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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类型前列腺疾病患者血清
U:!

及
\U:!

检测结果分析

王笑石"

!刘神风#

"湖北省沙洋县#

"$

人民医院检验科
33&#''

$

#$

五里镇中心卫生院检验科
"

33&#0&

%

""

摘
"

要"目的
"

探讨应用化学发光法"

)-X!

%联合检测前列腺特异抗原"

U:!

%及游离前列腺特异抗原"

\U:!

%在前列腺病变

性质判定中的应用价值&方法
"

选取住院
(0

例前列腺病变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按确诊结果分为
=

组#前列腺炎组"

=3

例%!前列

腺增生组"

=#

例%和前列腺癌组"

='

例%&选择健康体检者
=3

例作为对照组&应用
)-X!

法检测所有研究对象血清中
U:!

及
\UB

:!

水平!并计算
\U:!

'总
U:!

"

\

'

7

%比值&结果
"

前列腺增生和前列腺癌患者
U:!

及
\U:!

水平呈明显升高趋势!而
\

'

7

比

值呈明显降低趋势"

!

#

'$'%

%!而前列腺炎组
U:!

及
\U:!

水平及
\

'

7

比值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结论

"

采用
)-X!

法联合检测
U:!

及
\U:!

可以对前列腺增生和前列腺癌性质有较好的判断作用!而对前列腺炎的判断效果较差&

关键词"化学发光测定法$

"

前列腺疾病$

"

前列腺特异抗原

!"#

!

"'$=(0(

"

>

$?@@+$"0A=B3"='$#'"#$"'$'%A

文献标识码"

,

文章编号"

"0A=B3"='

"

#'"#

%

"'B"#0#B'#

""

前列腺特异性抗原$

E

G*@HIHC@

E

C/?K?/I+H?

5

C+

#

U:!

&是泌尿

外科用于检测前列腺癌的肿瘤标志物#也是前列腺癌患者术后

随访的重要标志物(

"

)

*目前
U:!

也应用于前列腺疾病的鉴别

诊断#然而在临床应用中发现仅依据
U:!

鉴别诊断存在假阳

性现象(

#

)

*因此#有学者提出
U:!

与游离前列腺特异抗原

$

KGCC

E

G*@HIHC@

E

C/?K?/I+H?

5

C+

#

\U:!

&联合检测可以提高诊断

准确率#减少误差(

=

)

*本文即以此为出发点#应用化学发光法

$

)-X!

&联合检测
U:!

与
\U:!

#以探讨其诊断价值*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

研究对象及分组
"

选择
#''&

年
"

月至
#'"'

年
"#

月

湖北省沙洋县人民医院检验科就诊的
(0

例前列腺病变患者作

为研究对象#患者平均年龄$

%0$0Z&$(

&岁#并依据临床表现'

直肠指诊'腹部
,

超'

)7

或手术病理检查确诊#按确诊结果分

为
=

组!前列腺炎组$

=3

例&'前列腺增生组$

=#

例&和前列腺癌

组$

='

例&*选择健康体检者
=3

例作为对照组*排除标准!

$

"

&长时间应用免疫抑制剂及激素类药物%$

#

&有严重的慢性

肝'肾病变%$

=

&未签署知情同意书者*

>$>$?

"

样本采集
"

采集所有受检者清晨空腹静脉血
%4-

#应

用乙二胺四乙酸$

217!

&抗凝处理#离心分离血浆后于
a#'

`

保存#在取样后
#3N

内完成
U:!

'

\U:!

检测*

>$?

"

)-X!

法
"

所有受检者测定前
"

周均未进行前列腺按

摩'直肠指检或经直肠
,

超检查*应用
UFM@B"&'

微粒子化学

发光免疫分析仪$夹心法&及配套试剂盒$德国拜尔公司&检测

U:!

'

\U:!

水平#按仪器使用说明书操作#其中以磁性微粒子

$直径小于
A44

&为载体#

!9UU1

为发光底物#抗原或抗体应

用碱性磷酸酶标记*

>$@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U::"=$'

统计软件进行分析#计量

资料数据符合正态分布且方差齐的多组间比较采用方差分析#

多重两两比较采用
"@K

检验*以
!

#

'$'%

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

"

结
""

果

各组
U:!

'

\U:!

检测结果及
\U:!

与总
U:!

$

7U:!

&比

值($

\

"

7

&比值)见表
"

*

表
"

""

各组
U:!

'

\U:!

检测结果及
\

%

7

比值比较

组别
( U:!

$

+

5

"

4-

&

\U:!

$

+

5

"

4-

&

\

"

7

比值$

_

&

对照组
=3 "$&(Z'$0( '$0AZ'$#= =%$&Z"=$"

前列腺炎组
=3 #$'3Z'$A&

%

'$A#Z'$##

%

=#$0Z($3

%

前列腺增生组
=# %$'%Z"$'3

!

"$"=Z'$=3

!

#'$=Z&$(

!

前列腺癌组
=' &#$&(Z"'$3=

!

"=$0%Z=$0A

!

"=$=Z0$&

!

""

!

!

!

#

'$'%

#

%

!

!

$

'$'%

#与对照组比较*

@

"

讨
""

论

U:!

是
"(AA

年发现的一种由前列腺腺泡和导管上皮产

生的特异性糖蛋白#正常生理条件下其存在于前列腺组织'前

列腺液'精液'血清及尿液中#但在血液中含量很少(

3

)

*血清中

U:!

存在的主要分子形式即
U:!

与
\U:!

#二者合称为
7UB

:!

*目前通过免疫分析方法可以检测出
7U:!

以及
\U:!

水

平#因而可以计算出
\

"

7

比值(

%

)

*不同的前列腺疾病会导致

不同的
7U:!

'

\U:!

水平以及
\

"

7

比值#可能是由于各种前

列腺疾病时
U:!

在体内
*

巨球蛋白与抗糜蛋白酶形成复合物

的生成速度及其从循环中清除率的不同所致(

0

)

*

近年来我国前列腺疾病的发病率居高不下#前列腺癌发病

率近期有明显增高趋势(

A

)

*因此#选择方便'准确度及特异性

高的血清指标辨别前列腺疾病性质显得尤为重要(

=

)

*目前已

公认
U:!

是诊断前列腺癌最有效的肿瘤标志物#然而
U:!

对

于鉴别诊断前列腺病变性质则尚无统一认识(

&

)

*同时
U:!

的

免疫检测技术有多种如
)-X!

'免疫放射分析'酶免疫分析'放

射免疫分析'时间分辨免疫荧光分析等(

(

)

#各种免疫分析方法

检测
U:!

的结果均有一定差异#目前较为常见的为
)-X!

#该

法具有速度快'灵敏度高的特点#据报道
)-X!

灵敏度可达
'$#

+

5

"

4-

(

"'

)

*

本研究应用
)-X!

检测前列腺炎'前列腺增生和前列腺癌

患者
U:!

'

\U:!

水平#计算
\

"

7

比值#并将健康者作为对照

组进行比较#结果显示前列腺炎'前列腺增生和前列腺癌患者

+

#0#"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X+HW-I.9CJ

!

9I

P

#'"#

!

[*F$==

!

<*$"'



U:!

'

\U:!

依次呈升高趋势#尤以前列腺癌水平最高%而
\

"

7

比值则呈依次递减趋势#前列腺癌
\

"

7

比值最小#表明应用

)-X!

检测
U:!

'

\U:!

以及
\

"

7

比值可以对前列腺病变性质

作出较为初步的判断#但具体的各自数值仍需大规模多中心临

床研究来确定*同时本研究结果也显示#前列腺炎组与对照组

U:!

'

\U:!

以及
\

"

7

比值无明显差异#因而不能通过检测

U:!

'

\U:!

以及
\

"

7

比值来判断患者是否为前列腺炎#但由

于本研究样本量较少#因此#此结论尚待大样本临床研究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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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粪便血红蛋白和转铁蛋白联合检测对肠癌诊断的临床价值

冯丽梅!刘
"

静!孙德华%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检验科!广州
%"'%"%

%

""

摘
"

要"目的
"

探讨粪便血红蛋白和转铁蛋白联合检测对肠癌的诊断和疗效观察的临床价值&方法
"

同时检测
"%'

例健康

者及
"%'

例肠癌患者粪便血红蛋白和转铁蛋白&结果
"

"%'

例健康者血红蛋白阳性率为
"$=_

&转铁蛋白阳性率为
"$=_

!二者

同时检测阳性率为
"$=_

&

"%'

例肠癌患者血红蛋白阳性率为
&#$'_

!转铁蛋白阳性率为
&'$A_

!二者同时检测阳性率为

(=$=_

&结论
"

同时检测粪便血红蛋白和转铁蛋白能大大提高肠癌的检出率!可作为肠癌筛查试验!并对治疗效果能提供更有意

义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粪便$

"

血红蛋白类$

"

转铁蛋白$

"

肠肿瘤

!"#

!

"'$=(0(

"

>

$?@@+$"0A=B3"='$#'"#$"'$'%&

文献标识码"

,

文章编号"

"0A=B3"='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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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统计在澳大利亚'英国及美国女性结'直肠癌发病率仅

次于乳腺癌#而男性肠癌发病率排第
=

位#仅次于前列腺癌和

肺癌#而在我国近年来结'直肠癌也有明显上升趋势(

"

)

#目前检

测粪便血红蛋白已作为肠癌最常用的初筛项目#常用的有化学

法和免疫学方法两大类#化学法因其灵敏度和抗干扰性能差等

原因(

#

)在很多实验室都已逐渐被免疫学方法所代替(

=

)

#但免疫

学方法本身也存在血红蛋白免疫原性丢失及后带现象而出现

假阴性结果(

3

)

#不能为临床提供更准确'快捷的信息#为此作者

采用联合检测粪便血红蛋白和转铁蛋白#以期能提高肠癌的早

期检出率以及对治疗效果能提供更有意义的参考价值#现将结

果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研究对象
"

选择本院
"%'

例诊断为肠癌的患者#其中男

"'#

例#平均年龄$

%=Z"=

&岁%女
3&

例#平均年龄$

%#Z"%

&岁*

诊断标准均为通过内镜和病理组织切片确诊#其中结肠癌
&'

例#男
%&

例#平均年龄$

%%Z"'

&岁%女
##

例#平均年龄$

%(Z

"%

&岁*直肠癌
A'

例#男
33

例#平均年龄$

%"Z"=

&岁%女
#0

例#平均年龄$

%%Z"3

&岁*

"%'

例健康体检者作为对照组*

>$?

"

试剂
"

北京曼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粪便血红蛋

白'转铁蛋白检测试纸条#以及粪便稀释缓冲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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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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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竹签挑取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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粪便于粪便稀释缓冲液中#分

别加入血红蛋白'转铁蛋白检测试纸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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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观察检测结

果*按操作说明书判断#出项两条线为阳性#一条线为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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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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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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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软件进行分析#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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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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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组粪便血红蛋白和转铁蛋白检测结果比较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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