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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腺癌作为一种严重危害女性身心健康的恶性

肿瘤疾病%其发病率较高且有上升趋势%在我国该疾

病也有年轻化趋势%需引起足够重视&随着临床上对

乳腺癌疾病研究的不断深入%对于此疾病的治疗由过

去的手术切除根治为主%逐渐发展至目前的手术加化

疗的综合治疗模式%而化疗在乳腺癌治疗中有举足轻

重的作用'

#

(

&不同患者由于体质不同对化疗的耐受

能力和治疗效果也存在个体差异%如果能有效评价乳

腺癌患者对化疗的反应%则可根据病情进展选择合适

的治疗策略并进行适当调整%对提高患者生存率有

利'

"

(

&既往研究报道称%血管内皮生长因子#

UWb\

$*

癌胚抗原#

!W<

$*糖类抗原
#"C

#

!<#"C

$*组织多肽特

异性抗原#

&%P

$均为灵敏度较高的恶性肿瘤标记

物'

4'@

(

&本 研 究 旨 在 探 讨 外 周 血
UWb\

*

!W<

*

!<#"C

*

&%P

与乳腺癌患者化疗疗效的相关性%现报

道如下&

B

"

资料与方法

B>B

"

一般资料
"

选取
"$#(

年
#

月至
"$#3

年
#

月本

院收治的
(@

例乳腺癌患者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

年龄
"$

!

(C

岁+符合乳腺癌诊断标准'

C

(

%经病理学或

细胞学证实+入院血常规*血生化检查均正常%且无黄

疸及消化道梗阻+均于本院进行化疗治疗%签署化疗

知情同意书+患者至少存在一个可经
!&

测量的客观

肿瘤病灶+卡氏评分#

Z%P

$

&

0$

分%预计生存期
&

4

个月+经本院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同意+患者自愿参

与研究并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合并严重脏器

疾病或感染者+合并其他恶性肿瘤者+妊娠期或哺乳

期妇女+一般情况差不能耐受化疗者+存在化疗禁忌

证者+

Z%P

$

0$

分%或预计生存期
$

4

个月+临床资料

不全者+合并精神性疾病或严重认知功能障碍者+智

力低下不能配合完成研究者&

B>C

"

方法

B>C>B

"

检测方法
"

所有患者于入院时*化疗进行
"

个周期后采集清晨肘静脉血
4L*

%常规离心分离血

清%

20$ ]

条件下保存备用&用酶联免疫吸附法

#

W*)P<

$检测
UWb\

水平%用电化学发光免疫法检测

!W<

*

!<#"C

水平%用双抗体夹心
W*)P<

法检测
&%P

水平%各项操作严格遵照说明书进行&

B>C>C

"

疗效评价标准
"

参考世界卫生组织#

+c;

$

制定的实体瘤疗效评判标准'

(

(

%完全缓解#

!/

$!所有

可见病灶完全消失%且维持时间超过
@

周+部分缓解

#

%/

$!肿瘤病灶长径总和缩小大于
4$?

%且维持时间

超过
@

周+疾病稳定#

PQ

$!肿瘤病灶长径总和缩小
$

4$?

或增加
$

"$?

%未出现新病灶+疾病进展#

%Q

$!肿

瘤病灶长径总和大于
"$?

%或出现新病灶&有效
[

!/_%/

%无效
[PQ_%Q

&

B>C>D

"

观察指标
"

#

#

$记录患者化疗
"

个周期后的

疗效%并将所有患者分为有效组和无效组+#

"

$记录化

疗前*化疗
"

个周期后患者外周血
UWb\

*

!W<

*

!<#"C

*

&%P

水平+#

4

$比较有效组和无效组在化疗

前*化疗
"

个周期后外周血
UWb\

*

!W<

*

!<#"C

*

&%P

水平差异+#

@

$对上述指标和化疗疗效进行相关性

分析&

B>D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统计学软件
P%PP"#>$

进行

数据分析&计量资料以
&Y@

表示%行
6

检验+采用

P

N

GHKLHB

等级相关分析对检测指标与化疗疗效进行

相关性分析&以
9

$

$>$C

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C

"

结
""

果

C>B

"

患者化疗
"

个周期后疗效
"

根据
+c;

实体瘤

疗效 评 价 标 准%

(@

例 乳 腺 癌 患 者 中%

!/ #0

例

#

"(>C(?

$%

%/"3

例#

@4>0C?

$%

PQ#@

例#

"#>33?

$%

%QC

例#

0>3#?

$&

C>C

"

(@

例患者化疗前后血清
UWb\

*

!W<

*

!<#"C

*

&%P

水平比较
"

化疗
"

个周期后%

(@

例患者血清

UWb\

*

!W<

*

!<#"C

*

&%P

水平均较化疗前降低#

9

$

$>$C

$%见表
#

&

表
#

""

(@

例患者化疗前后血清
UWb\

"

!W<

"

!<#"C

"

&%P

水平比较$

&Y@

%

时间
, UWb\

#

N7

"

L*

$

!W<

#

%

7

"

*

$

!<#"C

#

=

"

L*

$

&%P

#

=

"

*

$

化疗前
(@ ""0>1#Y@C>"3 "">@3Y@>@C @C>4"Y3>31 "0>(@YC>#4

化疗后
(@ #0#>4@Y44>(0 #(>0"Y4>C# 4#>C"Y(>(# "">4CY@>"(

6 ##>@(@ ##>C03 #@>"@C 1>$#@

9 $>$$$ $>$$$ $>$$$ $>$$$

表
"

""

化疗前后不同疗效患者血清
UWb\

"

!W<

"

!<#"C

"

&%P

水平比较$

&Y@

%

组别
,

UWb\

#

N7

"

L*

$

化疗前 化疗后

!W<

#

%

7

"

*

$

化疗前 化疗后

!<#"C

#

=

"

L*

$

化疗前 化疗后

&%P

#

=

"

*

$

化疗前 化疗后

有效组
@C ""C>@4Y@@>30 #4">@#Y4$>#C

H

"4>#(Y@>@# ##>14Y4>"4

H

@@>#(Y3>1# "">#4YC>#0

H

"3>4#YC>4# #3>(4Y@>$"

H

无效组
#1 ""3>1#Y@(>4" ""4>#0Y@@>3( "">4"Y@>(4 "">03Y@>C0 @(>$1Y3>0" @@>3(Y3>31 "0>#3YC>$4 "0>(4YC>"#

6 $>"3# 1>@(# $>(3( #$>3$( $>010 #">344 $>01 0>@03

9 $>03$ $>$$$ $>@1C $>$$$ $>@"1 $>$$$ $>@44 $>$$$

""

注!与同组化疗前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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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

"

化疗前后不同疗效患者血清
UWb\

*

!W<

*

!<#"C

*

&%P

水平比较
"

根据疗效将
(@

例患者分为

有效组#

@C

例$和无效组#

#1

例$%化疗
"

个周期后%有

效组患者血清
UWb\

*

!W<

*

!<#"C

*

&%P

水平均较化

疗前降低%且低于无效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9

$

$>$C

$%无效组患者上述指标在化疗前后比较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

9

%

$>$C

$%见表
"

&

C>E

"

血清
UWb\

*

!W<

*

!<#"C

*

&%P

水平与化疗疗

效相关性
"

经
P

N

GHKLHB

等级相关分析%乳腺癌患者

血清
UWb\

*

!W<

*

!<#"C

*

&%P

水平与化疗疗效有显

著相关性#

9

$

$>$C

$%见表
4

&

表
4

""

血清
UWb\

"

!W<

"

!<#"C

"

&%P

水平与

"""

化疗疗效相关性分析

项目
UWb\ !W< !<#"C &%P

7 $>CC( $>3#" $>@C( $>(0#

9 $>$## $>$$$ $>$$1 $>$$4

D

"

讨
""

论

""

乳腺癌诊断较为明确%早期治疗可显著提高患者

生存率%化疗可减少肿瘤细胞播散和转移%是较为有

效的治疗手段%在乳腺癌治疗中应用广泛&化疗药物

在杀伤肿瘤细胞的同时对正常细胞也有一定的损伤%

若患者出现严重的不良反应不能耐受%则影响治疗进

度%且肿瘤细胞存在对化疗药物的不敏感性%导致病

情不能得到有效控制&为避免治疗的盲目性%需对化

疗效果进行准确的评估和预测%目前采取的磁共振和

,

超检查虽有一定准确度%但前者费用较高%后者存

在一定的人为技术偏差%物理检查又会对患者造成损

伤%因此需寻找简单便利*重复性强的评价方法%以便

为化疗方案的选择和调整提供科学依据%实现个体化

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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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血清肿瘤标记物指细胞某些表面糖蛋白和脂类

的表达与癌变程度有关%此类抗原脱落即成为恶性肿

瘤的血清标记物%且亚临床时期即可在血清中表达%

随病情进展表达水平也相应升高%加之其检测便利可

重复%可作为肿瘤诊断和预后判断的重要参考指

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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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Wb\

是已知效果最强的促进血管生成的因

子%而肿瘤的生长和转移依赖于周围血管形成为其提

供营养和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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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往研究表明%

UWb\

在恶性肿瘤

患者血清中水平较高%而在健康人群中表达水平极

低%因此其对于恶性肿瘤具有较高的特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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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

究结果显示%乳腺癌患者经
"

个周期化疗后%有效组

血清
UWb\

水平明显降低%而无效组则无显著变化%

P

N

GHKLHB

等级分析表明
UWb\

水平变化与化疗疗效

明显相关%提示
UWb\

可作为预测乳腺癌化疗效果的

可靠指标&

!W<

是一种酸性糖蛋白%在胃癌*肺癌*乳腺癌等

多种癌症中均有显著表达%是一种灵敏度较高的广谱

血清肿瘤标记物'

##

(

&相关研究表明%

!W<

不仅可作

为乳腺癌高危人群的筛选指标%也能作为预测患者
C

年生存率趋势的因子%当
!W<

异常升高时%患者
C

年

生存率随之下降'

#"

(

&

!<#"C

来源于胚胎发育期体腔

上皮%是一种糖类肿瘤相关抗原%其在恶性肿瘤组织

中表达较高%在癌症诊断和预后判断中有重要意义%

与
!W<

联合检测可提高诊断准确性'

#4

(

&本研究中%

有效组患者血清
!W<

*

!<#"C

水平在化疗
"

个周期

后明显下降%而无效组化疗前后上述指标无明显变

化%

P

N

GHKLHB

等级分析结果也显示
!W<

*

!<#"C

水

平与乳腺癌患者化疗疗效密切相关%表明化疗期间监

测上述两种指标有利于判断患者预后情况%便于治疗

策略的调整&

&%P

在来源于上皮细胞的恶性肿瘤或转移瘤中

呈现高表达的状态%可充分显示肿瘤的生物学特征%

尤其处于肿瘤增生活跃期的患者%其血清中可检测出

高浓度的
&%P

'

#@

(

&作为近几年来较受关注的血清肿

瘤标记物%

&%P

更侧重于反映细胞在体内的恶性增殖

潜能以及肿瘤细胞活跃期的增殖活动状态%与体现肿

瘤负荷的传统血清标记物#

!W<

*

!<#"C

$相比%具有

一定的特殊性'

#C

(

&本研究对
&%P

的检测结果显示%

经
"

个周期化疗后%有效组患者血清
&%P

明显降低%

而无效组无显著变化%经
P

N

GHKLHB

等级分析发现%乳

腺癌患者血清
&%P

水平也与化疗疗效呈显著相关

性%证实了
&%P

可作为化疗期间的监测指标%为化疗

方案的调整提供一定的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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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乳腺癌患者外周血
UWb\

*

!W<

*

!<#"C

*

&%P

水平与化疗疗效有显著相关性%检测上

述指标对预测治疗效果有积极意义%可为临床化疗方

案的选择和改变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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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

30>1?

$%

cP%1$

'

单一检测肺癌的特异度最高

#

1$>$?

$&临床上%常对多种抗原进行筛查以保证筛

查结果的可靠性&本研究将
4

种对肺癌具有一定相

关性的血清抗原分别与
Z8'(0

*

c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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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筛查结果

进行交叉评价&结果显示血清肿瘤标志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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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联合三种血清抗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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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cP%1$

'

进行筛查时%灵敏度可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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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在筛

查过程中将很少出现漏诊现象%同时可保证特异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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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上%对于癌症的筛查多依赖于对多种抗原

的联合检测结果&鉴于对于癌症应采取早发现早治

疗的指导方针%在临床筛查中%应将检测灵敏度作为

考虑的首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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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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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肺癌的筛查具有较高的灵敏

度%对临床筛查具有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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