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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探讨血清癌胚抗原"

S̀ ,

$'细胞角质蛋白"

S

J

F>C"!9!

$'鳞状上皮细胞癌抗原"

*SS9,

K

$和神经

烯醇化酶"

U*̀

$对肺癌诊断的价值%方法
!

采集
4%

例肺癌患者"其中腺癌
"&

例'鳞癌
"%

例'小细胞肺癌
!"

例$和

3'

例肺部良性病变患者血清标本!采用电化学发光免疫法检测%结果
!

S̀ ,

'

S

J

F>C"!9!

'

*SS9,

K

和
U*̀

在肺癌组

的灵敏度分别为
34$"Q

'

3'$'Q

'

3#$!Q

和
34$"Q

!高于肺部良性病变组"

!

#

'$'%

$%

)

期'

*

期肺癌
S̀ ,

'

S

J

9

F>C"!9!

'

*SS9,

K

及
U*̀

的平均含量显著高于
&

期肺癌"

!

#

'$'!

$%将
3

项联合检验!对肺癌诊断的灵敏度上升到

.%$%Q

!高于
3

项单独检测时的灵敏度"

!

#

'$'!

$%结论
!

将
S̀ ,

'

S

J

F>C"!9!

'

*SS9,

K

'

U*̀ 3

项联合检测可提高

肺癌的诊断率!有一定的临床价值%

"关键词#

!

癌胚抗原#

!

细胞角质蛋白#

!

鳞状上皮细胞癌抗原#

!

神经烯醇化#

!

肺肿瘤#

!

诊断

!"#

!

$%&'()(

"

*

&+,,-&$)./0(122&/%$/&$.&%/$

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4."9/3%%

"

"'!"

$

!.9"!%39'"

I;@F+-5==5>56>+;-;<,5?:@IUE

#

I

B

<?8"!0!

#

WII0E

C

8-=OWU<;?7:-

C

68-65?=+8

C

-;,+,

!

39@-,U8*(;8*

!

#

"2"+&(

O

0&

"

&

#

R26-,:*+&(

/

%&

'

"

#

"$6-K+*(

O

*+

"

#

K9@-R*8

"

$

!<9%>

4

*E+D%

G

K?*&8>878J*A*&8%

G

K?8&W?%0

#

90&+&

3"#'''

#

K?*&+

%

"<.8

4

+IEB8&E%

G

78J*A+D1+P%I+E%I

/

#

:*+&

'

&+&$&*C8I>*E

/

#

K?8&W?%0

#

90&+&3"#'''

#

K?*&+

&

'

EF,>?86>

(

!

"F

*

56>+95

!

:7H;?;>6B5;?@;A8B5BAC8DC8E;7FG;>E6S̀ ,

#

S

J

F>C"!9!

#

*SS9,

K

C5HU*̀ B5?@;HBC

K

9

57GBG7F8E5

K

AC5A;>$G5>4;=,

!

:@;G;>E6GC6

=

8;G7F!'%

=

C?B;5?GL;>;;DC8EC?;HF7>"&CH;57AC>AB576CG

#

"%G

b

EC9

67EGA;88AC>AB576CG

#

!"G6C889A;888E5

K

AC5A;>

$

*S1S

&

C5H3'M;5B

K

5

=

E8675C>

J

HBG;CG;G$,88GC6

=

8;GL;>;H;?;A?;H

M

J

;8;A?>7A@;6B8E6B5;GA;5A;B66E57CGGC

J

6;?@7H$H5,:7>,

!

:@;G;5GB?BDB?

J

7FS̀ ,

#

S

J

F>C"!9!

#

*SS9,

K

C5HU*̀ B5

AC5A;>

K

>7E

=

L;>;34$"Q

#

3'$'Q

#

3#$!QC5H34$"Q>;G

=

;A?BD;8

J

#

L@BA@L;>;@B

K

@;>?@C5?@C?7F?@;A75?>78

K

>7E

=

$

!

#

'$'%

&

$:@;CD;>C

K

;DC8E;G7F?E67>6C>g;>GB5G?C

K

;

)

C5H

*

7F8E5

K

AC5A;>L;>;@B

K

@;>?@C5?@C?B5G?C

K

;

&

$

!

#

'$'!

&

$:@;A76MB5;H6;CGE>;6;5?7FS̀ ,

#

S

J

F>C"!9!

#

*SS9,

K

C5HU*̀ A7E8HB5A>;CG;HBC

K

57GBGDC8E;7F8E5

K

AC5A;>

$

!

#

'$'!

&

$I;-67:,+;-

!

:@;A76MB5;H6;CGE>;6;5?7FS̀ ,

#

S

J

F>C"!9!

#

*SS9,

K

C5HU*̀ A7E8HB5A>;CG;HB9

C

K

57GBGDC8E;7F8E5

K

AC5A;>$

'

J5

B

K;?=,

(

!

S̀ ,

%

!

S

J

F>C"!9!

%

!

*SS9,

K

%

!

U*̀

%

!

8E5

K

5;7

=

8CG6G

%

!

HBC

K

57GBG

!!

癌胚抗原$

S̀ ,

&是一种肿瘤胚胎蛋白#用于肺癌诊断较早

的肿瘤标志物+神经元特异性烯醇化酶$

U*̀

&属糖酵解酶#用

于诊断小细胞性肺癌较敏感特异的肿瘤标志物+鳞状上皮细

胞癌抗原$

*SS9,

K

&从子宫颈鳞状上皮细胞癌$简称鳞癌&组

织中分离出的糖蛋白#是一种特异性很好的鳞癌肿瘤标志

物)

!9"

*

+细胞角质蛋白$

S

J

F>C"!9!

&是细胞角蛋白
!/

的可溶性

片段#对肺癌的诊断有较大意义#尤其对非小细胞肺癌的诊断

具有重要价值+本文旨在探讨联合检测此
3

种肿瘤标记物在

肺癌诊断中的价值#以提高对肺癌诊断的灵敏度#提高诊断的

阳性率#做到早诊断,早治疗+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自
"''/

年
/

月至
"'!!

年
!!

月#在湘南学院

附属医院,湘南学院第一附属医院住院及郴州市中医院的肺癌

及肺部良性病变患者的血清标本
!'%

例+肺癌患者
4%

例#其

中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

岁#平均
%.$4

岁%均取得组

织学或细胞学诊断依据#鳞癌
"%

例#腺癌
"&

例#小细胞癌
!"

例+根据
!//.

年国际抗癌联盟$

2_SS

&公布的
:U+

临床分

期!

&

期
!#

例#

)

期
##

例#

*

期
!/

例+所有患者均为初诊患

者#未经抗癌治疗+肺部良性病变患者
3'

例#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4

岁#平均
%%$"

岁#有临床或病理学诊断依据+

$$/

!

检测方法
!

空腹静脉采血#分离血清置
Y"' X

保存待

查%在
S̀1!'!'

全自动免疫分析仪上采用电化学发光技术检

测
S

J

F>C"!9!

,

U*̀

,

*SS9,

K

和
S̀ ,

%

3

项标志物试剂盒均为德

国罗氏公司产品#购于湖南佳城公司+标志物血清参考值

S̀ ,'

!

3$&

#

K

"

1

%

S

J

F>C"!9!'

!

#$#

#

K

"

1

%

*SS9,

K

'

!

"$%

#

K

"

1

%

U*̀ !%$.

!

"'$'

#

K

"

1

+

$$'

!

统计学处理
!

所有实验数据采用
*]**!"$'

软件进行统

计#计数资料采用行
P

列表的
!

" 检验或
!

" 分割法分析#计量

资料采用秩变换后的单因素方差分析及
1*-9?

两两比较#

!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血清
S̀ ,

,

S

J

F>C"!9!

,

*SS9,

K

和
U*̀

在不同种类肺癌

与肺良性病变的比较
!

从表
!

可见#肺癌组病例
4%

例#

S̀ ,

阳性
#'

例#阴性
#%

例#灵敏性为
34$"Q

%

S

J

F>C"!9!

阳性
"4

例#阴性
#/

例#灵敏性为
3'Q

%

*SS9,

K

阳性
"&

例#阴性
#.

例#灵敏性为
3#$!Q

%

U*̀

阳性
#'

例#阴性
#%

例#灵敏性为

3"$4Q

+良性病变病例
!%"

例#阳性
!/

例#阴性
!##

例#灵敏

性为
!"$%Q

+经分割得知!

S̀ ,

测定中#肺癌组与肺良性病变

组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鳞癌与小细胞癌之间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鳞癌与小细胞癌合并后分别与腺癌,肺良性病变差异有

-

3%!"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1CM+;HS8B5

!

*;

=

?;6M;>"'!"

!

T78$/

!

U7$!.



统计学意义%

S

J

F>C"!9!

测定中#肺癌组与肺良性病变组之间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腺癌与小细胞癌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腺癌与

小细胞癌合并后分别与鳞癌,肺良性病变间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SS9,

K

测定中#肺癌组与肺良性病变组之间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腺癌与小细胞癌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腺癌与小细胞癌

合并后分别与鳞癌,肺良性病变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U*̀

测

定中#肺癌组与肺良性病变组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腺癌与

鳞癌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腺癌与鳞癌合并后分别与小细胞

癌,肺良性病变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表
!

!

各种肿瘤标记物在不同种类肺癌与肺良性病变的比较

组别
S̀ ,

阳性 阴性

S

J

F>C"!9!

阳性 阴性

*SS9,

K

阳性 阴性

U*̀

阳性 阴性

腺癌组
!. !! & "' !' !& !! !.

鳞癌组
/ !4 !% !' !4 / !' !%

小细胞癌组
3 & # / " & / #

肺良性病变组
. "# # #/ % #% 3 #4

];C>G75

'

"

!#$3#% "'$!.4 !&$#.% !4$%#&

! '$''3 '$''' '$''" '$''!

/$/

!

肺癌不同分期
S̀ ,

,

S

J

F>C"!9!

,

*SS9,

K

,

U*̀

平均水平

的比较
!

从表
"

可见#

S̀ ,

,

S

J

F>C"!9!

,

*SS9,

K

及
U*̀

水平

随着肿瘤分期增加而呈上升趋势+经秩变换后的方差分析得

知!

*

期肺癌
S̀ ,

水平高于
)

期#

)

期肺癌
S̀ ,

水平高于
&

期%

*

期和
)

期肺癌
S

J

F>C"!9!

,

U*̀

,

*SS9,

K

水平均高于
&

期#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表
"

!

肿瘤不同分期的肿瘤标记物水平

!!

&

N0>

)

#

K

(

1

'

肺癌分期
& S̀ , S

J

F>C"!9! *SS9,

K

U*̀

&

期
!! .$'40"$&% #$/'0!$34 !$.&0!$"4 "'$"403$."

)

期
#" !.$340!!$/& &$#%04$./ "$%40!$/% ".$%&0!#$.%

*

期
!& ""$/"0!.$'! /$/"0.$%! 3$!"0#$"4 #'$4!0!.$'"

秩变换后方差

分析
=

值
!.$4"4

C

!%$4.3

C

4$"3&

M

%$/#!

M

!!

注!

C

!

#

'$'!

#

M

!

#

'$'%

+

/$'

!

3

项肿瘤标记物联合检查对肺癌的诊断意义
!

S̀ ,

,

S

J

9

F>C"!9!

,

*SS9,

K

和
U*̀

联合检查诊断肺癌的灵敏度可提高到

.%$%Q

#明显高于各单项检验的灵敏度$

3'$'Q

!

34$"Q

#

!

#

'$'!

&#其特异性为
.#$%Q

%另外
S̀ ,

,

S

J

F>C"!9!

,

*SS9,

K

,

U*̀

联合检查诊断肺癌的灵敏度还明显高于对照组#其灵敏

度为
!"$%Q

$

'

"

\!%$.4%

#

!

#

'$'%

&+

'

!

讨
!!

论

S̀ ,

,

S

J

F>C"!9!

,

*SS9,

K

和
U*̀

是目前常用的肺癌标记

物+约有
#'Q

!

.'Q

的肺癌
S̀ ,

水平升高#目前研究结果显

示#

S̀ ,

的水平与疾病预后及治疗效果紧密相关)

#

*

+当肿瘤

细胞死亡时溶解的片段释放到血清中#使血清中
S

J

F>C"!9!

含

量升高)

3

*

+

S

J

F>C"!9!

在血液中的升高多见于非小细胞肺癌#

灵敏度为
%'Q

左右#又以鳞癌的灵敏度较高$

.'Q

&#故被认为

是目前检测鳞癌最好的肿瘤标记物)

%

*

+

*SS9,

K

在血液中的升高多见于鳞状细胞肺癌#故被认为

是目前检测鳞癌较好的肿瘤标记物)

39%

*

+

U*̀

小细胞性肺癌

最常表现为神经内分泌性质的肿瘤#故
U*̀

是小细胞性肺癌

最敏感,最特异的肿瘤标志物)

4

*

+灵敏度约为
%'Q

!

.%Q

#在

非小细胞肺癌中的灵敏度为
!'Q

!

#'Q

#其水平高低与肿瘤

大小,治疗应答及疾病转归密切相关)

#

#

%

#

.

*

+

本组患者中#

S̀ ,

在腺癌,

S

J

F>C"!9!

和
*SS9,

K

在鳞癌,

U*̀

在小细胞肺癌中的灵敏度较高#明显高于肺部良性病变

组及其他类型的肺癌#故他们对于该类型肺癌有诊断价值+但

S

J

F>C"!9!

在鳞癌中的灵敏度较文献报道有差异#可能与检测

方法和病例数有关+值得注意的是#通常认为
U*̀

是小细胞

肺癌的标志性指标#但在本组患者中#亦有
3'Q

的非小细胞肺

癌
U*̀

水平上升#高于肺部良性病变及有关文献报道)

.9&

*

#且

集中出现于
)

期,

*

期肺癌患者#可能与非小细胞肺癌肿瘤细

胞中亦含有神经内分泌颗粒有关#病程至晚期后肿瘤负荷增

加#导致
U*̀

水平上升+该类型非小细胞肺癌具有与其他非

小细胞肺癌不同的生物学特性#其部分性质与小细胞肺癌相

似#易转移,对化疗敏感等#其临床意义有待进一步研究)

/

*

+张

伟等)

&

*的研究提示腺癌中的神经内分泌化表达较高#本组病例

在鳞,腺癌中的表达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肿瘤标记物的水平与病程紧密相关#本组数据说明#

)

期,

*

期肺癌中
S̀ ,

,

S

J

F>C"!9!

,

*SS9,

K

和
U*̀

的平均水平高于

&

期#提示肺癌标记物的升高更多见于病程的晚期#且随病程

的发展而上升+本组中
S̀ ,

的最高值为
4!$%

#

K

"

1

,

S

J

F>C"!9

!

为
#!$.

#

K

"

1

,

*SS9,

K

为
%$.

#

K

"

1

,

U*̀

为
.4$4

#

K

"

1

#均出

现于
*

期肺癌患者中+目前已有研究表明#肿瘤标记物的水平

直接影响到疾病预后#且与生存期呈负相关#故定期检测血清

肿瘤标记物水平可作为疾病随访的重要指标+

单一检测
S̀ ,

,

S

J

F>C"!9!

,

*SS9,

K

和
U*̀

水平在肺癌的

诊断中#虽特异性较高$

&"$3Q

!

/!$"Q

&#但灵敏度仍偏低

$

#/$#Q

!

3%$/Q

&#存在一定的假阴性可能#故目前主张将多

种肿瘤标记物联合检测#以提高诊断的灵敏度)

!'9!!

*

+本组数

据显示#联合检测
S̀ ,

,

S

J

F>C"!9!

和
U*̀

可使诊断的灵敏度

上升到
.%$%Q

#高于各单项检测#且
S̀ ,

,

S

J

F>C"!9!

,

*SS9,

K

和
U*̀

的升高侧重于不同病理类型的肺癌#故将
3

项联合检

测可相互补充#对提高肺癌的诊断率有一定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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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对疼痛的护理
!

疼痛兼有生理和心理成分#不仅包含

感觉#而且和认知,情感关系密切+本组有
!'3

例在恢复期有

此种心理状态+护理人员应认真了解疼痛的性质,程度,部位

及时间+理解患者的痛苦#向患者解释疼痛的原因和影响因

素#关心体贴患者#对患者在疼痛中出现的一些过激行为表示

谅解#必要时可采取心理措施缓解疼痛+

$$1

!

心理状况评估
!

应用医院焦虑及抑郁量表$

Z,-

&测定

两组患者护理干预后的心理状态+

Z,-

是一种包括
!3

个项

目的自评量表+其中焦虑及抑郁各占
.

项#每项以
'

!

#

级的

3

级制分别评定焦虑和抑郁#

%

.

分者为无症状#

&

!

!'

分为可

疑#

'

!!

分者为确诊病例)

3

*

+

$$2

!

护理满意度评估
!

自制调查表评价患者对护理工作的满

意度#调查指标包括患者对医疗技术和健康教育效果的评价,

患者对获得医疗和护理服务的满意度等+评分为
!

!

%

分#分

值越高#满意度就越高#其中
!

分为非常不满意#

"

分为不满

意#

#

分为基本满意#

3

分为满意#

%

分为非常满意#将
!

分和
"

分合并代表不满意#

#

分代表基本满意#

3

分和
%

分合并代表满

意#总满意率
\

$满意
R

基本满意&"总例数
P!''Q

+

$$)

!

统计学处理
!

用
*]**!#$'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定

量资料以
N0>

表示#组间比较用
E

检验%率的比较用卡方检

验#

!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心理状况比较
!

观察组患者焦虑评分和抑郁评分均明显

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说明心理护理对

缓解患者的焦虑和抑郁情绪有显著作用#见表
!

+

表
!

!

两组患者干预后焦虑抑郁评分比较&

N0>

)分'

组别
&

焦虑评分 抑郁评分

观察组
/& 4$/03$' 4$40#$%

对照组
// !'$&0#$& /$30#$/

E

值
"$!%' "$".'

!

值
'$'"" '$'#!

/$/

!

护理满意度比较
!

观察组总满意率达到
&&$&Q

$

&.

"

/&

&#而对照组总满意率为
.%$&Q

$

.%

"

//

&#两组比较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

#

'$'%

&#观察组实施心理护理后明显提高了护理

满意度#见表
"

+

表
"

!

两组护理满意度比较

组别 满意 基本满意 不满意
'

"值
!

值

观察组$

&\/&

&

对照组$

&\//

&

4#

#/

"3

#4

!!

"3

!!$43 '$''#

'

!

讨
!!

论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公路,交通以及城乡建设面貌

日新月异#私家车也越来越多#但也导致交通事故频发#以及在

楼房建设中意外情况的发生#导致颅脑损伤屡见不鲜#而颅脑

损伤又常常合并有血肿的发生#给病情带来多变的特点#因此

要及时进行血肿清除手术+作为医护人员#在清除术后应密切

观察病情#采取有效的护理措施对提高治愈率,改善患者预后

有重要意义+

心理护理是运用心理学的技术和方法#对患者潜在的心理

需求和心理问题给予关心和帮助#以满足患者的需要#解决心

理问题#提高患者和家属对疾病的适应能力#进而促进患者成

熟和发展)

%

*

+作者通过对患者的观察#发现血肿清除术后患者

存在有不同的负性心理状态#并针对这些不同的心理状态#采

取了不同的心理护理措施%通过与对照组的比较#心理护理的

实施可以明显缓解患者焦虑,抑郁情绪#而且有利于改善护患

关系#提高护理满意度+在实施过程中作者充分体会到心理护

理的关键是要掌握心理护理的技巧#在护理中要强调对患者的

鼓励#调动他们配合治疗和护理的积极性#及时肯定他们的每

一点进步)

4

*

+此外护士应注意与患者建立相互信任的护患关

系#只有取得患者的信任#患者才会把自己的想法,感受及痛苦

告诉护理人员#护士在与患者交谈的过程中才能充分把握患者

的心理特征#然后采取有针对性的护理措施+

心理护理的实施效果也充分说明了心理因素在疾病预后

中的重要作用#良好的心理状态有利于疾病的恢复#相反则会

妨碍疾病的恢复)

.

*

+对不同类型的心理问题采取针对性的心

理护理措施#能够缓解患者心理压力#提高护理满意度和生活

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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