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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化血红蛋白由红细胞内血红蛋白与葡萄糖结合形成#

a</'I

为其主要成分)

a</'I

合成速率与血糖浓度呈正比#

血糖水平越高#

a</'I

水平越高#可间接反映血糖浓度的改

变)

a</'I

合成速率稳定#不受血糖浓度短时波动的影响#反

映测定前
F

'

+

周血糖平均水平#是判定
JW

长期血糖控制的

良好指标'

'

(

)国内
JW

专家建议
JW

治疗目标是
a</'I

$

F)*D

'

%

(

#国际专家委员会亦推荐
a</'I

(

F)*D

作为
JW

的

重要诊断依据'

(

(

)

a</'I

是判断
JW

患者血糖控制水平的重

要指标#可用于评估患者糖代谢状况'

@

(

)有研究表明#

a</'I

水平与
JW

并发症发病风险密切相关#

a</'I

每下降
'D

#

JW

慢性并发症的发病风险降低
(*D

'

@*D

'

*$A

(

)

传统的肾功能检测指标有血清肌酐$

!;1M

&*尿素$

;̀1M

&#

但由于受许多肾外因素$如年龄*性别*身高*肌肉量*膳食结

构*机体疾病状况*药物等&及肾小球自分泌因素的影响#其对

肾功能损伤的诊断灵敏度和特异度均较低)血液中的
!

H

9!

仅由肾小球滤过而被清除#经近曲小管重吸收后被完全代谢分

解#不再返回血液#且肾小管不分泌
!

H

9!

#因此其血液中的浓

度较为恒定)血液
!

H

9!

浓度决定于肾小球滤过率$

.5U

&#不

收肾外因素影响#是反映
.5U

变化的理想标志物'

+

(

)有研究

显示#

JW

患者血清
!

H

9!

阳性率为
@%)''D

#血清
;̀1M

和

!;1M

阳性率分别为
',)*(D

和
@)%'D

#说明血清
!

H

9!

诊断肾

功能损伤的灵敏度优于血清
;̀1M

和
!;1M

'

C

(

)肾损伤是
JW

严重的慢性微血管并发症#也是导致
JW

患者死亡的主要原

因)与其他指标相比#

!

H

9!

诊断
J"

的灵敏度为
@,D

*特异

度为
',,D

'

',

(

)因此#

!

H

9!

是可用于
J"

早期诊断的理想指

标之一#可用于判断
JW

患者是否存在早期肾损伤)

本研究结果显示#

a</'I

是评估
JW

患者血糖控制水平

的重要指标#而有效控制血糖可降低
J"

发病率%

!

H

9!

则是

早期诊断
J"

的敏感指标)二者联合检测在监控
JW

患者血

糖控制水平#早期发现肾损伤#延缓
J"

发生*发展等方面都有

极其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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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清肿瘤标志物与恶性肿瘤相关因子联合检测在

恶性肿瘤诊断中的应用价值分析

陈淑云!陈激扬!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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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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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目的
"

评价血清肿瘤标志物"

!#/

'

!/'%*

'

!/'*$(

$及恶性肿瘤相关因子"

7G.5

$联合测定以诊断恶性肿瘤的临床

价值%方法
"

检测
''%

例恶性肿瘤患者及
@,

体检健康者血清
!/'%*

'

!/'*$(

'

!#/

'

7G.5

水平并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
"

恶性

肿瘤患者血清
!/'%*

'

!/'*$(

'

!#/

'

7G.5

水平与健康体检者比较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D

$

,),*

$!联合测定
@

项指标虽诊断

特异度有所下降!但灵敏度明显升高至
+A)*D

%结论
"

!/'%*

'

!/'*$(

'

!#/

'

7G.5

联合测定对于恶性肿瘤的早期诊断具有显

著意义%

关键词"糖类抗原#

"

癌胚抗原#

"

恶性肿瘤相关因子#

"

联合检测

!"#

!

',)(CFC

"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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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标识码"

-

文章编号"

'FA($@'(,

"

%,'%

$

,F$,AF,$,%

""

恶性肿瘤发病率逐年上升#因此恶性肿瘤的早期诊断及合

理治疗得十分重要)经组织细胞学检查而确诊时#患者往往已

处于肿瘤的中晚期#因此肿瘤标志物检测已成为肿瘤早期诊断

的重要手段之一'

'

(

)笔者通过联合检测
!/'%*

*

!/'*$(

*

!#/

及恶性肿瘤相关因子$

7G.5

&以探讨其在恶性肿瘤诊断中的

临床价值)

E

"

资料与方法

E)E

"

一般资料
"

%,,C

年
'

月
'

日至
%,',

年
A

月
'@

日于本院

确诊的恶性肿瘤患者
''%

例#其中肺癌
(%

例*肠癌
(+

例*卵巢

癌
%,

例*乳腺癌
%%

例#年龄
(@

'

+%

岁#平均
*@

岁)以
@,

例

+

,FA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年
(

月第
((

卷第
F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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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检健康者作为健康对照组#年龄
%+

'

*%

岁#平均
@(

岁)

E)F

"

仪器与试剂
"

!/'%*

*

!/'*$(

*

!#/

检测采用罗氏
!>$

<M91@''

电化学发光分析仪及配套试剂%

7G.5

检测采用日立

A'+,

化学分析仪#试剂盒为福建新大陆公司产品)

E)G

"

方法
"

采集所有受试者晨起空腹静脉血
%

'

(P\

于真

空负压管中#立即送检)

!/'%*

%

(*),`

"

P\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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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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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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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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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G.5

%

F+`

"

\

判为阳性%

@

项指

标联合检测时#任意一项为阳性即判为阳性)

E)H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医学统计学软件
G7/7/

进行数据统

计学分析)计量资料以
HB8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9

检验%计数

资料以百分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 检验%

D

$

,),*

为比较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F

"

结
""

果

F)E

"

受试者
!/'%*

*

!/'*$(

*

!#/

*

7G.5

检测结果见表
'

)

F)F

"

各组受试者阳性检出结果见表
%

#其中恶性肿瘤组

!/'%*

*

!/'*$(

*

!#/

*

7G.5

及
@

项指标联合检测灵敏度分别

为
@()+D

$

@C

"

''%

&*

@,)%D

$

@*

"

''%

&*

**)@D

$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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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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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及
+A)*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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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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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组受试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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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7G.5

检测结果!

#

HB8

%

组别
# !/'%*

$

`

"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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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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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

&

!#/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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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G.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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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癌组
(% A@)*'B'+)@A (')@AB'*)'( '*)*CBA)(' C,)%(B%,)*F

肠癌组
(+ %@)(AB%,)*% %,)('B+)%% ',+)'%B*A)@@ +%)(%B%*)'(

卵巢癌组
%, 'AC)*AB(%)+' %+)%'B'%)C% (,)A%BF)C* ',,)C'B'@)'*

乳腺癌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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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对照组
@, ',)%%BA)@( '*)%*B+)@F ')%*B%)''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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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组各指标检测结果与健康对照组比较#

D

$

,),*

)

表
%

""

各组受试者阳性检出结果'

#

或
#

#

D

%(

组别
# !/'%* !/'*$( !#/ 7G.5

联合检测

肺癌组
(% 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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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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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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肠癌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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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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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腺癌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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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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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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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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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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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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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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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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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康对照组检出
'

例
!#/

阳性*

%

例
7G.5

阳性#说明存在假阳性病例#应结合临床资料及影像学*病理学等检查结果进行综合诊断)

G

"

讨
""

论

!#/

作为黏附分子#属于肿瘤抗原免疫球蛋白超家族#具

有免疫抑制作用#可以促进肿瘤的转移#曾被认为是诊断消化

系统恶性肿瘤的可靠标志物#后来证实肺癌细胞也可分泌

!#/

'

%$(

(

)本研究显示#

!#/

诊断肺癌的灵敏度为
*F)(D

#高

于
!/'%*

和
!/'*$(

)

!/'%*

是存在于胎儿体腔上皮中的糖

原蛋白#也是细胞表面高分子糖蛋白%免疫组织化学染色证实#

!/'%*

在上皮性卵巢癌患者中含量甚高%临床上主要作为诊

断卵巢癌的标志物#其灵敏度和阳性率可达到
C,D

以上'

@

(

)

本研究中#

!/'%*

诊断卵巢癌的灵敏度为
+,),D

#与上述理论

较为符合)

!/'*$(

是乳腺癌相关抗原#存在于乳腺癌细胞中#

并能释放入血#阳性率为
%%)'*D

'

@,)'%D

'

*

(

)本研究中#乳

腺癌组
!/'*$(

阳性率达
A%)AD

#可能与患者例数较少有关)

7G.5

在
%,

世纪
C,

年代后期获准作为肿瘤筛查标志物#

最初命名为恶性肿瘤特异性生长因子#现命名为恶性肿瘤相关

物质群'

F

(

)

7G.5

为细胞增殖过程中产生的一类小分子肽#是

肿瘤形成过程中促使癌组织及周边毛细血管增殖的重要因素#

并随着肿瘤的生长向外周血中释放#因此在早期肿瘤即可能升

高#是一种新的独立的肿瘤标志物'

A

(

)本研究显示#

7G.5

在

不同疾病组中均有较高的阳性检出率)

本研究显示恶性肿瘤组
@

项指标联合检测的阳性检出率

高达
+A)*D

#与健康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D

$

,),*

&#其中
!#/

在肠癌组阳性检出率达
F*)+D

#

!/'%*

在卵

巢癌组阳性检出率为
+,),D

#

!/'*$(

在乳腺癌组阳性检出率

为
A%)AD

#与相关报道结果基本相符'

+$',

(

)本研究证实
@

项指

标联合检测的阳性检出率高于各指标单独检测#提示联合检测

更有助于良*恶性肿瘤的鉴别以及肿瘤的早期诊断#并对其预

后及复发监测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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