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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的
!

明确健康人群中血清胃蛋白酶原"

$/

$和胃癌相关肿瘤标志物的分布特征!分析其对健康体检的价值&

方法
!

利用
!NK?10T&**

多功能流式点阵仪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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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体检者血清肿瘤标志物及胃蛋白酶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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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胃蛋白酶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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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平!并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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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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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值"

$/7

$!同时对各体检者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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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气试验!分析各临床指标间的关系&结果
!

该人群中男性血清

$/

%

水平高于女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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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年龄的增长!血清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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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胚抗原"

6Y"

$%糖类抗原
%==

"

6"%==

$

和糖类抗原
&(&

"

6"&(&

$水平逐渐升高!而
$/7

缓慢下降&该人群中男性
6

%'呼气试验阳性率高于女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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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气试验阳性者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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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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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平高于阴性者!

$/7

低于阴性者!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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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

健康体

检人群血清
$/

的分布与年龄%性别%幽门螺杆菌感染相关!血清肿瘤标志物在胃癌筛查中的作用有限&

关键词"胃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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胃蛋白酶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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胃癌是我国最常见的癌症之一#其预后较差#

,

年生存率

较低*胃癌早期无明显症状#患者就诊时通常已发展至晚期*

胃癌诊断有赖于胃镜及病理诊断#这种方法特异度高#不易误

诊#但很难作为早期筛查手段*血清肿瘤标志物$

B#

&检测是

胃癌筛查中患者较易接受的方法之一*胃癌相关
B#

较多#

目前常用的有癌胚抗原$

6Y"

&'糖类抗原
%&,

$

6"%&,

&'糖类

抗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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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糖类抗原
&(&

$

6"&(&

&'糖类抗原
5&(

$

6"5&(

&*血清胃蛋白酶原$

$/

&是慢性萎缩性胃炎的标志

物#近年来研究表明#血清
$/

水平在胃癌早期就有特异性改

变#对胃癌的筛查有较高的价值(

%

)

*本文通过分析体检人群

6

%'呼气试验'血清
$/

及胃癌相关
B#

的关系#探讨其联合检

测对健康体检的价值*

B

!

资料与方法

B)B

!

一般资料
!

&*%,

年
'

"

+

月于本院行健康体检者
=,Z

例#男
+*5

例'女
',%

例%年龄
&+

"

=+

岁#年龄中位数为
+'

岁#

其中小于
(*

岁者
'=

例$男
&5

例'女
%&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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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岁者

%+(

例$男
%&,

例'女
'=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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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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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男
%%Z

例'

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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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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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岁者
&(5

例$男
%,*

例'女
=5

例&#

(

5*

岁

者
'*5

例$男
%Z5

例'女
%&*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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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法
!

所有体检者均空腹抽取静脉血
,K!

#分离血清后

&(.

内检测
B#

及胃蛋白酶原
%

$

$/

%

&'胃蛋白酶原
-

$

$/

-

&#并计算
$/

%

"

$/

-

比值$

$/7

&#试剂由上海透景生

命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检测仪器为
!NK?10T&**

多功能流式点

阵仪#由美国
!NK?10T

公司提供*所有体检者均在抽取静脉

血后进行
6

%'呼气试验#试剂由中核海得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提供#检测仪器为
\62BA*%

型呼气试验测试仪#由深圳市中

核海得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提供*阳性判断标准参考试剂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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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为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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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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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判为
$/

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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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处理
!

采用
S$SS%=)*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处理与

+

Z*+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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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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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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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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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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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分析#计量资料以
Me<

表示#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或经

数据转换后呈正态分布且方差齐的计量资料#采用两独立样本

=

检验进行比较分析%呈正态分布但方差不齐或呈非正态分布

的计量资料#采用秩和检验进行比较分析*计数资料以例数或

百分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 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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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C

!

结
!!

果

C)B

!

血清
$/

和
B#

水平与性别的关系
!

男性血清
$/

%

水

平高于女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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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女其他各项检

测指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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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表
%

*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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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女体检者血清
$/

和
B#

水平比较#

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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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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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女性比较*

C)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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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气试验'血清
$/

和
B#

与年龄的关系

C)C)B

!

6

%'呼气试验与血清
$/

阳性率的关系
!

男性
6

%'呼气

试验阳性率为
,()&*V

$

'&=

"

+*5

&#高于女性的
(')'*V

$

%,&

"

',%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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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血清
$/

阳性率为

()(,V

$

&5

"

+*5

&#女性血清
$/

阳性率为
()Z(V

$

%5

"

&,%

&#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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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清
$/

阳性率与
6

%'呼气试验

阳性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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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名体检者
6

%'

呼气试验'血清
$/

检测结果#见表
&

*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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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检者
6

%'呼气试验及血清
$/

检测结果#

$

$

血清
$/

男性$

$f+*5

&

6

%'呼气

试验阳性

6

%'呼气

试验阴性
合计

女性$

$f',%

&

6

%'呼气

试验阳性

6

%'呼气

试验阴性
合计

阳性
%= Z &5 Z = %5

阴性
'%* &5* ,Z* %(( %=* ''(

合计
'&= &5Z +*5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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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呼气试验与血清
$/

水平的关系
!

男'女体检者

中#

6

%'呼气试验阳性者血清
$/

%

和
$/

-

均高于阴性者#

$/7

均低于阴性者#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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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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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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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女
6

%'呼气试验阳性与阴性者

!!!

血清
$/

各指标比较#

Me<

$

性别
6

%'呼气试验
$ $/

%

$/

-

$/7

男 阳性
'&= 5,)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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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相同性别
6

%'呼气试验阴性者比较*

C)C)D

!

6

%'呼气试验'血清
$/

与年龄的关系
!

在年龄大于或

等于
(*

岁的各年龄段体检者中#男性
6

%'呼气试验阳性率均高

于女性%在年龄小于
(*

岁的体检者中#男'女血清
$/

阳性率

均为
*)*V

*各年龄段
6

%'呼气试验与血清
$/

阳性率#见表

(

*随着年龄的增长#血清
$/

%

'

$/

-

'

6Y"

'

6"%==

和
6"&(&

水平逐渐升高#

$/7

缓慢下降#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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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D

!

各临床指标阳性率比较
!

6

%'呼气试验'

$/

%

和
$/7

任

意一项指标阳性判定为
6

%'呼气试验
i$/

%

i$/7

阳性#各

临床指标阳性例数及阳性率#见表
+

*

6

%'呼气试验和血清
$/

%

'

$/7

联合检测阳性率高于各检测项目单独检测#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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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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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气试验'

$/

%

'

$/7

和各项
B#

指标联合检测阳性率与
6

%'呼气试验和血清
$/

%

'

$/7

联合

检测阳性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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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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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女各年龄段体检者
6

%'呼气

!!!

试验与血清
$/

阳性率#

V

$

年龄$岁& 性别
$ 6

%'呼气试验阳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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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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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
&5 (*)* *)*

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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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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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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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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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年龄段体检者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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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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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指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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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临床指标阳性率的比较#

$f=,Z

$

检测项目
男性阳性

例数$

$

&

女性阳性

例数$

$

&

总阳性

例数$

$

&

总阳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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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Y" 5 5 %( %),*

"

6"%&, * * * *)**

"

6"%== , ' Z *)Z(

"

6"&(& * ( ( *)(&

"

6"5&( ( + %* %)*(

"

6

%'呼气试验
i$/

%

i$/7 ,*Z &5= 5Z5 Z&)&*

6

%'呼气试验'

$/

%

'

$/7

和各项
B#

指标联合检测
,%( &5= 5=' Z&)Z*

!!

"

!

2

$

*)*,

#与
6

%'呼气试验
i$/

%

i$/7

总阳性率比较*

D

!

讨
!!

论

!!

胃癌是起源于胃黏膜上皮的恶性肿瘤#我国胃癌发病率较

高#以
(*

"

+*

岁多见#发病率和病死率男性均高于女性(

&

)

*胃

癌早期无明显症状#患者就诊时通常已发展至晚期#我国早期

胃癌的检出率为
,V

"

&*V

#明显低于日本和韩国的检出率

$

,*V

&*胃癌的发病率随年龄的增长而升高#目前尚无简便'

准确的方法对全体人群进行筛查*而胃癌在
(*

岁以下人群中

发病率较低#因此建议
(*

岁为胃癌筛查的起始年龄*

$/

是胃黏膜萎缩的标志物#人体内胃蛋白酶原分为
$/

%

和
$/

-

*本文研究发现#随着年龄的增长血清
$/

%

'

$/

-

水

平逐渐升高#

$/7

缓慢下降#这说明随着年龄增长#血清
$/

-

升高幅度大于
$/

%

*这可能是因为
$/

%

由胃底腺的主细胞

和颈黏液细胞分泌#而
$/

-

除由主细胞和颈黏液细胞分泌外#

幽门腺和十二指肠腺亦可产生#随着年龄的增长#慢性胃炎发

病率'胃黏膜萎缩程度有一定的增加#造成
$/

-

升高幅度大于

$/

%

#导致
$/7

下降*

同时#本研究发现
6

%'呼气试验阳性的体检者血清
$/

%

'

$/

-

水平高于阴性者#

$/7

低于阴性者#这与席晓燕(

'

)的研

究结果一致*

\N1I0G

等(

(

)研究发现#慢性胃炎患者根除幽门

螺杆菌$

\

F

&后#血清
$/

-

水平明显下降#

$/

%

水平轻度下

降#认为
\

F

感染可引起胃黏膜炎症#机体产生的细胞因子导

致
$/

-

基因表达上调#

$/

-

升高幅度大于
$/

%

#造成
$/7

下降*

近年来#血清
$/

在胃癌筛查中的作用日益受到重视*

8?1?@A7?M0?GC

等(

,

)以血清
$/

%$

5*1

P

"

K!

且
$/7

$

')*

为

标准#对胃癌的灵敏度和特异度分别为
Z()+V

和
5')*V

*本

研究显示#在体检人群中#男'女血清
$/

阳性率比较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

2

%

*)*,

&*在小于
(*

岁的人群中#男'女
$/

阳性

率均为
*)*V

#这与胃癌在
(*

岁以下人群中发病率较低的流

行病学特征一致*同时#本研究显示#

$/

阳性率与
6

%'呼气试

验阳性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2

%

**,

&*

血清
B#

检测是胃癌筛查中患者较易接受的方法之一*

但是#由于血清
B#

的多样性及低特异性#限制了其在胃癌早

期检测中的应用(

+

)

*本文通过对各临床指标阳性率进行比较

发现#

6

%'呼气试验和血清
$/

联合检测阳性率明显高于单项

检测$

2

$

*)*,

&#但是
6

%'呼气试验'血清
$/

和
B#

联合检测

阳性率与
6

%'呼气试验和血清
$/

联合检测阳性率比较#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

2

%

*)*,

&*

综上所述#在大于或等于
(*

岁的人群中#通过
6

%'呼气试

验和胃蛋白酶原检测结果#对胃癌患病风险进行分层#并对不

同风险的人群采取有区别的内镜检查#一方面可提高早期胃癌

的检出率#另一方面可减少不必要的血清
B#

检测#避免不必

要的花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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