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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在肺癌诊断和鉴别诊断的应用价值$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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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电化学发光法!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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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肺癌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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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肺良性病变患者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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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健康体检者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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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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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与病理类型有关!

$K3

水平升高以肺腺癌为主!敏感性为
#('1)e

'

$P%S2!0!

水平升高以肺鳞癌为主!敏感性为
*2'N#e

'

GOK

升高以小细胞肺癌为主!敏感性为
//'2/e

$结论
"

$K3

联合
GOK

%

$P%S2!0!

检测可提高对肺腺癌的敏感性!

$P%S2!0!

单项或联合
GOK

检测可用于肺鳞癌的诊断和鉴别诊断!单纯
GOK

检测即对小细胞肺癌的诊断和鉴别诊断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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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癌是当今世界各地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发病率呈上升

趋势#其诊断手段除影像学'病理学外#血清肿瘤标志物检测在

肺癌诊断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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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采用电化学发光法#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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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肺癌患者进行血清
$K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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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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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2!0!

水平检测#探

讨其在肺癌诊断和鉴别诊断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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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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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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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肺癌患者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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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女
2/

例#年龄
(!

#

N!

岁#依据

病理学诊断分组!肺腺癌组
1#

例#肺鳞癌组
(#

例#小细胞肺癌

组
22

例(肺部良性病变对照组
#2

例#均为经影像学检查和病

理学证实的肺科住院患者(健康对照组
("

例均为健康体

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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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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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清
$K3

检测
"

采用雅培
,2"""

电化学发光仪检测

及配套试剂#以小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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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清
G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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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
"

采用罗氏
$QH3O

电化

学发光仪检测#使用配套试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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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小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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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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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结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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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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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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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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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组血清
$K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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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K

和
$P%S2!0!

水平比较#见表
!

(肺

癌三组
$K3

'

GOK

和
$P%S2!0!

水平均明显高于肺部良性病

变和健康对照组$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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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肺部良性病变组与健康对照组

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其中#

$K3

在肺腺癌的水平明显高于

肺鳞癌和小细胞肺癌#

GOK

在小细胞肺癌的水平明显高于肺

腺癌和肺鳞癌#而
$P%S2!0!

在肺鳞癌的水平则明显高于肺腺

癌和小细胞肺癌#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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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肿瘤标志物及不同组合联合检测对各组肺癌患者检

出率比较#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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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腺癌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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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出率明显高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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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3

联合检测
$P%S2!0!

或
(

项联合检测可提高

检出率&肺鳞癌患者
$P%S2!0!

检出率最高#联合
GOK

检测检

出率明显提高&小细胞肺癌以
GOK

检出率最高#与不同组合联

合检测比较#检出率无明显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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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肿瘤标志物及不同组合联合检测对

""

各组肺癌患者检出率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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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3

是一种结构复杂的糖蛋白#胎儿早期的消化管及某

些组织均有合成
$K3

的能力#但孕
*

个月后水平逐渐减少#出

生后水平极低(

$K3

最早分离于结肠癌#可作为结肠癌辅助

诊断的重要指标#在其他部分恶性肿瘤患者的血清中发现有异

常升高(血清中
$K3

升高有助于肺癌的诊断#不同病理类型

的敏感性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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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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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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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肺腺癌的敏感性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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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对肺鳞癌和小细

胞肺癌的敏感性较差#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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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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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独升高

对肺癌并无诊断意义#因为在其他很多恶性肿瘤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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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资料结果显示#三种

类型肺癌的血清
$K3

水平均高于肺部良性病变和健康对照

组#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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磷酸甘油变成烯醇磷酸丙酮酸#

GOK

由神经细胞'神经内分泌组织及肿瘤细胞分泌(小细胞肺癌

$

O$X$

%被认为属胺前体摄取及脱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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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肿瘤#是一

种能分泌
GOK

的神经内分泌性质的恶性肿瘤(

O$X$

患者血

清
GOK

水平高出其他类型肺癌#有研究报道)

#0*

*

#

GOK

对

O$X$

的诊断敏感性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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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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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运用对鉴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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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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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e

的准

确率#特别是对进展期肺癌病理类型的判断有很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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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道#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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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测定小细胞肺癌首先的血清肿瘤标

志物#可作为鉴别肺癌病理类型的重要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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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联合检测之间比较#检出率无明显差异#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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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癌的诊断和鉴别诊断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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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单位的可溶性片段#主要

存在于肺癌和食管等上皮起源的肿瘤细胞胞质中#肺腺癌'肺

鳞癌均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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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表达#当细胞癌变时#由于肿瘤细胞坏

死溶解而使
$P%S2!0!

释放#导致血清中水平增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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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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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目前研究非常活跃的一种新的肺癌标志物#其在肺

癌中含量丰富#是最好的肿瘤标志物之一#各种类型细胞肺癌

中均有发现
$P%S2!0!

的增加#对非小细胞肺癌的敏感性高#

尤其是肺鳞癌的敏感性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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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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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检测#对肺腺癌敏感性显著

高于单纯的
$K3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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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三种类型肺癌血清
$K3

'

GOK

'

$P%S2!0!

水平

具有明显差异#

$K3

对肺腺癌相对敏感#

$P%S2!0!

对肺鳞癌

敏感#而
GOK

对小细胞肺癌敏感性高(

$K3

联合
$P%S2!0!

或联合
GOK

'

$P%S2!0!

检测可提高对肺腺癌的敏感性和特异

性#

$P%S2!0!

或联合
GOK

检测可用于肺鳞癌的诊断和鉴别

诊断#单纯
GOK

检测即对小细胞肺癌的诊断和鉴别诊断具有

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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