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验交流!

胸腔积液
)&1

(

)1"B*B

(

)1"%#

检测在结核病和肺癌中的诊断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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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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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胸腔积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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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B*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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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结核病和肺癌中的诊断价值%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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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对
==

例结核病和肺癌患

者胸腔积液!采用化学发光法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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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含量%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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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前和治疗后胸腔积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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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B*B

在结核病和肺

癌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B

%

$>$#

#!而
)1"%#

治疗前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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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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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的特异性$阴性预测值$准确度最高!

)1"%#

的敏感性$阳性预测值最高%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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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腔积液中
)&1

$

)1"B*B

$

)1"%#

联合检测有助

于结核病和肺癌胸腔积液的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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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B*B

的变化对于诊断肺癌胸腔积液价值更大!而
)1"%#

的变化对于诊断结核病价值

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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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腔积液良恶性性质的判定对临床及预后有重要意义#临

床上常对胸腔积液进行常规'生化'脱落细胞等检查进行诊断#

以此判断良恶性胸腔积液#但都有不足*胸腔积液中肿瘤标志

物已成为临床上判断良恶性胸腔积液的重要方法之一#其种类

较多#如肺癌及肠癌检测胸腔积液中
)&1

'

)1"%#

'

)1"B*B

等*本研究采用化学发光法分别检测患者胸腔积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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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B*B

和
)1"%#

含量#探讨三者在结核病和肺癌胸腔积液诊

断中的临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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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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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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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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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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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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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该院呼吸内科住

院患者
==

例#男
%"

例#女
"%

例#平均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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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结

核胸腔积液收集结核病
"A

例&肺癌胸腔积液收集
"#

例*全部

病例均经细胞学检查'病理活检及影像学等检查确诊*所有患

者在入院后第
"

次胸水穿刺标本*结核性胸膜炎患者经抗结

核治疗后#再次收集胸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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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用检测仪器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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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于上述值为阳性#三项联合检测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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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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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阳性为阳性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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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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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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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包进行分析#计量资料

数据以$

Af3

%表示#组间均数比较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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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配对计数资料

比较用方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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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前'治疗后肺癌

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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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量明显高于结核病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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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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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前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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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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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癌组胸腔积液中肿瘤标志物的诊断#联合检测中以任

意一项阳性为阳性判断标准*结果显示
)&1

的特异性'阴性

预测值的准确度最高#

)1"%#

的敏感性'阳性预测值最高*三

项联合检测敏感性'特异性'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准确度

明显高于单项检测#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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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腔积液为临床常见的一种肺部病变#随着对胸腔积液的

深入研究#越来越多的肿瘤标志物用于胸腔积液的检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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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B*B

'

)1"%#

等*

)&1

是一种多糖的蛋白复合物#是

较早应用于临床的肿瘤标志物#易在胸腔积液中积聚#对胃肠

道'肺'乳腺癌引起的胸腔积液阳性率较高(

"

)

*

)1"B*B

是一种

黏蛋白型的糖类蛋白肿瘤标志物#在消化道肿瘤上皮细胞内含

量最高#

)1"B*B

在胰腺癌的阳性率为
A#@

#

B#@

#是诊断胰

腺癌较为可靠的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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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种糖蛋白#是卵巢癌相

关抗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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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高有助于卵巢癌的诊断#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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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原并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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卵巢癌细胞所特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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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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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
)1"%#

存在于正常胚胎

体腔上皮来源的组织中$如间皮细胞等%#当这些细胞被肿瘤或

炎性等病理因素而刺激
)1"%#

激活#因而血液中
)1"%#

可增

高*本研究显示#治疗前后肺癌组中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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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B*B

与结核组

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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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测定胸腔积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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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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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量对肿瘤有辅助诊断价值#与文献报道一

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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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可能与胸水中的肿瘤标志物水平刚升高的时候#血清

中的含量可能还处于正常范围内#而胸腔积液中肿瘤标志物已

升高有关*特别对于不明原因所致胸腔积液#观察患者胸水中

)&1

和
)1"B*B

的变化#若明显上升则可能有助于恶性胸腔积

液的诊断*在结核病和肺癌组中#治疗前
)1"%#

在胸腔积液

中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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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与单国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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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道一致*

不能仅根据
)1"%#

含量升高的程度诊断恶性肿瘤与结核病#

更不能轻易诊断为卵巢癌*但结核性胸腔积液治疗前后#

)1"%#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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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作为治疗结核性胸

腔积液的观察指标#因结核性腹膜炎患者
)1"%#

含量可随结

核性腹膜炎发生'发展而升高#随疾病治愈而恢复正常(

!*A

)

*

本研究结果提示#

)&1

的 敏 感 性'阳 性 预 测 值 低 于

)1"%#

#但特异性'阴性预测值'准确度最高#表明在肺癌胸腔

积液的诊断中#

)&1

具有较高的临床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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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之#

)1"%#

对结核'肺癌胸腔积液的诊断意义不大*将这
=

项指

标进行联合检测#敏感性可高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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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异性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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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

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准确度明显高于单项检测#特别对于高

度怀疑为恶性胸水且细胞学检查阴性者#通过联合检测可提高

诊断阳性率#为肿瘤早期诊断及治疗提供更为可靠的依据#对

治疗效果'复发及预后都有很大的帮助(

B*"$

)

*

综上所述#胸腔积液
)&1

'

)1"B*B

和
)1"%#

的检测对结

核病和肺癌的诊断有重要临床价值#目前肿瘤标志物的检测在

胸腔积液中开展远不及血清#一旦胸腔积液中肿瘤标志物上

升#意味着标志物已大量吸收入血#疾病可能已进入中晚期阶

段#应引起临床高度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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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应蛋白(脂蛋白
F

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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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糖尿病患者血管病变关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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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血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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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含量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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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糖尿病患者血管病变发生的关系%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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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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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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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健康对照者进行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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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含量及其他生化指标的检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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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升高!与健康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B

%

$>$#

#!

%

型糖尿病患者组
)V0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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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

升高的患者发生大血管及微血管病变并发症概率明显高于
)V0

及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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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正常的患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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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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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

性反应在脑血管病变过程中起着一定作用!

)V0

可能是导致脑血管疾病的独立危险因素之一!血
)V0

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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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联合检测!在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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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糖尿病血管疾病并发症中具有重要的临床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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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动脉粥样硬化血

栓形成的介导和标志物#其作用包括激活补体系统'增加分子

间黏附作用'增强吞噬细胞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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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吞噬作用及增强纤溶酶

激活抑制物的表达和活性*

)V0

是一项反映心血管疾病危险

的独立指标#具有预测心肌缺血复发危险和死亡危险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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