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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型半胱氨酸&癌胚抗原和腺苷脱氨酶检测在良恶性

胸腔积液鉴别诊断中的临床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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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目的
"

探讨同型半胱氨酸"

a!b

$'癌胚抗原"

!#/

$和腺苷脱氨酶"

/J/

$联合检测在胸腔积液鉴别诊断中的价值%

方法
"

检测
*,

例恶性胸腔积液"恶性组$'

@,

例结核性胸腔积液"结核组$和
@,

例感染性胸腔积液"炎症组$

a!b

'

!#/

和
/J/

水平!并进行比较分析%结果
"

恶性组
a!b

'

!#/

水平高于结核组和炎症组"

D

$

,),*

$!

/J/

水平低于结核组"

D

$

,),*

$%结论

"

a!b

'

!#/

和
/J/

水平联合检测在良恶性胸腔积液鉴别诊断中具有重要临床价值%

关键词"同型半胱氨酸#

"

癌胚抗原#

"

腺苷脱氨酶#

"

胸腔积液

!"#

!

',)(CFC

"

K

)3990)'FA($@'(,)%,'%),F),*+

文献标识码"

-

文章编号"

'FA($@'(,

"

%,'%

$

,F$,A*A$,%

""

多种疾病引起胸腔积液#以恶性肿瘤*结核*细菌感染较常

见#且胸腔积液恶性所占比例逐渐增高'

'

(

)传统的良*恶性胸

腔积液鉴别方法主要依赖积液沉渣涂片细胞形态学特征和微

生物检验#但由于存在不典型间皮细胞或缺乏典型的恶性肿瘤

细胞而导致误诊#因此常需辅以其他检测'

%

(

)胸腔积液同型半

胱氨酸$

a!b

&*癌胚抗原$

!#/

&和腺苷脱氨酶$

/J/

&检测简

便易行)本研究检测了
'(,

例胸腔积液
a!b

*

!#/

和
/J/

水平#探讨其在胸腔积液鉴别诊断中的临床价值)

E

"

资料与方法

E)E

"

一般资料
"

本院
%,,+

年
'

月至
%,',

年
',

月收治的
'(,

例胸腔积液患者分为恶性组
*,

例#其中肺癌
%,

例*乳腺癌
'A

例*胃癌
+

例*食管癌
*

例#均经病理和$或&细胞学检查而确

诊%结核组
@,

例#经临床症状*胸部
f

线片*胸部
!7

片*

VVJ

试验及抗结核治疗有效而确诊%炎症组
@,

例#涂片或微生物培

养检出致病菌及抗感染治疗有效而确诊)

E)F

"

仪器与试剂
"

a!b

$循环酶法&试剂盒购自北京万泰德

瑞诊断技术有限公司#

/J/

$酶耦联法&试剂盒购自上海执诚

生物技术有限公司#采用日立
AF,,$,%,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进

行检测%

!#/

检测采用罗氏
F,'

电化学分析仪及配套试剂)

E)G

"

方法
"

采集患者胸腔积液标本
*P\

#

(,P30

内
@Y

条件

下
@,,,

?

离心
',P30

#取上清液立即检测
a!b

和
/J/

#剩

余上清液置无酶管中#

gA,Y

冻存后待检
!#/

)各指标检测

严格按仪器和试剂盒说明书进行操作)

E)H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GVGG'(),

统计软件#计量资料以

HB8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9

检验#检验水准为
"

_,),*

)

F

"

结
""

果

各研究组
a!b

*

!#/

和
/J/

检测结果见表
'

)

表
'

""

各研究组
a!b

&

!#/

和
/J/

检测结果

组别
# a!b

$

&

P>=

"

\

&

!#/

$

0

?

"

W=

&

/J/

$

`

"

\

&

恶性组
*,

%,)',BA)*

!

"

A*)%,B%*)F

!

"

F)+CB@)@

!

结核组
@, C)%(B%)+ @)%(B%)' @*)F+B'()(

炎症组
@, ',)A*B()A ()+FB%)% *)C*B@)*

""

!

!与结核组比较#

D

$

,),*

%

"

!与炎症组比较#

D

$

,),*

)

G

"

讨
""

论

脱落细胞学检查是确诊恶性积液的金标准#其阳性率仅有

(,D

左右#即使反复送检其阳性率也仅能提高到
*,D

左右'

(

(

)

理想的肿瘤标志物具备高灵敏度*高特异性#可反映肿瘤进展*

复发和预后#在积液中的浓度能反映病灶范围#但尚无单一的

肿瘤标志物具备以上特点)不同标志物具有互补性#多种标志

物联合检测能提高肿瘤诊断效率和鉴别积液性质'

@

(

)

a!b

是蛋氨酸的中间代谢产物#健康人体内含量极低)

大部分
a!b

在细胞内分解代谢#仅小部分释放到血浆'

*

(

)流

行病学调查显示#血浆
a!b

浓度增高可能与许多疾病有关#

例如多种先天性代谢缺陷可导致体内缺乏胱硫醚
,

合成酶#使

血清
a!b

浓度升高'

F

(

)蛋氨酸是为
J"/

甲基化提供甲基的

G$

蛋氨酸的前体#基因组
J"/

低甲基化是肿瘤早期的分子生

物学改变之一#可能是肿瘤发病的始动因素)

!#/

是最早用于肺癌诊断的细胞黏附分子#属于免疫球

蛋白超家族#在肿瘤生长和转移中起重要作用'

A

(

%主要存在于

消化系统*泌尿生殖系统等富含腺体细胞的组织中#健康人体

含量较低#多种癌症可导致其升高'

+

(

)

!#/

是由内胚层细胞

分泌的糖蛋白#是癌细胞和胎儿细胞共有抗原#作为广谱肿瘤

标志物被广泛应用)高水平
!#/

与肿瘤有较好的相关性)虽

然某些良性疾病浆膜腔积液
!#/

水平也增高#但增高程度有

限#可能与积液的成因有关)结果表
'

显示#恶性组
!#/

浓度

高于结核组和炎症组$

D

$

,),*

&#说明浆膜腔液
!#/

含量与

恶性肿瘤有直接相关性#对良*恶性积液的鉴别有重要价值)

/J/

是与机体细胞免疫密切相关的核酸代谢酶#广泛存

在于各种细胞和体液中#活性很高)当免疫细胞受刺激时#胞

浆
/J/

活性增高)有学者认为胸腔积液
/J/

检测是鉴别结

核性和癌性胸腔积液的良好指标'

C

(

)本研究结果表明#结核性

胸腔积液
/J/

活性显著增高#可能与结核性胸腔积液中
7

淋

巴细胞和单核
$

巨噬细胞被分枝杆菌激活#引起
/J/

活性升高

有关%间皮细胞可主动吞噬分枝杆菌#产生多种特异性细胞因

子#也可诱导
/J/

活性升高'

',

(

)肿瘤性胸腔积液
/J/

活性

不升高#可能与积液中
7

淋巴细胞增殖受抑有关)

因此#

a!b

*

!#/

和
/J/

联合检测可用于判断胸腔积液

性质和提高临床诊断率)在没有病理学依据的情况下#多标志

物联合检测有助于胸腔积液的鉴别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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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C

例
Z

型孕妇血型抗体效价检测分析

王剑锋'

!刘世华%

"

')

陕西省铜川市人民医院输血科
"

A%A,,,

#

%)

陕西省铜川市中心血站
"

A%A,,,

$

""

摘
"

要"目的
"

探讨
Z

型孕妇血清
6

?

.

型抗
$/

"

-

$效价与新生儿溶血病"

aJ"

$的关系%方法
"

采用卡式微柱凝胶技术!对

%FC

例夫妇血型不合的
Z

型孕妇进行
6

?

.

型抗
$/

"

-

$效价测定!并对新生儿进行追踪观察%结果
"

%FC

例
Z

型孕妇中!

@,)'D

"

',+

&

%FC

$

6

?

.

型抗
$/

"

-

$效价大于或等于
']F@

!其中发生
/-ZaJ"%F

例!发病率
%@)'D

"

%F

&

',+

$%结论
"

夫妇血型不合者

应及时检测孕妇
6

?

.

型血型抗体#随着孕妇体内
6

?

.

型抗体效价的增高!

/-ZaJ"

发病率也随之升高%

关键词"溶血#

"

/-Z

血型系统#

"

抗体效价#

"

婴儿!新生

!"#

!

',)(CFC

"

K

)3990)'FA($@'(,)%,'%),F),*C

文献标识码"

-

文章编号"

'FA($@'(,

"

%,'%

$

,F$,A*+$,%

""

Z

型血孕妇孕育
/

*

-

*

/-

血型胎儿有可能导致胎儿溶血

性疾病)为及早发现胎儿是否存在溶血危险#实现优生优育#

笔者对
%FC

例孕妇进行了母子血型不合产前筛查及
6

?

.

型抗
$

/

$

-

&效价检测)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E

"

资料与方法

E)E

"

一般资料
"

%,',

年
',

月至
%,''

年
F

月于本院住院孕妇

%FC

例#血型均为
Z

型*

UE

$

J

&阳性#年龄
%,

'

@'

岁#平均
%A)%

岁#丈夫均为非
Z

血型)所有纳入者不规则抗体筛查均阴性)

E)F

"

仪器与试剂
"

5bl

免疫微柱孵育器*

7J$(/

血型血清学

专用离心机$长春博研&#抗人球蛋白微柱凝胶检测卡$长春博

迅&#

%$

巯基乙醇$

%$W1

&应用液$

,)%P>=

"

\

&由上海血液生物医

药公司提供#

%D

标准红细胞为自制$每天选择
/

*

-

及
Z

型健

康献血者红细胞各
*

人份#等量混合后洗涤
(

次#配成
%D

红

细胞悬液备用&)

E)G

"

方法
"

待检血清与
%$W1

应用液各
%,,

&

\

于试管内混

匀#加塞密封后
(AY

孵育
'E

以破坏血清
6

?

W

抗体'

'$%

(

%吸取

处理后的血清
%,,

&

\

#用生理盐水进行倍比稀释#稀释度分别

为
']'F

*

'](%

*

']F@

*

']'%+

*

']%*F

*

']*'%

#将稀释血清

*,

&

\

依此加入凝胶卡$

F

孔&孔中%每个孔加入相应的自制
/

或
-

型
%D

标准红细胞#

(AY

孵育
'*P30

%使用血型血清学专

用离心机#

C,,;

"

P30

$

+,

?

&离心
%P30

#

%,,,;

"

P30

$

',,

?

&离

心
*P30

'

(

(

#肉眼观察是否凝集)红细胞位于凝胶孔上部为阳

性$凝集&#表示受检者血清中含有相应滴度的
6

?

.

型抗
$/

$

-

&%红细胞位于凝胶孔底部为阴性$不凝集&

'

($@

(

)新生儿溶

血病$

aJ"

&诊断标准为母体
6

?

.

型血型抗体阳性#母婴
/-Z

血型不合#新生儿直接抗人球蛋白试验阳性#血液间接胆红素

增高'

*

(

)

F

"

结
""

果

F)E

"

%FC

例夫妇血型不合的
Z

型孕妇
6

?

.

型抗
$/

$

-

&效价分

布见表
'

)

F)F

"

孕妇血清
6

?

.

型抗
$/

$

-

&效价与
aJ"

的关系见表
%

)

表
'

""

%FC

例
Z

型孕妇血清
6

?

.

型抗
$/

#

-

%效价分布#

#

%

夫妇血型
6

?

.

$

']F@ ']F@ ']'%+ ']%*F ']*'%

/$Z

$

#_'(+

& 抗
/ AC %F '( ', A

-$Z

$

#_',A

& 抗
- FF 'A C + @

/-$Z

$

#_%@

& 抗
/ ', * @ % ,

抗
- F % ' , ,

合计$

#_%FC

&

g 'F' *, %A %, ''

""

g

!无数据)

表
%

""

',+

例
Z

型孕妇血清
6

?

.

型抗
$/

#

-

%

"""

效价与
aJ"

关系

抗体效价
#

发病数$

#

& 发病率$

D

&

']F@ *, , ,),

']'%+ %A F %%)%

']%*F %, '' **),

']

(

*'% '' C +')+

合计
',+ %F %@)'

G

"

讨
""

论

人类
%F

个血型系统中#

/-Z

血型不合所致
aJ"

$

/-Z

aJ"

&最为常见#其次为
UE

血型系统)

/-Z a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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