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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目的
!

检测血清胃蛋白酶原比值"

VT(

#%血清低氧诱导因子
6/

.

"

&%P6/

.

#和癌胚抗原 "

.]5

#在胃癌中的表达水平!

并探讨其单独或联合检测在胃癌中的诊断价值$方法
!

采用回顾性研究方法!抽取
#"/0

年
/

月至
#"/+

年
!

月在该院收治的
/""

例胃癌患者为观察组!选择同期体检的
/""

例健康者为对照组!分别抽取两组对象的空腹静脉血!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检测

VT(

和
&%P6/

.

!采用化学发光法检测
.]5

的表达水平$结果
!

观察组
VT(

水平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1"0

#!观

察组
&%P6/

.

及
.]5

水平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1"0

#$

VT(

和
&%P6/

.

诊断胃癌的灵敏度较高!两者均显著

高于
.]5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1"0

#'

&%P6/

.

和
.]5

诊断特异度较高!均明显高于
VT(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1"0

#'

&%P6/

.

的诊断准确度高于
VT(

和
.]5

!但各指标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1"0

#$

VT(

%

.]5

和
&%P6/

.

*

项标志物联合检测

的灵敏度最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1"0

#'

VT(

%

.]5

和
&%P6/

.

*

项标志物联合检测的特异度最高!其明显高于
VT(-

.]5

%

&%P6/

.

-VT(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1"0

#!但与
.]5-&%P6/

.

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1"0

#'

VT(

%

.]5

和
&%P6

/

.

*

项标志物联合检测的准确度最高!与各组合间相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1"0

#$结论
!

联合检测
VT(

%

&%P6/

.

和
.]5

具有高敏感度%特异度和准确度的特点!能有效提高胃癌的诊断效率!有助于胃癌的筛查和早期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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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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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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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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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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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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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胃癌是最常见的消化道恶性肿瘤之一#其发病率居恶性肿

瘤第
!

位#病死率居恶性肿瘤第
#

位#然而其早期诊断率却很

低(

/

)

'因早期胃癌治疗预后较好#故早期筛查和诊断是改善胃

癌预后的关键'研究表明#肿瘤标志物常常早于临床症状在血

清中表达#对于肿瘤的筛查及早期诊断起到重要作用&且血清

肿瘤标志物检测具有简单-定性-定量-无创-有效等特点#使其

成为近年来的研究热点(

#

)

'研究报道#临床上被广泛用来筛查

和诊断胃癌的肿瘤标志物#主要包括糖类抗原
/77

$

.5/77

%-

.5/#0

-

.54#!

-

.50"

-

.5/0*

-癌胚抗原$

.]5

%-甲胎蛋白

$

5PV

%-及新近研究发现的低氧诱导因子
6/

.

$

&%P6/

.

%-血清胃

蛋白酶原比值$

VT(

%等(

*60

)

'因单一肿瘤标志物的假阴性率和

假阳性率较高#单独用以上标志物来诊断胃癌的特异度和敏感

度均有限#故联合检测肿瘤标志物可早期诊断胃癌以及判断预

后(

+

)

'本研究通过单独和联合检测胃癌患者血清中
&%P6/

.

-

VT(

和
.]5

的表达水平#分析上述
*

项肿瘤标志物联合检测

在胃癌中的临床应用价值#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1$

!

一般资料
!

观察组抽取
#"/0

年
/

月至
#"/+

年
!

月在本

院收治的胃癌患者
/""

例$均经病理活检检查确诊%#其中男

!,

例#女
0#

例&年龄
*0

#

+0

岁#平均
0!1+

岁'对照组抽取同

时期本院的健康体检者
/""

例#其中男
0*

例#女
!4

例&年龄

*"

#

+7

岁#平均
0*10

岁'两组检测对象年龄-性别等一般资

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1"0

%#具有可比性'

$1/

!

仪器与试剂
!

分别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S%$5

%试剂

盒检测
&%P6/

.

和
VT(

$芬兰百得有限公司%#采用酶标仪$奥

地利
8].5W$iW(%$]

%判读结果&采用罗氏
=+"/

电化学发

光分析仪和配套试剂化学发光法检测
.]5

'

$1'

!

方法
!

所有对象均抽取
0LS

空腹静脉血#以
*0""F

"

L:;

转速离心
0L:;

后收集上层血清置于
3#"X

冰箱保存待

测#需排除黄疸-溶血-脂血等血清标本'复融后采用
]S%$5

方法检测
VT(

及
&%P6/

.

#化学发光法检测
.]5

&所有肿瘤标

志物检测的操作流程均严格按照相应试剂盒说明书以及仪器

所规定的标准操作流程进行#且参考值范围按照试剂盒推荐的

标准执行'

$11

!

判定标准(

4

)

!

检测指标阳性界定值!

VT(

#

!

#

.]5

$

0

'

@

"

S

#

&%P6/

.$

00

N@

"

S

&特异度
f

真阴性例数"$真阴性例

数
-

假阳性例数%

g/""2

#敏感度
f

真阳性例数"$真阳性例

数
-

假阴性例数%

g/""2

#准确度
f

$真阳性例数
-

真阴性例

数%"总例数
g/""2

'

$12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V$$/71"

统计软件进行分析#计量

资料以
I\C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检验&计数资料以百分数表

示#组间比较采用
!

# 检验#以
!

#

"1"0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1$

!

两组血清中
VT(

-

.]5

和
&%P6/

.

表达水平比较
!

观察

组与对照组相比#观察组
VT(

值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1"0

%&

.]5

和
&%P6/

.

检测值均升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

义$

!

#

"1"0

%'见表
/

'

表
/

!!

两组血清肿瘤标志物表达水平比较#

I\C

$

组别
0 VT( .]5

$

'

@

"

S

%

&%P6/

.

$

N@

"

S

%

观察组
/"" #17,\"1!,

"

/,1#!\*1*#

"

/4#1!#\*#1/#

"

对照组
/"" +147\/1", #1#!\"1#4 !/1*4\,174

!!

注!与对照组相比#

"

!

#

"1"0

'

/1/

!

单独检测各项标志物对胃癌的诊断效率比较
!

本研究中

单一标志物诊断胃癌灵敏度由高到低分别为
VT(

-

&%P6/

.

-

.]5

#其中
VT(

诊断胃癌的灵敏度显著高于
.]5

-

&%P6/

.

#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

"1"0

%&特异度由高到低分别
.]5

-

&%P6/

.

-

VT(

#其中
&%P6/

.

-

.]5

特异度均显著高于
VT(

#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

#

"1"0

%&准确度由高到低分别为
&%P6/

.

-

VT(

-

.]5

#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1"0

%'见表
#

'

表
#

!!

肿瘤标志物单项检测对胃癌诊断效率比较#

2

$

检测指标 灵敏度 特异度 准确度

VT( 441"

"

+#1" +710

.]5 !#1" 7"1"

,

++1"

&%P6/

.

+!1"

"

,#1"

,

4*1"

!!

注!与
.]5

比较#

"

!

#

"1"0

&与
VT(

比较#

,

!

#

"1"0

'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4

年
0

月第
/!

卷第
7

期
!

SAJ'=G.D:;

!

'A

I

#"/4

!

U9D1/!

!

W917



/1'

!

联合检测各项肿瘤标志物对胃癌的诊断效率比较
!

VT(

-

.]5

和
&%P6/

.

*

项标志物联合检测的灵敏度最高$

!

#

"1"0

%&

VT(

-

.]5

和
&%P6/

.

*

项标志物联合检测的特异度最

高#其显著高于
VT(-.]5

-

&%P6/

.

-VT(

#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

#

"1"0

%#但与
.]5-&%P6/

.

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1"0

%&

VT(

-

.]5

和
&%P6/

.

*

项标志物联合检测的准确

度最高#与各组合间相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1"0

%'见

表
*

'

表
*

!!

联合检测肿瘤标志物对胃癌诊断效率比较#

2

$

检测指标 灵敏度 特异度 准确度

VT(-.]5 471" ,/1" ,"1"

.]5-&%P6/

.

4#1" 7"1" ,/1"

&%P6/

.

-VT( ,"1" ,!1" ,#1"

VT(-.]5-&%P6/

.

,41" 7/1" ,71"

'

!

讨
!!

论

近年来研究表明#

VT(

对胃癌有较高的诊断价值'

VT(

按其免疫原性和生化性质可分为两个亚群#即
VT(

$

和
VT(

%

'

VT(

主要由胃底腺主细胞和黏液颈细胞分泌#还可由贲

门腺-幽门腺和十二指肠上段的
YFH;;=F

腺分泌'研究表明#

一般情况下血清
VT(

常维持在稳定水平#一方面血清
VT(

不

仅可反映胃黏膜细胞和腺体的数量#还可反映不同部位胃黏膜

的状态以及分泌功能&另一方面当胃黏膜病变时#

VT(

分泌细

胞病变#血清
VT(

水平也随之发生相应变化#进而血清也发生

相应的变化(

,

)

'大量研究表明
VT(

水平降低与胃黏膜细胞腺

体萎缩进展密切相关#故
VT(

对筛查早期胃癌及胃癌诊断具

有重要作用(

7

)

'研究表明#低氧$血氧分压
&

/"LL &

@

%是恶

性实体肿瘤内的特殊微环境#是实体瘤的重要特征之一'一方

面#低氧诱导因子
&%P6/

通过结合低氧反应元件$

&(]

%参与

调控肿瘤的增殖凋亡-血管新生-转移及耐药等多种生物学行

为相关关键靶基因#这是促进恶性肿瘤进展-远处转移-导致放

化疗抵抗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关键调节效应因子
&%P6/

通过参与调控包括血管内皮生长因子$

U]TP

%在内的与肿瘤

恶性生物学行为相关的多种关键靶基因#因此
&%P6/

成为近

年来肿瘤领域研究的热点与难点(

/"6//

)

'

.]5

属蛋白多糖复合

物#主要存在于胃-胰腺-结直肠-肺及卵巢等恶性肿瘤中#是临

床常见的一种广谱肿瘤标志物'研究认为
.]5

与胃癌增殖-

浸润转移具有相关性'因其具有良好的特异度和准确度#在临

床已成为诊断胃癌及随访的重要肿瘤标志物之一(

//

)

'

前期研究提示
VT(

和
&%P6/

对胃癌的诊断以及预后判

断有重要意义#但是它们的诊断效率是否优于
.]5

这些传统

的肿瘤标志物#联合检测是否有助于提高胃癌的诊断效率尚处

于探索阶段'因此#本研究对胃癌患者血清中
VT(

-

.]5

和

&%P6/

.

表达水平进行检测#与健康对照者进行比较分析#单项

和联合检测上述肿瘤标志物并比较其诊断效率指标结果#从而

判断各项标志物单独和联合检测在胃癌诊断中的应用价值'

本研究结果显示#胃癌组血清
VT(

值降低#

.]5

和
&%P6

/

.

检测值均明显升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1"0

%#提示

上述
*

项指标不仅是筛查胃癌的可靠标志物#而且可以有助于

胃癌的诊断和鉴别诊断#这与其他学者的前期研究结果是一致

的(

4

#

//

)

'本研究中单项标志物检测时#

VT(

和
&%P6/

.

诊断胃

癌的灵敏度虽明显高于
.]5

#但其诊断灵敏度均不高#这与既

往的研究结果一致(

0

#

4

)

'

.]5

和
&%P6/

.

诊断特异度较高#且

均显著高于
VT(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1"0

%'

*

项指标的

准确度检测中#

&%P6/

.

的诊断准确度相对较高#但各指标间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

!

$

"1"0

%'因此本研究认为传统胃癌标志

物
.]5

特异度虽高#但和
VT(

和
&%P6/

.

相比#灵敏度和准确

度均较低#较低的灵敏度和准确度可能会限制其临床应用价

值'本研究将
VT(

-

.]5

和
&%P6/

.

*

项标志物联合检测#结

果发现#

VT(

-

.]5

和
&%P6/

.

*

项标志物联合检测的灵敏度

最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1"0

%&

VT(

-

.]5

和
&%P6/

.

*

项标志物联合检测的特异度最高#显著高于
VT(-.]5

-

&%P6

/

.

-VT(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1"0

%&

VT(

-

.]5

和
&%P6

/

.

*

项标志物联合检测的准确度最高#且与各组合相比差异均

有统计学意义$

!

#

"1"0

%'这一结果提示联合检测
VT(

-

.]5

和
&%P6/

.

对诊断胃癌具有良好灵敏度-特异度和准确度'

综上所述#本研究认为联合检测
VT(

-

.]5

和
&%P6/

.

不

仅能有效提高上述标志物单独检测时对胃癌的灵敏度-特异度

和准确度#而且可以弥补单项检测胃癌时的不足#从而更有助

于胃癌的筛查和早期诊断#此外对胃癌术后随访或化疗后动态

监控及判断预后具有一定的临床价值#需要进一步扩大样本量

和增加临床资料等方面进行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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