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汁酸#当肝细胞损伤或肝内'外阻塞时#胆汁酸代谢就会出现异

常#

B2"

水平升高*

B2"

是比较敏感和有效的肝功能指标之

一(

,

)

*胆汁酸是胆固醇在肝脏分解代谢的产物#由肝脏分泌到

胆汁中#并随胆汁排入肠腔#用于脂肪的消化吸收*胆汁酸在

肠腔经细菌作用后#

=,V

以上被肠壁吸收经门静脉血重返肝脏

利用#称为胆汁酸肠肝循环(

+

)

#故健康人血中胆汁酸浓度很低*

胆汁酸的生成和代谢与肝脏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一旦肝细胞

发生病变#血清
B2"

水平很容易升高#因此血清
B2"

水平是

反映肝实质损伤的一项重要指标(

5

)

*

胆汁酸是反映急性肝细胞损伤的又一敏感指标(

Z

)

*孕妇

B2"

水平偏高是由于胆汁酸代谢异常#孕期激素水平改变造

成的#

B2"

水平高的孕妇易发生
U6$

(

=

)

*妊娠期孕妇体内雌

激素和孕激素水平升高#抑制胆道平滑肌蠕动#造成胆汁引流

不畅#肝内胆汁郁积#胆汁中的胆红素及胆汁酸#经肝窦状隙返

流入血#随血循环带到孕妇及胎儿全身#过高的胆红素可透过

胎儿血脑屏障形成,核黄疸-影响胎儿智力发育*据此#临床医

生必须帮助妊娠期孕妇形成定期检测血清
B2"

的良好习惯#

医务人员应为患者及其家属开展
U6$

相关的知识培训#增加

患者对
B2"

水平偏高所致危害的认识*培训时间大概维持在

%.

(

%*

)

#内容可以涉及药物治疗'疾病预防'饮食护理等方面#

培训结束后医务人员指导患者填写健康教育手册#了解患者对

U6$

知识的掌握情况#采取宣传手段让患者对疾病有深层次的

了解(

%%

)

*根据患者测定后的结果安排患者用药时间#并指导

患者适量用药#在患者服药以后#护理人员应该对患者的预后

情况'药物治疗效果及不良反应发生情况进行准确地了解#一

旦发现患者出现了不良反应必须采取行之有效的应对措施#并

对患者进行相关说明#帮助患者养成按时服药的良好习惯(

%&

)

*

本研究以本院收治的妊娠期妇女$孕早'中'晚期#各
&*

例&与行健康体检的妇女为研究对象#检测其血清
B2"

水平#

结果显示孕早'中'晚期孕妇血清
B2"

水平均高于行健康体检

的妇女#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2

$

*)*,

&*此外#孕早'中'晚

期孕妇及行健康体检妇女的满意度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f%5)&Z=+

#

2

$

*)*,

&*

综上所述#

B2"

水平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对胎儿有影响#

所以妊娠期妇女应定期到医院做
B2"

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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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落细胞学检查与肿瘤标志物检测对恶性浆膜腔积液的诊断价值研究

安志斌%

!陈
!

飞%

!安
!

雯&

"

%)

钟祥市妇幼保健院检验科!湖北荆门
(&*ZZ%

#

&)

钟祥市中医院内四科!湖北荆门
('%===

$

!!

摘
!

要"目的
!

探讨脱落细胞学检测联合肿瘤标志物检测在诊断恶性浆膜腔积液中的应用价值&方法
!

收集
&*%%

年
%

月至

&*%'

年
%

月收治的良性浆膜腔积液患者
&**

例"良性组$和恶性浆膜腔积液患者
%%*

例"恶性组$!比较两组患者癌胚抗原"

6Y"

$%

糖类抗原
%=A=

"

6"%=A=

$及糖类抗原
%&,

"

6"%&,

$的水平#同时比较恶性组中检出和未检出恶性细胞者血清和积液
6Y"

%

6"%=A=

及
6"%&,

水平&结果
!

良性组患者
6Y"

%

6"%=A=

及
6"%&,

水平均低于恶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

*)*,

$&恶性组中检出恶

性细胞者血清和积液
6Y"

%

6"%=A=

及
6"%&,

水平均高于未检出恶性细胞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

*)*,

$&结论
!

脱落细胞学

联合肿瘤标志物检测在良性和恶性浆膜腔积液鉴别中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关键词"脱落细胞学#

!

浆膜腔积液#

!

癌胚抗原#

!

糖类抗原
%=A=

#

!

糖类抗原
%&,

!"#

!

%*)'=+=

"

>

)?@@1)%+5'A(%'*)&*%+)*,)*'Z

文献标识码"

"

文章编号"

%+5'A(%'*

"

&*%+

$

*,A*++(A*'

!!

脱落细胞学检查是临床实验室开展的一项重要检查方法#

其检测结果对于良性和恶性浆膜腔积液的正确鉴别具有重要

的临床价值#对疾病的诊治和预后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肿瘤

标志物是一组临床实验室用于肿瘤检测的标志物#其能够反映

肿瘤的生物学行为#对于肿瘤的辅助诊断具有重要的价值(

%

)

*

浆膜腔积液的脱落细胞学检测和肿瘤标志物的联合检测#不仅

能够提高检测的灵敏度和特异度#减少假阴性或假阳性结果对

患者产生的影响#而且能够为患者的疾病早期诊断提供依

据(

&

)

*故本次研究收集良性和恶性浆膜腔积液患者#比较其脱

落细胞学检测和肿瘤标志物检测结果#同时根据是否检测到恶

性细胞将恶性浆膜腔积液患者进行分组#并对检测结果进行比

较#以期寻找脱落细胞学检测与肿瘤标志物水平的关系*

B

!

资料与方法

B)B

!

一般资料
!

&*%%

年
%

月至
&*%'

年
%

月收治的良性浆膜

+

(++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年
'

月第
'5

卷第
,

期
!

U1IW!3M#0D

!

#3GH.&*%+

!

LCE)'5

!

9C),



腔积液患者
&**

例$良性组&和恶性浆膜腔积液患者
%%*

例$恶

性组&#所有患者均经病理和手术确诊诊断#均有浆膜腔积液#

均行脱落细胞学检测和肿瘤标志物检测*良性组中男
%*'

例#

女
=5

例#年龄
&,

"

5&

岁*恶性组中男
+5

例#女
('

例#年龄

&Z

"

5=

岁%脱落细胞学检测未检出恶性细胞者
'%

例#其中男

&*

例#女
%%

例#年龄
&Z

"

55

岁%脱落细胞学检测检出恶性细

胞者
5=

例#其中男
(5

例#女
'&

例#年龄
'%

"

5=

岁*

B)C

!

方法
!

收集所有患者的浆膜腔积液并对其进行脱落细胞

学检验*首先将所有患者的浆膜腔积液
%***G

"

K?1

离心

,K?1

#并将离心后的沉淀涂片$均为薄片'厚片各
&

张&'染色

后镜检#所有检验结果均由
&

名有经验的检验工作者独立阅片

后得出#如果结果存在差异则选择
%

名高级职称检验医师进行

复查*脱落细胞学检测的同时行肿瘤标志物的检测(

'

)

#所有患

者抽取空腹静脉血#均使用罗氏公司提供的仪器和试剂进行检

测#同时对癌胚抗原$

6Y"

&#糖类抗原
%=A=

$

6"%=A=

&#糖类抗

原
%&,

$

6"%&,

&水平进行质控#所有质控均显示结果在控*所

有检测均由同一名检验人员得出检验报告#并随机对
%*

个样

品进行复查#确保得到的结果真实可靠*

B)D

!

观察指标
!

比较良性组和恶性组的
6Y"

'

6"%=A=

'

6"%&,

水平#同时比较恶性组中检出恶性细胞和未检出恶性

细胞患者的
6Y"

'

6"%=A=

'

6"%&,

水平*

B)E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S$SS%5)*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处理与

统计学分析#患者各指标水平呈偏态分布#以中位数$最小值
"

最大值&表示#两组间比较采用秩和检验#

2

$

*)*,

为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C

!

结
!!

果

C)B

!

良性组和恶性组患者肿瘤标志物水平比较
!

恶性组患者

6Y"

'

6"%=A=

及
6"%&,

水平均高于良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2

$

*)*,

&*见表
%

*

表
%

!!

良性组和恶性组患者肿瘤标志物水平比较%中位数#最小值
"

最大值$&

组别
$ 6Y"

$

#

P

"

!

&

6"%=A=

$

4<

"

!

&

6"%&,

$

4<

"

!

&

良性组
&** %)%*

$

*)**

"

&)+*

&

5),*

$

*)**

"

%*)**

&

+)&*

$

*)**

"

%%)**

&

恶性组
%%* (=)+*

$

*)=%

"

%***)**

&

"

Z*)'*

$

*)++

"

%***)**

&

"

%%%)&*

$

*)&'

"

%==')**

&

"

!!

"

!

2

$

*)*,

#与良性组比较*

C)C

!

恶性浆膜腔积液患者原发病的分布
!

恶性浆膜腔积液患

者中脱落细胞学未检测出恶性细胞
'%

例#检出恶性细胞
5=

例*其中原发病为肺癌者
('

例#占
'=)%V

$

('

"

%%*

&%卵巢癌

者
=

例#占
Z)&V

$

=

"

%%*

&%胃癌者
%Z

例#占
%+)(V

$

%Z

"

%%*

&%

肝癌者
%(

例#占
%&)5V

$

%(

"

%%*

&%胰腺癌者
%&

例#占
%*)=V

$

%&

"

%%*

&%乳腺癌者
&

例#占
%)ZV

$

&

"

%%*

&%结直肠癌
%&

例#占

%*)=V

$

%&

"

%%*

&*恶性浆膜腔积液患者原发病的分布#见

表
&

*

C)D

!

恶性组中检出与未检出恶性细胞的患者肿瘤标志物水平

比较
!

恶性组中检出与未检出恶性细胞的患者血清及积液

6Y"

'

6"%=A=

'

6"%&,

水平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2

$

*)*,

&*见表
'

*

表
&

!!

恶性浆膜腔积液患者原发病分布#

$

$

疾病

检出恶性细胞患者$

$f5=

&

胸膜腔

积液

腹膜腔

积液

心包腔

积液

未检出恶性细胞患者$

$f'%

&

胸膜腔

积液

腹膜腔

积液

心包腔

积液

肺癌
&= % % %% % *

卵巢癌
* = * * * *

胃癌
% 5 * % = *

肝癌
% %* * * ' *

胰腺癌
* Z * % ' *

乳腺癌
% % * * * *

结直肠癌
* %* * * & *

表
'

!!

恶性组中检出与未检出恶性细胞的患者肿瘤标志物水平比较%中位数#最小值
"

最大值$&

恶性

细胞
$

6Y"

$

#

P

"

!

&

血清 积液

6"%=A=

$

4<

"

!

&

血清 积液

6"%&,

$

4<

"

!

&

血清 积液

未检出
'% %&)5

$

*)=%

"

%=')**

&

"

%5)Z

$

%)%=

"

&*%)**

&

"

5*)%

$

%)+5

"

'%()**

&

"

+=)(

$

')'&

"

5&')**

&

"

55)Z

$

*)&'

"

%=()**

&

"

Z*)Z

$

%)&=

"

&%*)**

&

"

检出
5= =&)'

$

*)=5

"

%***)**

&

&*5)(

$

%&)&'

"

%***)**

&

%5')'

$

*)++

"

%***)**

&

&=')&

$

%+)'

"

%***)**

&

%Z%)5

$

%)%*

"

%5*&)**

&

'Z+)(

$

()+(

"

%==')**

&

!!

"

!

2

$

*)*,

#与检出恶性细胞患者比较*

D

!

讨
!!

论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肿瘤标志物的检

查逐渐被应用到肿瘤的诊断和治疗中#其水平的高低也可作为

鉴别良性和恶性浆膜腔积液的一个重要手段(

%A&

)

*

6Y"

在胃

癌等消化道肿瘤中的应用价值较高#

6"%=A=

主要在肺癌等呼

吸道肿瘤中的应用价值较高#

6"%&,

主要在卵巢癌中的应用

价值较高(

'A(

)

*

浆膜腔积液的产生主要见于恶性肿瘤#本研究
%%*

例恶性

浆膜腔积液患者中#肺癌患者
('

例$

'=)%V

&'卵巢癌患者
=

例

$

Z)&V

&'胃癌患者
%Z

例$

%+)(V

&'肝癌患者
%(

例$

%&)5V

&'

胰腺癌患者
%&

例$

%*)=V

&'乳腺癌患者
&

例$

%)ZV

&'结直肠

癌患者
%&

例$

%*)=V

&*这说明在所有引起恶性浆膜腔积液的

疾病中#肺癌所占比例最高#其次是胃癌'肝癌等(

,

)

*其他类型

恶性肿瘤引起的恶性浆膜腔积液较为少见(

+A5

)

*脱落细胞学检

测能够为患者的疾病诊断和治疗提供建议和依据#特别是在良

性与恶性浆膜腔积液的鉴别中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如果脱落

细胞学检查发现恶性细胞#则对恶性浆膜腔积液的诊断具有决

定性的意义(

Z

)

*

本研究对比
&**

例良性浆膜腔积液患者和
%%*

例恶性浆

膜腔积液患者的脱落细胞学检测结果#发现有
%

例良性浆膜腔

积液患者被误诊为恶性#其发生的原因可能是良性浆膜腔积液

患者由于感染等原因#巨噬细胞或
B

淋巴细胞等通过浆膜进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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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浆膜腔#并可能成团分布#这不仅导致浆膜腔积液的有核细

胞数增多#而且导致浆膜腔积液的物理性质改变#引起误诊(

=

)

*

为了减少误诊的发生#建议使用吖啶橙荧光染色进行区分#由

于肿瘤细胞的生长较快#其吖啶橙荧光染色结果可见火焰细

胞#对于常规检查不能确定的肿瘤细胞#用此方法作为鉴别简

单易行(

%*

)

*

此外#本研究以是否检测出恶性细胞为依据进行分组#发

现恶性浆膜腔积液患者中检出恶性细胞者其
6Y"

'

6"%=A=

'

6"%&,

水平较未检出恶性细胞者明显升高#而且在浆膜腔积

液中这种差异更大*其发生的主要原因是恶性细胞的转移和

生长导致浆膜腔积液的恶性细胞数量增多#大量肿瘤标志物进

入到浆膜腔积液中#引起浆膜腔积液的肿瘤标志物水平明显升

高*此外#由于浆膜腔积液与血液不相通#故血清中的肿瘤标

志物水平相对较低(

=A%%

)

*因此#肿瘤标志物水平的高低可以作

为浆膜是否受到侵犯的指标之一*细胞学检测为假阴性的原

因很多#一方面可能是由于恶性细胞的数量较少#脱落进入浆

膜腔的恶性细胞数量更少#导致检验工作者漏诊#另一方面可

能是由于检测的步骤不够规范#取材时出现问题#导致未发现

肿瘤细胞(

%&

)

*

综上所述#恶性浆膜腔积液患者
6Y"

'

6"%=A=

及
6"%&,

水平较良性浆膜腔积液患者明显升高#且其中脱落细胞学检测

检出恶性细胞者上述各指标水平明显高于未检出恶性细胞者*

脱落细胞学检测联合肿瘤标志物检测在良性和恶性浆膜腔积

液鉴别中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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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的
!

探讨
'

种方法检测血清乙型肝炎病毒"

\2L

$标志物的临床意义&方法
!

选取
&*%(

年
Z

"

%&

月兰州军区总医

院安宁分院
('*

例门诊体检者和
',*

例住院患者!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Y!US"

$%化学发光分析法"

6!U"

$及胶体金免疫层析

法"以下简称+胶体金法,$分别进行乙型肝炎
,

项血清标志物和
\2L

前
S%

蛋白检测!比较分析
'

种检测方法检测结果的差异&

结果
!

Y!US"

法%

6!U"

法及胶体金法检出
\2L

血清标志物一项以上阳性者分别为
+'(

%

++'

%

,,'

例!

'

种检测方法阳性率比较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f*)*',

!

2

$

*)*,

$#

6!U"

法检出不同模式
\2L

血清标志物的阳性率高于
Y!US"

法!但各
\2L

血清标志

物阳性模式在不同方法中的阳性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2

%

*)*,

$#

6!U"

法的检测特异度与灵敏度均高于
Y!US"

法!差异有

计学意义"

2

$

*)*,

$&结论
!

在
\2L

的
'

种检测方法中!

Y!US"

和
6!U"

法都极具优势!且
6!U"

法的检测灵敏度与特异度较

高!其检测结果对临床医生提出有效的治疗方案具有指导意义&

关键词"乙型肝炎病毒#

!

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

胶体金免疫层析法#

!

化学发光分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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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型肝炎病毒$

\2L

&感染是我国主要的传染性疾病之

一#长期携带
\2L

可引发肝硬化'肝衰竭等病症#严重时甚至

危及感染者的生命(

%

)

*因此#有效'快速'准确地检测
\2L

是

预防和控制乙型肝炎的有效途径*随着临床诊断技术的不断

发展#现已有多种检测方法应用于
\2L

的检测#其中应用较

广的方法包括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Y!US"

&'胶体金免疫层析

法'化学发光免疫分析$

6!U"

&等*目前#医院实验室多采用

6!US

或
Y!US"

检测
\2L

(

&A'

)

*本文采用全自动酶联免疫分

析仪'胶体金免疫层析法$以下简称,胶体金法-&及全自动化学

发光免疫分析仪对
5Z*

例体检者的
\2L

和
\2L

前
S%

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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