
&

!

"+;

均显示很高的敏

感性和特异性(因此它仍是
)PV

早期诊断的有力证据#尤其

是发病
-;

后#联合
>31V

检测#更有诊断价值(

>31V

是心肌特有的调节蛋白#对心肌损伤或坏死有极高

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只要有少量心肌坏死#血中浓度就会明显

升高(

>31V

具有很宽的时间窗#特异性良好#不受骨骼肌损

伤'剧烈运动'肾病等影响#是临床早期诊断的理想特异性指

标)

,

*

(近几年来#国内外很多专家认为
>31V

是心肌损伤的确

诊标志物)

!%

*

(本实验
"+;

时#敏感'特异性达
!%%O

#逐渐成

为诊断
)PV

的金标准)

!!

*

(

$

!

'6

时#仍保持高敏感性(因

此#对于不能及时就诊'未得到明确诊断的患者来说#

>31V

是

最佳指标(

以往
)PV

的诊断主要依靠患者的临床表现'心电图改变

和血清酶的升高#典型的病例不难确诊#但以上检查结果阴性

的患者#虽然可能不是
)PV

#但却可能是不稳定型心绞痛或其

他形式的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单纯依靠上述检查方法#容易

漏诊或误诊(本院
!

例胆囊微创术后患者致死#原因即在于

此(近年来#国内外医院都已使用以上
(

项联合检测作为诊断

)PV

的新指标#作为提高敏感性和特异性的首选方法)

!"

*

(

(

项联合定性检测具有快速'操作简单'不需要特殊设备的优点#

对未开展其他早期心肌损伤标志检测的基层医院#更适合于开

展此项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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