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者血清
LHH2

0

VLZK

和
H2!")

水平越高)肿瘤标志

物单项指标检测诊断宫颈癌的特异度不强*灵敏度较

低*而联合检测血清
LHH2

0

VLZK

和
H2!")

可提高

诊断的灵敏度和特异度)关于
LHH2

0

VLZK

和

H2!")

与宫颈癌分期和组织学分级的相关性及其在

淋巴结转移中具体的作用机制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和探讨)

综上所述*宫颈癌患者血清中
LHH2

0

VLZK

和

H2!")

表达水平明显升高*并与宫颈癌分期呈显著正

相关*其对宫颈癌患者的早期诊断0病情监测和预后

评估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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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摘
"

要"目的
"

探讨血清胃蛋白酶原"

?Z

$临床检测中的稳定性%方法
"

本次研究选择来本院就诊的患者

!+

例!每例患者标本分为
)

份!分别在
)

种条件下对标本进行保存+

2

组标本为新鲜血清组!将其立即置于

Y'%e

条件下保存#

I

组标本为室温保存组!血清分离后在室温条件下放置
(:

后!置于
Y'%e

冰箱中保存#

H

组标本为
"

$

(e

保存
(:

组!在
"

$

(e

条件下保存
(:

后!将血清放置于
Y'%e

条件下保存%

O

组为
"

$

(e

保存
!$:

组!在
"

$

(e

条件下保存
!$:

后!将血清放置于
Y'%e

条件下保存%

Q

组为
"

$

(e

保存
&%:

组%

?Z

(

&

?Z

)

及
?Z

(

,

?Z

)

数值都进行方差齐性检验并进行方差分析%结果
"

?Z

(

&

?Z

)

及
?Z

(

,

?Z

)

数值

进行组间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

%

%#%)

$%结论
"

血清
?Z

(

&

?Z

)

水平在各种保存条件下都具有良好

的稳定性%

关键词"血清胃蛋白酶原#

"

临床检测#

"

稳定性

!"#

!

!%#&*+*

"

,

#-../#!+(&0$!&%#"%!'#%*#%&&

中图法分类号"

1$$+#!

文章编号"

!+(&0$!&%

"

"%!'

$

%*0!!&$0%&

文献标识码"

I

""

胃蛋白酶原$

?Z

'是人体胃液胃蛋白酶出现的无 活性前体*在人体中有生化活性及免疫活性不同的两

#

$&!!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A/<CD7EF4:

!

F7

>

"%!'

!

G68#&*

!

@6#*



种亚型*即
?Z

(

0

?Z

)

*而且这两种亚型在体内的细

胞0组织分布及来源存在较大差异)血清
?Z

水平能

反映人体胃腺细胞分泌水平*

?Z

(

是检测胃泌酸腺细

胞功能的重要指征*若胃酸过多*容易导致
?Z

(

升

高*否则
?Z

(

水平降低)

?Z

)

与胃底黏膜出现病变

具有较大相关性*

?Z

)

水平的升高与患者胃底腺管萎

缩0假幽门腺化生等都有显著联系)

?Z

(

"

?Z

)

比值

出现降低则与患者胃黏膜出现萎缩有紧密联系+

!0"

,

)

对
?Z

(

0

?Z

)

及
?Z

(

"

?Z

)

开展联合检测可作为临

床上筛选胃癌的早期重要指标)目前*对于标本在保

存过程中
?Z

水平是否稳定*保存方式的不同是否会

对检测结果的准确性产生影响还不确定*本次对此进

行了研究*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取于本院就诊的患者
!+

例*其中

男性
(

例*女性
*

例*年龄
!(

$

$+

岁*平均$

"+#($i

!#&$

'例)对每位患者分别抽取静脉血标本*每例患

者的标本分为
)

组*在
)

种条件下分别对标本进行保

存!

2

组标本为新鲜血清组*对新鲜血液进行血清分

离后*将其立即置于
Y'%e

条件下保存(

I

组标本为

室温保存组*血清分离后在室温条件下放置
(:

后*置

于
Y'%e

冰箱中保存(

H

组标本为
"

$

(e

保存
(:

组*对血清进行分离后*在
"

$

(e

条件下保存
(:

后*

将血清放置于
Y'%e

条件下保存(

O

组为
"

$

(e

保

存
!$:

组*对血清进行分离后*在
"

$

(e

条件下保存

!$:

后*将血清放置于
Y'%e

条件下保存(

Q

组为
"

$

(e

保存
&%:

组*对血清进行分离后*在
"

$

(e

条件

下保存
&%:

后*放置在
Y'%e

条件下保存)

$#%

"

仪器与试剂
"

仪器为东芝
!"%

全自动生化分析

仪*

?Z

(

检测试剂盒批号为
!+%*!&%!

*

?Z

(

校准品

批号为
"%!(%&!%

*

?Z

(

质控品批号为
"%!+!%")

*

?Z

)

试剂盒批号为
!+%*!&%!

*

?Z

)

校准品批号为

"%!+%+")

*

?Z

)

质控品批号为
"%!+!%")

*均由美康生

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提供)

$#&

"

方法
"

采用胶乳增强免疫比浊法测定人血清

?Z

(

0

?Z

)

)包被有鼠抗人
?Z

(

抗体或
?Z

)

抗体

的胶乳颗粒可分别与标本中的
?Z

(

或
?Z

)

产生凝

集反应*形成抗原抗体复合物*其浊度高低在一定量

抗体存在时与标本中
?Z

(

或
?Z

)

成正比)通过测

定特定波长的吸光度值*参照校准曲线即可计算出标

本中
?Z

(

或
?Z

)

的浓度)

$#'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统计学软件
L?LL!*#%

进行

数据分析与处理*

?Z

(

0

?Z

)

及
?Z

(

"

?Z

)

数值都

进行方差齐性检验*组间比较采用方差分析*

?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实验组血清
?Z

(

0

?Z

)

及
?Z

(

"

?Z

)

数值行组

间比较见表
!

$

&

)

?Z

(

0

?Z

)

及
?Z

(

"

?Z

)

的方差

齐性检验均显示
?

%

%#%)

)

?Z

(

0

?Z

)

及
?Z

(

"

?Z

)

数值进行组间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

%

%#%)

')

表
!

""

标本在不同保存条件下的
?Z

(

检测$

#

X

(

D

%

组别
'

平均值 标准差 标准误
*)f#5

下限 上限
最小值 最大值

2

组
!+ !))#$$ !"%#"% &'#!! (%#"$ "$"#+) ("#(' &'(#)"

I

组
!+ !))#+* !"&#(( &*#!$ +(#!) "$$#"& ($#++ $!$#%'

H

组
!+ !$+#'" !!!#*& &)#&* ++#() ""+#'' +'#&! &)"#"!

O

组
!+ !$$#(% !%+#"+ &&#+% +'#+* ""%#(! ++#+! &)%#%!

Q

组
!+ !$$#+! !%'#!( &$#"! +(#"& ""!#** +*#"! &)"#'$

合计
'% !$*#+) !%*#(% !)#)! !!(#$' !'%#'& ++#+' $!$#%'

表
"

""

标本在不同保存条件下
?Z

)

检测$

#

X

(

D

%

组别
'

平均值 标准差 标准误
*)f#5

下限 上限
最小值 最大值

2

组
!+ "$#+% &(#'" !!#*+ Y"#$+ )!#+) )#$' !"'#&+

I

组
!+ "$#&' &'#'! !"#"( Y&#&* )"#!$ &#*! !&%#++

H

组
!+ !'#(" "+#!" '#"+ %#%$ &(#$+ )#%$ *%#+$

O

组
!+ !+#$+ "$#&) (#+* Y%#*+ &&#'( "#(( '!#()

Q

组
!+ "!#%'* &&#&+ !%#)) Y"#(( $$#*) &#+) !!"#%$

合计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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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标本在不同保存条件下
?Z

(

(

?Z

)

比值的检测结果

组别
'

平均值 标准差 标准误
*)f#5

下限 上限
最小值 最大值

2

组
!+ !%#!% $#)" !#$& +#'( !&#&) "#'& !*#)"

I

组
!+ !%#*( )#)+ !#(+ +#** +#** "#+$ "!#!"

H

组
!+ !%#*+ $#+! !#$$ (#+' (#+* &#'( "%#()

O

组
!+ !$#') (#") "#$% *#$! *#$! &#*! "'#)!

Q

组
!+ !"#%' +#") !#*) (#+! (#+" "#*$ ")#"$

合计
'% !!#(* )#'" %#'" !%#!$ !%#!+ "#+! "'#+$

&

"

讨
""

论

""

?Z

属于天冬氨酸蛋白家族*是胃蛋白酶前体)

它由氨基酸组成*氨基酸数量达
&()

个*是相对分子

质量为
$!h!%

& 的多肽+

&0+

,

)在胃的酸性条件下*

?Z

可穿过胃黏膜的毛细血管进入到人体血液循环中)

进入血液循环的
?Z

在血液中稳定度是很高的*

?Z

浓度反映了胃的分泌水平)当胃黏膜出现病理变化

时*血清
?Z

水平也会随之出现改变)检测血清
?Z

水平可以反映胃黏膜健康与否及损伤情况)另外*

?Z

水平与鉴别良恶性胃溃疡有一定关联+

(0*

,

)血清
?Z

水平与萎缩性胃炎呈负相关关系+

!%

,

*血清
?Z

与胃泌

酸腺细胞功能也有相关关系+

!!

,

*

?Z

与胃底黏膜病变

具有较大相关性*血清
?Z

则对胃总体分泌
?Z

水平

进行反映)当患者发生萎缩性胃炎或胃癌时*尤其是

受到幽门螺杆菌感染因素干扰时*胃酸分泌过多时的

浅表性胃炎及幽门螺杆菌感染的胃炎*都会导致患者

?Z

水平升高+

!"

,

)而在慢性严重性萎缩性胃炎为主

的细胞减少时*

?Z

水平也会下降)

笔者认为*对血清中
?Z

浓度进行监测可作为胃

黏膜状态监测的有效手段*但这项指标不可作为临床

确证实验)这种检测方式只能是一种筛查手段*或作

为辅助的检查项目)本次研究中*不同的保存条件

下*

?Z

(

0

?Z

)

及
?Z

(

"

?Z

)

数值组内未见明显改

变)为因实验室成本不足导致不便开展此项项目提

供了解决问题的思路)即便实验周期延长*对实验的

结果也不会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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