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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腺癌患者的
!W<

阳性率显著高于鳞癌患者和小细胞

癌患者%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9

$

$>$C

$&小细胞癌

患者的
VPW

阳性率显著高于腺癌患者和鳞癌患者%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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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水平对比的结果显示!

Z8'(0

在癌组织中表达的阳

性率为
3C>0?

#

4$

例$%而癌旁组织中
Z8'(0

的阳性率

则为
$?

#

$

例$%见表
@

&

表
@

""

肺癌患者癌及癌旁组织
Z8'(0

表达水平对比$

,

%

,

#

___

$ #

__

$ #

_

$ #

2

$ 阳性率#

?

$

肺癌组织
4C @ #( #$ C 3C>0

癌旁组织
4C $ $ $ 4C $>$

C>E

"

血清肿瘤标志物联合
Z8'(0

*

cP%1$

'

检测肺癌

的特异度和灵敏度对比
"

Z8'(0

单一检测肺癌的灵敏

度最高#

3C>0?

$%

cP%1$

'

单一检测肺癌的特异度最

高#

1$>$?

$%血清肿瘤标志物
!W<

*

VPW

和
!e'

\/<"#'#

联合
Z8'(0

*

cP%1$

'

检测肺癌的灵敏度达

到
#$$?

&见表
C

&

表
C

""

血清肿瘤标志物联合
Z8'(0

"

cP%1$

'

检测肺癌的特异度和灵敏度对比

肿瘤标志物 肺癌组阳性例数#

,

$ 对照组阳性例数#

,

$ 灵敏度#

?

$ 特异度#

?

$

!W< "0 0 @(>( 3(>$

VPW "3 ( @3>4 33>$

!e\/<"#'# "0 ( @(>( 33>$

Z8'(0 4$ 2 3C>0 2

cP%1$

'

@1 C 3@>@ 1$>$

!W<_VPW_!e\/<"#'#_Z8'(0 CC 3 1@>3 3@>$

!W<_VPW_!e\/<"#'#_cP%1$

'

C4 ## 1#>@ 03>$

!W<_VPW_!e\/<"#'#_Z8'(0_cP%1$

'

C3 #"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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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2

表示无此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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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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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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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清中的
!W<

*

VPW

*

!e\/<"#'#

是目前临床

上用于肺癌检测的常用指标&

!W<

最早发现于胎儿

和结肠癌相关组织中%是最广谱的肿瘤标志物%常见

于胃癌*肺癌*乳腺癌等恶性肿瘤'

0'3

(

&

!W<

用于肺腺

癌的检测能显著提高肺腺癌的检出水平%本研究中腺

癌患者的
!W<

阳性率显著高于鳞癌患者和小细胞癌

患者#

9

$

$>$C

$&

VPW

是小细胞肺癌最灵敏和特异

的肿瘤标志物%本研究中小细胞癌患者
VPW

阳性率

显著高于腺癌和鳞癌患者#

9

$

$>$C

$+但是
VPW

非常

不稳定%在检测过程中发生溶血会导致结果升高%从

而导致误判'

3'#$

(

&

!e\/<"#'#

是检测肺癌的经典指

标%本研究结果显示其对鳞癌最为敏感#阳性率

(#>C?

$%对腺癌*小细胞癌的灵敏度依次降低%与已

有的文献报道一致'

##'#4

(

&综上可知!仅靠血清肿瘤标

志物来对肺癌进行诊断的检测灵敏度和特异度相对

较差%无法很好地描述肿瘤的特性%易造成临床误判%

因此需联合其他的标志物进行多维诊断%才能提高诊

断的准确率&

Z8'(0

是一种细胞核抗原%由于其功能与有丝分

裂密切相关%可作为细胞增殖旺盛的标志物%已有研

究者发现其与一些肿瘤的恶性程度呈正相关'

#@

(

&比

较
Z8'(0

在癌组织和癌旁组织中的阳性率%认为
Z8'

(0

对肿瘤检测的特异度较高%避免了其他抗原可能产

生的良性病变导致检测结果阳性的误判&

cP%1$

'

是

一种细胞质蛋白质%具有分子伴侣功能%能够维持癌

基因蛋白的稳定性%在正常情况下仅在细胞内表达%

但当细胞发生恶变或在应激状态下时%其表达增多并

在胞外分泌表达'

#C

(

&

"$#4

年%罗永章团队通过肺癌

临床试验证明血浆
cP%1$

'

是一种全新的肿瘤标志

物&目前已经有商业化的
cP%1$

'

检测试剂盒被批

准上市%在临床应用于癌症抗原筛查&有研究对手术

和内科治疗的肺癌患者血浆中
c.

N

1$

'

含量进行动态

监测%发现其水平变化与患者病情变化具有相关

性'

#(

(

&本研究中肺癌组患者
cP%1$

'

表达水平及阳

性率均显著高于对照组#

9

$

$>$C

$%进一步支持了上

述论据&

本研究结果显示!

Z8'(0

单一检测肺癌的灵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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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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的筛查结果

进行交叉评价&结果显示血清肿瘤标志物
!W<

*

VPW

和
!e\/<"#'#

同时联合三种血清抗原*

Z8'(0

和

cP%1$

'

进行筛查时%灵敏度可达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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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0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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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

结
""

论

""

血清肿瘤标志物
!W<

*

VPW

和
!e\/<"#'#

联合

Z8'(0

和
cP%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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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