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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9=

为丙氨酸氨基转移酶#

<P=

为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

^̂ =

为谷酰转肽酶#

<9.

为碱性磷酸酶#

9O-

为乳酸脱氢酶#

=.

为总蛋白#

<9K

为清蛋白#

=KB8

为总胆红素#

OKB8

为直接胆红素#

bD

为尿素#

HD>

为肌酐#

8̂"

葡萄糖#

b<

为尿酸#

=H

为总胆固醇#

=̂

为三酰甘油#

-O9$H

为

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

为钾#

X@

为钠#

H8

为氯#

=>@

为三乙醇胺#

.

为磷)所有溶血标本的检验结果与正常血清相比#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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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前.

c

/代

表负干扰#.

e

/代表正干扰)

/5'

!

校正方法
!

对溶血程度较敏感且较大的几项生化指标进

行回归分析#见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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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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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溶血程度较敏感且较大的几项生化指标的

!!

回归分析及可接受性

项目 回归方程式 相关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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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液在采集*分离*运送及保存过程中#由于多种原因#可

以造成血液中红细胞的破裂#从而使红细胞内的化学成分释放

到血清当中,

/

-

#对多种生化检验项目的检验结果造成不同程度

的影响)随着全自动生化分析仪的广泛应用#分析过程的标准

化#使得分析前标本的质量对生化检验结果准确性的影响越来

越重要,

:

-

)本组研究中#所有情况的血液进行血常规和生化检

查#结果与正常血清相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综上所述#不同浓度的溶血样本均对生化检验结果有影

响#采用回归分析后#可以有效地对结果进行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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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研究!

胸腔积液乳酸脱氢酶 蛋白定量及其与血清蛋白比值

临床价值

黄新明!高绪锋!张守永!郑
!

勇!孙
!

磊"安徽医科大学附属六安医院检验科!安徽六安
!

/:+))'

#

!!

"摘要#

!

目的
!

探讨胸腔积液乳酸脱氢酶"

9O-

#%蛋白质及其与血清总蛋白"

=.

#比值检测在临床的应用价

值$方法
!

采用美国强生全自动干生化分析仪分别对细胞学确诊癌性胸腔积液和良性胸腔积液各
()

例进行分析!

检测其胸腔积液
9O-

%蛋白质及其血清
=.

含量!并计算出胸腔积液蛋白&血清
=.

比值$结果
!

癌性胸腔积液

9O-

%蛋白质及胸腔积液蛋白&血清
=.

比值依次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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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性胸腔积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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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白质及胸腔积液蛋白&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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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值依次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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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症组胸腔积液
9O-

%蛋白质和胸腔积液蛋白&血清
=.

比值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5)'

#'癌症组与对照组血清
=.

之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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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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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O-

%蛋白定量及其与血清

=.

比值是良%恶性肿瘤胸腔积液鉴别诊断的良好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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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腔积液良*恶性的鉴别诊断一直是困惑临床医师的一项

难题#如何为临床提供更加准确*更具有诊断性的检验结果是

检验工作人员不懈努力的目标)传统的胸腔积液性质检查法

的特异性和敏感性均不高#且单项指标的假阳性和假阴性也不

同程度地存在#为了解癌症患者和良性疾病引起的胸腔积液中

乳酸脱氢酶$

9O-

%*蛋白质及其与血清总蛋白$

=.

%比值之间

的差异)本研究通过对本院
/)**

年
;

月至
/)*/

年
'

月
;)

例

住院患者胸腔积液进行分析#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5$

!

一般资料
!

;)

例临床胸腔积液样品均来自本院住院患

者#其中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

岁#平均年龄
4:54

岁)

癌症组
()

例为癌性胸腔积液#对照组
()

例为良性胸腔积液)

$5/

!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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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腔积液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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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心
'7B6

#取

上清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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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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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美国强生全自动干化学分析仪及其配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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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剂盒#以速率法测定
9O-

*蛋白质和
=.

含量)吸取沉淀物

*)

!

*'

#

9

于洁净玻片一端推成薄膜数张#自然干燥#滴加瑞

氏染液数滴以覆盖薄膜#滴加
G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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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磷酸盐缓冲液与

染液混匀染色
'

!

;7B6

#水冲洗#待干)先用低倍镜浏览全片#

遇有可疑细胞用油镜鉴定分类,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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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处理
!

采用
P.PP**5'

进行统计处理#结果以
Ih

G

表示#各组数据之间的两两比较采用
@

检验)

/

!

结
!!

果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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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落细胞学
!

/)

例癌症患者胸腔积液中均找到典型的

癌细胞#其体积和细胞核增大#有的细胞可见核仁#胞浆较多#

核浆比例失调#见图
*

)癌细胞组织学分型腺癌
2)5)3

#鳞癌

/5'3

#未分化癌
+5'3

)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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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腔积液中的癌细胞&瑞氏染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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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腔积液
9O-

*胸腔积液蛋白"血清
=.

比值
!

癌症组

9O-

*胸腔积液蛋白"血清
=.

比值水平显著高于对照组$

!

%

)5)'

%#胸腔积液
9O-

*蛋白"血清
=.

比值可作为鉴别良*恶

性胸腔积液的较好的指标#见表
*

)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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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白(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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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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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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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与对照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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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腔积液蛋白和血清
=.

!

癌症组
=.

显著高于对照组#

与对照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5)'

%(癌症组血清

=.

和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5)'

%(因此#可见

胸腔积液蛋白可作为鉴别良*恶性胸腔积液的较好的指标#血

清
=.

不可作为鉴别良*恶性疾病#见表
/

)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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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胸腔积液蛋白和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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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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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别 胸腔积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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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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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血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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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症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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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与对照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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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人一般在浆膜腔内不存在大量积液#只有在病理情况

下才产生积液#按积液性质可分为漏出液和渗出液)目前#尚

没有一种指标能够完全区分各种性质不同的胸腹腔积液疾病#

在胸腹水检查中#常常包括理学检查$细胞计数及形态学检

查%*化学检查$包括糖*脂类*蛋白质类*胆红素类*酶类等%*免

疫学检查#以及肿瘤标记物检测#这些项目的检测为胸腹腔积

液来源的鉴别提供了依据#在鉴别渗出液和漏出液及良*恶性

胸腹水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各种疾病状态引起胸腹腔积液时#血清及周围组织中的

9O-

会进入胸腹腔积液中导致
9O-

总活力升高)肿瘤组织

产生了过量的
9O-

#致使体液中
9O-

总活力及同工酶改变)

因此#

9O-

产生的量与肿瘤组织的代谢活性和增殖力成正比#

故可通过测定
9O-

的总量以及分析其同工酶谱进行恶性疾

病的诊断和恶性程度的判断#研究表明#

?9O-

水平可作为成

人
<99

的病情动态观察和疗效*预后监测的重要参考指标,

/

-

)

唐玉霞和武迪,

:

-报道恶性和结核性胸腔积液中
9O-

均明显

高于参考值#两者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5)'

%#但癌症

组胸腔积液与血清
9O-

比值高于结核性胸腔积液组#两者相

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5)'

%)因此#

9O-

水平高低可以

作为良恶性胸腹腔积液的鉴别诊断依据)郭喜朝等,

(

-报道如

果以胸腹腔积液中
=.

"血清
=.

比值以
)5(

为界限#比值大于

)5(

者#癌性占
;(543

#由此可以鉴别肝硬化或癌症引起的胸

腹腔积液)

研究结果显示#癌症组胸腔积液
9O-

*蛋白质及蛋白质"

血清
=.

比值活性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5)'

%#

9O-

*蛋白质及蛋白质"血清
=.

比值可作为鉴别良*

恶性胸腔积液较好的指标(与相关研究报道结果相一致,

'$4

-

)

用胸腔积液和血清生化指标比值排除个体差异的影响#更能直

接反映疾病的病理生理过程#比单独使用胸腔积液的诊断意义

更大#临床开展胸腔积液与血清
=.

#

9O-

比值联合检测#对临

床胸腔积液的鉴别诊断具有重要的意义,

+

-

)本研究还表明癌

症组血清
=.

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5)'

%#其

不可作为鉴别良*恶性疾病的指标)

综上所述#有关胸腹腔积液性质的鉴别方法有多种#但每

一种方法均有其相对的局限性)此外#胸腹腔内的漏出液可因

液体被吸收后转变为渗出液#漏出液也可因机体并发感染而导

致多种血浆成分或细胞渗出)因此#鉴别胸腹腔积液的性质时

不但需要结合多种实验室检查结果#而且还应结合患者相关的

临床资料才能准确判断其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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