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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F,'

阳性表达情况比较
"

"

种

基因
4F,'

在健康对照组和良性乳腺疾病组及乳腺

癌组的
#

期的阳性表达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N

&

$3$"

*#而乳腺癌组的
+

期和
$

j

-

期则显著高于健

康对照组和良性乳腺疾病组的阳性表达率#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N

%

$3$#

*'见表
;

'

表
;

""

各组
"

种基因
4F,'

阳性表达情况比较&

%

#

:

$'

组别
% !̂ 0>&

"

^̂ ,+#

"

2Ẑ #

"

Y/F>&

"

L2'2

"

健康对照组
"$ &

)

E3$$

*

;

)

=3$$

*

E

)

%3$$

*

&

)

E3$$

*

;

)

=3$$

*

良性乳腺疾病组
<& "

)

"3E;

*

=

)

=3"&

*

<

)

<3?%

*

=

)

=3"&

*

?

)

?3=#

*

乳腺癌组)分期*

"#

期
?$ "

)

?3#E

*

"

)

?3#E

*

E

)

"3?#

*

=

)

%3"?

*

=

)

%3"?

*

"+

期
?" #?

)

&&3=?

*

!,

#"

)

&$3$

*

!,

#?

)

&&3=?

*

!,

&&

)

&<3;

*

!,

#?

)

&&3=?

*

!,

"$

j

-

期
"# #%

)

;"3&<

*

!,

&$

)

;<3&&

*

!,

#<

)

;?3&"

*

!,

&;

)

E"3#$

*

!,

&#

)

E#3#%

*

!,

!

&

;=3"%; ;?3="< ;$3=;& "&3#E$ ;?3<<&

N $3$$$ $3$$$ $3$$$ $3$$$ $3$$$

""

注!与健康对照组比较#

!

N

%

$3$#

(与良性乳腺疾病组比较#

,

N

%

$3$#

C3D

"

"

种基因
4F,'

对乳腺癌诊断性能评价
"

"

种

基因对乳腺癌的灵敏度$特异度$阳性预测值$阴性预

测值分析结果见表
E

#综合评价各项指标#

Y/F>&

的

灵敏度较高#

!̂ 0>&

的特异性较强'

表
E

""

"

种基因
4F,'

对乳腺癌的诊断性能评价

基因
病理学结果)

%

*

阳性 阴性

灵敏度

)

:

*

特异度

)

:

*

阳性预测值

)

:

*

阴性预测值

)

:

*

^̂ ,+# &$3E# <;3=? %#3=; E=3$&

"

阳性
E$ <

"

阴性
#"= #;;

!̂0>& &$3E# <"3$? %"3## E=3;<

"

阳性
E$ ?

"

阴性
#"= #;"

2Ẑ# &$3E# <$3%" ?"3E? E"3&=

"

阳性
E$ #;

"

阴性
#"= #&<

Y/F>& &=3$& <E3;? %=3EE E%3$;

"

阳性
"# %

"

阴性
#E" #;E

续表
E

""

"

种基因
4F,'

对乳腺癌的诊断性能评价

基因
病理学结果)

%

*

阳性 阴性

灵敏度

)

:

*

特异度

)

:

*

阳性预测值

)

:

*

阴性预测值

)

:

*

L2'2 &&3E" <&3<= %#3E% E=3E%

"

阳性
EE #$

"

阴性
#"& #;&

D

"

讨
""

论

""

随着对乳腺癌分子水平的深入研究#人们采用各

种方法检测不同来源乳腺癌相关基因的表达'比如#

应用免疫细胞学法从蛋白质水平进行检测#应用分子

生物学方法从组织或外周血进行基因水平)

+,'

和

F,'

*检测等'其中
S[>\̂ F

是在常规
\̂ F

基础上

加入荧光标记探针进行核酸定量分析的先进方法#能

同时进行扩增和检测%

<

&

#其具有灵敏度高$特异性较

强$操作简单$不需采用强诱变剂等优点#因而被广泛

应用于外周血中乳腺癌基因
4F,'

的检测'

!̂ 0>&

$

^̂ ,+#

$

2Ẑ #

$

Y/F>&

$

L2'2

是乳腺癌常用的肿

瘤标志物#也是近年来报道得较多的乳腺癌相关基

+

=#"&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9D)V0J*2H8

!

WI)6*HK&$#%

!

X67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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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笔者查阅资料发现#采用
S[>\̂ F

检测乳腺癌

4F,'

相关基因的报道存在阳性率差别较大的问

题%

%

#

#$>##

&

'本研究检测
#<=

例乳腺癌患者和
<&

例良

性乳腺疾病患者外周血
L2'2

表达率分别为
&&3$:

和
=3$:

#而陈月凤等%

#$

&检测
E?

例乳腺癌和
E"

例乳

腺良性肿瘤外周血
L2'2

表达率分别为
="3<=:

和

E&3&&:

#颜蕴文等%

##

&检测
E$

例乳腺癌患者
L2'2

阳性率
"":

#

W!/F2'bF

等%

#&

&检测
;%

例乳腺癌复

发患者外周血中
L2'2

基因表达阳性率为
;%3?:

'

本研究检测
#<=

例乳腺癌外周血
2Ẑ #

阳性率为

&#3$:

#

.GF'G9

等%

<

&检测
"#

例转移性乳腺癌的外

周血
2Ẑ #

阳性率为
E"3#:

#

Ŷ/,U

等%

#;

&检测
;E

例转移性乳腺癌外周血
2Ẑ #4F,'

化疗前后的阳

性率分别为
%%3&:

和
?$3=:

'本研究检测
?$

例早期

乳腺癌外周血
Y/F>&

阳性率为
%3=:

#中晚期阳性率

为
#<3E:

#

\'U/

等%

%

&在检测
=%

例早期和
;$

例转移

乳腺癌外周血
Y/F>&

表达阳性率分别为
##3%:

和

#=3?:

#

!/̂ Y2',,

等%

#E

&检测
"$

例早期乳腺癌患

者外周血
Y/F>&

的表达阳性率为
#%3$:

#均存在较

大的差异'分析原因可能有以下几点%

#"

&

!)

#

*

4F,'

的水平!在早期乳腺癌外周血中
4F,'

水平较低#而

中晚期乳腺癌
4F,'

水平才大量升高()

&

*

4F,'

本

身的异质性!不同的乳腺癌相关基因定位了
4F,'

不同基因位点#使得阳性率产生差异()

;

*内源性或外

源性因素!比如样品保存$分离$提取和
I+,'

的制备

等()

E

*缺乏质量控制!目前国内外尚无统一的
S[>

\̂ F

检测
4F,'

的质量控制系统#这也是造成阳性

率差异大的主要原因()

"

*方法本身的局限性#如假阴

性或假阳性'

本 研 究 结 果 发 现#

!̂ 0>&

$

^̂ ,+#

$

2Ẑ #

$

Y/F>&

$

L2'2"

种基因表达水平在健康对照组和良

性乳腺疾病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N

&

$3$"

*#而乳

腺癌组均高于其他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N

%

$3$#

*'对五种基因和乳腺癌临床病理因素关系的分

析发现#五种基因
4F,'

在健康对照组和良性乳腺

疾病组及乳腺癌组
#

期的阳性表达率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

N

&

$3$"

*#在乳腺癌组中#肿瘤大小$

/F

$

\F

和

Y/F>&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N

&

$3$"

*#

+

期$

$

j

-

期组和淋巴结转移组显著高于
#

期组和无淋

巴结转移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N

%

$3$"

*#说明级别

越高#有淋巴结转移的乳腺癌的基因表达越强烈'综

合评价
"

种基因对乳腺癌的灵敏度$特异度$阳性预

测值和阴性预测值分析结果#

Y/F>&

的灵敏度较高#

!̂ 0>&

的特异性较强'

E

"

结
""

论

""

由于本研究所选用的基因和研究样本量的局限#

还不能对这
"

种乳腺癌相关基因在
4F,'

的表达能

否用于乳腺癌的早期诊断和治疗的问题做出肯定或

否定的回答#但
+

期显著高于健康对照组和良性乳腺

疾病组#说明乳腺癌相关基因检测对中早期乳腺癌诊

断还是有一定意义的'本研究通过对
"

种基因在健

康对照组$良性乳腺疾病组和乳腺癌不同病理学阶段

阳性率的比较分析#提示当乳腺癌处于中晚期#若能

采用严格的实验室质量控制#

S[>\̂ F

检测
4F,'

可为临床提供具有一定的实验室依据#但对早期乳腺

癌的诊断价值#还值得商榷#这与国外的相关报道也

是一致的%

#

#

#=

&

'在使用
S[>\̂ F

检测乳腺癌
4F,'

时#还应考虑到质量控制$

4F,'

水平和异质性$肿瘤

的不同阶段等各个方面的因素#才能有效正确地将乳

腺癌相关基因用于乳腺癌的诊断$治疗和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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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予重视'在实验室检查方面#有报道指出#皮肤弹

性差$眼窝凹陷$口舌干燥$精神状态差等具有较强的

特异性#但其敏感性较差#且出现上述症状时#大多处

于脱水严重阶段#因而在早期估计脱水时可能出现漏

诊'目前临床上常用的血液浓缩程度的评价指标有

血
,J

j水平$尿比密及
ZKHJ

"

K̂

'本研究将血
,J

j

$

尿比密及
ZKHJ

"

K̂

作为血容量不足的量化指标#探讨

脱水对创伤骨科患者静脉血栓栓塞形成的影响#结果

显示#

ZKHJ

"

K̂

在
XG/

)

j

*组升高#而两组间血

,J

j

$尿比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N

&

$3$"

*'本

研究结果表明#脱水与创伤骨科患者静脉血栓形成有

关#这与
g/00b

等%

#%

&的研究结果相似'

ZKHJ

"

K̂

可

作为与脱水相关的量化指标#用于早期识别创伤骨科

患者静脉血栓栓塞形成风险'

E

"

结
""

论

""

本研究为初步研究#仍需要大样本量来证实#但

是根据本研究结果#临床医生应注重
ZKHJ

"

K̂

的检

测#用其作为评估创伤骨科患者静脉血栓栓塞的形成

风险的危险因素之一'因此#考虑在创伤骨科患者入

院初期及时补液#在术中或术后适当补液#以减少发

生静脉血栓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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