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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

分析探讨血清游离前列腺特异抗原"

D#O3

#&前列腺特异抗原"

=#O3

#及其比值"

D#O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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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3

#与

前列腺癌骨转移之间的相关性$方法
!

收集
5(

例前列腺癌患者根据骨转移程度分为未转移组&转移组'健康对照

组为
((

例健康体检人群$所有对象均测定血清
D#O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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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计算
D#O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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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
O#OO

软件建立
PcI

曲线!

计算曲线下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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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
D#O3

&

=#O3

在诊断前列腺癌骨转移中的应用价值$结果
!

与对照组相比较!前列腺

癌组
D#O3

&

=#O3

均明显增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前列腺癌患者中!

D#O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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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3

水平均为未转移组小于

转移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以上数值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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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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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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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与前列腺癌骨转移呈正相关!血清
D#O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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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在诊断前列腺癌骨转移中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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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列腺特异抗原$

#O3

&由前列腺上皮细胞分泌#存在于正

常前列腺*良性增生*前列腺癌等组织中#相对分子质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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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单链糖蛋白#具有组织特异性)健康人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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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清游离前列腺

特异抗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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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列腺特异抗原$

=#O3

&及其比值是临床筛

选及发现前列腺癌最有意义的指标#但其在癌骨转移中是否有

诊断和预测价值#鲜有报道)本文旨在分析肿瘤标志物细胞角

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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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可溶性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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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癌骨转移之间的相关性#并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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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线

评价其在癌骨转移诊断中的准确性%并与影像学检测结果相比

较#评价其临床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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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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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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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病例均在有临床指征后#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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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引导细

针穿刺活检或手术后病理确诊)前列腺癌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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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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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健

康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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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所有对象均排除前列腺增生及其他泌尿系统

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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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内无发热及前列腺指征史%所有研究对象均排除原

发性骨病和乳腺癌*肾癌*肺癌等其他容易发生骨转移的病症)

所有试验标本的采集均获患者知情并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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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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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测定完毕)所有试剂和

质控品均为罗氏诊断公司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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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列腺癌骨转移的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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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全身骨静态显像#并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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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以及随访结果确诊骨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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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方法
!

计量资料结果以
H,A

表示#组间均值比较

采用独立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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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计数资料组件比较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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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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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列腺的静脉回流经前列腺静脉丛汇入髂内静脉#与椎静

脉下部有广泛交通#椎静脉丛主要收集椎骨和骨髓的静脉血

液#亦是沟通上*下腔静脉的主要途径之一#正因为如此#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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腺癌很易发生骨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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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射型计算机断层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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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素

骨扫描反映骨骼的血流和骨质代谢状况#具有早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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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发现

骨转移病灶和全身显像的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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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发生骨转移)

本文同时调查并比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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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前列腺癌患者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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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健康

人群的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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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组间比较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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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均有明显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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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线分析结果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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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早期诊断*疗效监测*预后判断中均有着较高的临床应用价

值%联合测定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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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受体基因多态性与老年高血压易感性关系的研究

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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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研究高血压相关基因和高血压的易感性"包括环境易感性&疾病易感性&药物易感性等#在临床

研究中的意义$方法
!

肾素
4

血管紧张素"

P3O

#系统的过度兴奋是高血压发生&发展和并发症的重要病理生理原

因!

&

型血管紧张素
)

"

39

/)

#是
P3O

系统的主要效应物质!本研究通过运用单链构象多态性"

OOI#

#技术&临床

生化检验&影像学等方法意在探讨
&

型血管紧张素
)

受体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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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P

#多态性与高血压发生&发展过程中易

感性的相关性的问题$结果
!

研究发现
36'P

基因
3''**I

在高血压患者与健康对照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可能

36'P

基因
3''**I

频率在黄种人中极低!导致检出率低'

36'P

基因与高血压的发生&发展可能存在生物学关联!

有一个组织特异性范畴!并提示
36'P

基因多态性可能通过间接方式!如在环境易感性&疾病易感性等各种因素情

况下增加组织血浆肾素的摄取或活化!引起局部
P3O

的激活$结论
!

高血压的易感性问题和高血压相关基因在疾

病发展发展过程中一样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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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高血压大国#由于目前治疗模式存在不足#以及0三

率1$知晓率*治疗率*控制率&低下#大多数患者就诊时已经出

现合并症和靶器官损伤#从临床实践看#我国心脑血管事件远

高于欧美国家)目前#中国提出0重视差异#优化实践1为主题

的理念#我国与欧美国家不管是在地域*人群*文化背景*生活

环境习惯都有差异#这就使得药物应用在我国与欧美国家高血

压患者身上#未必有同样的疗效#其中高血压相关基因和高血

压的易感性问题$包括环境易感性*疾病易感性*药物易感性

等&孰轻孰重呢2 同时#肾素
4

血管紧张素$

P3O

&系统的过度兴

奋是高血压发生*发展和发生并发症的重要病理生理原因#

&

型血管紧张素
)

$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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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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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的主要效应物质#

39

/

)

必须通过受体发挥作用#研究表明其受体有
$

种表型#即

36'

*

36&

*

36-

*

36$

#以
36'

*

36&

为主#存在于人体大多组

织中#但功能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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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本研究意在探讨
&

型血管紧张素
)

受

体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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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态性与高血压发生*发展过程中易感

性的相关性的问题)本研究运用单链构象多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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