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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细胞癌占原发性肝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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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发病率及病

死率一直居高不下(发现时已到中晚期(严重威胁患

者的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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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胎蛋白#

.P1

$与血清铁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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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是诊断原发性肝癌的首选标志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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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研究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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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灵敏度与特异度均不高(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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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患者被漏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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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常凝血酶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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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

先在肝细胞癌患者的血清中发现(近些年有欧美学者

研究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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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肝癌的诊断效能高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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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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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指标

单独及联合检测(探讨其对肝细胞癌的诊断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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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A#A

"

一般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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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
"(!'

年
!T!"

月经病理检查

确诊的肝细胞癌患者
*(

例作为观察组(平均年龄
)"

岁(选取同期肝硬化患者
+'

例及慢性肝炎患者
+$

例

为阴性对照组(平均年龄分别为
*%

)

*&

岁'选取体检

健康人员
*"

例为健康对照组(平均年龄
)(

岁'

+

组

年龄)性别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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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未发现影

响肿瘤标志物的合并症(观察组术前均未接受过放化

疗'

A#B

"

标本采集
"

治疗前抽取各组研究对象空腹静脉

血
)M/

(置于促凝管中(室温静置
&(MFA

后
+(((@

"

!(MFA

离心(吸取血清置于
T%(d

保存'

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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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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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雅培化学发光仪
83F"(((

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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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试剂批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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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克曼化学发光

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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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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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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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

剂批号
'"+)*&

$水平(试剂盒购自雅培诊断及贝克曼

库尔特公司(检测均严格按照试剂盒说明书操作'

A#D

"

统计学处理
"

应用
8188!$#(

软件对数据进行

分析(计量资料以
Bh=

表示(多组数据组间比较采用

Z@O>\7C9<7CCF>!

检验(组间两两比较采用
/8496

检

验(制作单独及联合检测的
3Y2

曲线(评价
1;X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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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P=@@?FA

对肝细胞癌的诊断价值'运用

1=7@>DA

线性相关分析各项目间的相关性(以
>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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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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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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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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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细胞癌组
1;X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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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均明显高于

肝硬化)慢性肝炎及健康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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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比较#

Bh=

$

组别
% 1;XZ.

'

#

.]

"

/

$

.P1

#

A

L

"

M/

$

P=@@?FA

#

A

L

"

M/

$

肝细胞癌组
*( "&&#!"h!(%#' "%*#&"h$!#* +&%#&(h%*#+'

肝硬化组
+' "'#+"h!"#+& "(#%&h)#!+ ")(#%"h+&#"&

慢性肝炎组
+$ "*#''h$#*) !(#*"h+#&! !$+#'*h+)#&)

健康对照组
*" !+#")h)#!' "#+!h"#&$ ++#+&h!(#!*

B#B

"

血清
1;XZ.

'

)

.P1

)

P=@@?FA

水平与肝细胞癌

病理参数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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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症患者病理分期越晚(分化程度

越低(

1;X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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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

水平越高-有腹水组
.P1

水平

明显高于无腹水组(淋巴结转移组的
1;X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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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

明显高于无转移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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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分组比较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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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断灵敏度和特异度分析

标志物 曲线下面积 灵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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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对肝细胞癌的诊断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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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术后病理诊断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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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检测其中一项为

阳性即视为检测阳性(三者均为阴性视为检测阴性'

绘制单独及联合检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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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线(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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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项指标

联合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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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发性肝癌患者早期症状不明显(确诊时已到晚

期(且
)

年生存率较低'目前诊断原发性肝癌的手段

包括临床表现)影像学筛查及血清学检测(但容易出

现漏诊(延误治疗%

)

&

'

.P1

在我国已广泛使用(但

1;XZ.

'

的应用则刚刚开始(在
V;

等%

&

&学者进行的

多中心研究中(

1;XZ.

'

诊断肝细胞癌的准确性较

.P1

高#

!"#+(c

!

"(#&'c

$(国内学者吉阳涛等%

'

&研

究发现(

1;XZ.

'

在肝癌组的表达要高于肝炎组(表

明
1;XZ.

'

可作为一种有价值的肝癌标志物'

539

6/5

等%

%

&研究发现联合检测
1;XZ.

'

)

.P1

时可进

一步提高肝细胞癌的诊断灵敏度'本研究显示(肝细

胞癌组
1;XZ.

'

)

.P1

)

P=@@?FA

的表达水平均高于肝

硬化组)慢性肝炎组及健康对照组#

>

%

(#()

$(表明这

+

项血清学指标均可用于肝细胞癌的辅助诊断'

国内学者席强%

$

&研究表明(

1;XZ.

'

与
.P1

水

平随肿瘤体积增大和
6,W

分期的增高而增高(本研

究显示
1;XZ.

'

)

.P1

的表达与癌症患者的分期及

分化程度呈正相关(癌症期别越高)分化程度越低(

1;XZ.

'

)

.P1

水平越高(另外有淋巴结转移患者

1;XZ.

'

的水平明显高于无转移患者(有腹水患者

.P1

的水平明显高于无腹水者(上述差异均有统计学

意义#

>

%

(#()

$'而
P=@@?FA

与病理分期)分化程度)

有无腹水及淋巴结转移均无相关性'上述结果表明(

1;XZ.

'

与
.P1

的表达水平与肝细胞癌的发生发展

密切相关(检测这
"

项指标对癌症的发生)发展具有

重要意义'

李俊利等%

!(

&研究发现(

1;XZ.

'

的诊断灵敏度

与特异度均高于
.P1

(国外学者
/;W

等%

!!

&发现联合

检测
1;XZ.

'

与
.P1

可提高肝癌的筛查效率'本

研究结果表明(单项检测中(

1;XZ.

'

对肝细胞癌的

诊断灵敏度与特异度最高'联合检测
+

项指标比任

何单项指标的诊断价值都高(曲线下面积最大为

(#%$$

(提示指标的联合检测在肝细胞癌的诊断中最有

价值'本研究还发现(

1;XZ.

'

)

.P1

)

P=@@?FA

在肝细胞

癌组同时升高(经相关性分析(三者之间均呈正相关关

系#

>

%

(#()

$(这与濮珏彪等%

!"

&的研究结果一致'

D

"

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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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XZ.

'

及
.P1

对肝细胞癌发生)发展)转移等

具有重要意义(联合检测
1;XZ.

'

)

.P1

)

P=@@?FA

对

肝细胞癌的筛查价值最高'但本研究为单中心研究(

样本量较少且未对患者的预后追踪随访(今后应对这

+

项指标进行大规模)多中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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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冒退热合剂对
,Z

淋巴细胞无调节作用'

24*

e即

辅助性
6

细胞
6J

(

6J!

介导细胞免疫)参与自身免疫

疾病和炎性反应(

6J"

介导体液免疫)促进抗体产生)

参与过敏反应和体液免疫性疾病'

24%

e活化后可以

有效清除病毒(是细胞免疫反应的主要执行者'本研

究发现(治疗组治疗后
24+

e

)

24*

e

)

24%

e较治疗前

升高(

24*

e

"

24%

e比值无明显变化(治疗组治疗后症

状总积分较治疗前明显降低(研究结果显示治疗组细

胞免疫功能增强(揭示感冒退热合剂从细胞水平增强

机体免疫力的机制(通过提高
6

淋巴细胞亚群水平调

节机体细胞免疫功能来治疗风热型感冒(并且疗效较

好'治疗组治疗后症状总积分较对照组治疗后降低(

且治疗总有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表明治疗组治疗风

热型感冒疗效明显优于对照组(而且感冒退热合剂还

具有良好的退热作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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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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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国家大力发展中医药(许多医院的自制中

草药制剂往往凝聚着老一辈专家的心血(并经多次改

良(具有疗效好(价钱便宜(不良反应少等优点(在患

者中口碑甚好(感冒退热合剂即是本院其中一种自制

中药'这些自制中药都是中医学家们多年的理论研

究和经验医学的积累产物(本研究通过探讨其对机体

免疫调节作用来揭示中药治疗疾病的机制(为更好传

承和发扬中医药提供基础'总之(感冒退热合剂通过

调节患者外周血淋巴细胞亚群来增强患者免疫功能(

治疗风热型感冒疗效显著(值得临床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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