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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K

在原发性肝癌诊断中的应用价值"

邱志琦&

!王欣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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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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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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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医科大学!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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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目的
!

探讨血清中拮抗剂
(

诱导的蛋白"

K#2̂ /-

(

%'甲胎蛋白"

/UK

%在原发性肝癌"

KA"

%患者

诊断中的临床价值&方法
!

收集
$%&*

年
'

月到
$%&+

年
(

月于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住院的
*$

份
KA"

血清标

本"

KA"

组%!

(+

份肝硬化肝炎"肝硬化肝炎组%'

.%

份肝恶性肿瘤患者"肝恶性肿瘤组%和
&%%

份健康体检者血

清标本"体检组%&分别检测各组标本
K#2̂ /-

(

和
/UK

水平!分析
K#2̂ /-

(

和
/UK

单独检测与联合检测灵

敏度与特异性&结果
!

单独检测血清
K#2̂ /-

(

和
/UK

水平在
KA"

组'肝硬化肝炎组'肝恶性肿瘤组和体检

组中!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

%&各组联合检测
K#2̂ /-

(

和
/UK

的阳性率均高于单独检测$单独检测

K#2̂ /-

(

的灵敏度为
++)0T

!单独检测
/UK

的灵敏度为
0()$T

!联合检测
K#2̂ /-

(

和
/UK

的灵敏度为

1*)+T

!单独检测
K#2̂ /-

(

和单独检测
/UK

与联合检测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

%&结论
!

K#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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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肝癌的诊断中具有重要意义!与
/UK

相比可提高诊断灵敏度与特异度!二者联合检测对肝癌早期诊断

及治疗监测具有重要临床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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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发性肝癌)

KA"

*是全世界最常见的腹部癌症

之一"也是肝脏最常见的恶性肿瘤"发生率高"病死率

高"病死率在消化系统恶性肿瘤中列第
'

位"我国每

年死于肝癌的约
&&

万人"占全世界肝癌死亡人数的

(.T

'

&-'

(

#据统计发现"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就诊患

者中任何年龄段均可发病"且肝癌患者多见于男性"

这可能跟男性患者喜欢抽烟$饮酒$饮茶$喝咖啡$熬

夜等饮食生活习惯有关"该病发病较为隐匿"大多数

&

00''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H=LG8B"5:E

!

J4387L8>$%&+

!

245)&.

!

J4)$$

"

基金项目"广东省佛山市医学类科技攻关项目)

$%&./@%%'&1

*#

!!

作者简介!邱志琦"女"副主任技师"主要从事临床生化工作#



肝癌被确诊时已处于中晚期#目前临床上诊断肝癌

主要以甲胎蛋白)

/UK

*结合影像学$病理学检查"

/UK

是自
$%

世纪
0%

年代就开始使用的肝癌标志物"

也是目前肝癌最常用的肿瘤标志物'

(

(

#但
/UK

诊断

早期肝癌的灵敏度和特异度较低"且假阴性率较高"

使患者不能尽早发现疾病而错过最佳治疗时间#近

年来人类异常凝血酶原作为一种新型的肝癌肿瘤标

志物出现在临床"即维生素
^

缺乏或拮抗剂
(

诱导的

蛋白)

K#2̂ /-

(

*"其影响因素较少"只有在缺乏维生

素
^

患者中才引起升高#

K#2̂ /-

(

最早于
&1+(

年

被发现在一定比率肝癌患者中升高且具有较高特异

性'

.-*

(

#我国是
KA"

的高发区"肝癌一直是恶性肿瘤

防控的重点#为进一步研究
K#2̂ /-

(

和
/UK

在

KA"

诊断中联合应用的价值"本文选取
$*%

例在佛山

市第一人民医院就诊的患者血清进行比对分析"现报

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收集
$%&*

年
'

月至
$%&+

年
(

月在

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住院的
$*%

例患者血清标本"其

中男
&+$

例"女
0+

例"年龄
$.

#

01

岁"平均年龄

)

'1)*&b0)$%

*岁#其中肝细胞癌患者
*$

例)

KA"

组*"男
.'

例"女
1

例"年龄
$.

#

0*

岁"平均年龄

)

(1)'&b+)'$

*岁#肝硬化肝炎患者
(+

例)肝硬化肝

炎组*"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01

岁"平均年龄

)

*&)&+b+)0&

*岁#肝恶性肿瘤
(%

例)肝恶性肿瘤

组*"男
''

例"女
0

例"年龄
'$

#

0&

岁"平均年龄

)

..)'+b0)1'

*岁#同期健康体检者
&%%

例)体检

组*"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1

岁"平均年龄

)

.%)0.b1)%&

*岁#

KA"

的诊断标准符合
$%&&

年国

家卫生部制订的/原发性肝癌诊疗规范)

$%&&

年

版*0

'

0

(

#所有受检者均在未接受有效治疗前自愿参

与本课题研究并签署知情同意书"受检者均可配合研

究"完成研究整个过程#对照组受检者均经
@

超排除

其他腹部疾病#

$)/

!

方法

$)/)$

!

血清标本采集
!

受检者空腹
&%

#

&$D

后清

晨抽血"避免抽烟$饮酒$饮茶$咖啡"禁用维生素
^

拮

抗剂和抗生素给药"避免大量体力活动"禁止服药#

采集静脉血
'7H

"

(%%%>

%

7:E

离心
.7:E

后"取上清

液立即检测#

$)/)/

!

K#2̂ /-

(

$

/UK

水平检测
!

K#2̂ /-

(

检测

仪器采用
HWG#KWH!P?G M&$%%

全自动化学发光

免疫分析系统"试剂采用配套的异常凝血酶原)

K#2-

/̂-

(

*检测试剂盒)化学发光法*)富士瑞必欧株式会

社*#

/UK

检测仪器采用
"4L=IP*%$

电化学发光免

疫分析仪及配套试剂)

,49D8

*#所有校准品及质控均

为配套#检测系统所有性能参数均通过实验室性能

验证"符合实验室要求"所有操作严格按照厂家提供

的操作说明书进行#

$)/)'

!

观察指标
!

本研究观察指标包括血清
K#2-

/̂-

(

$

/UK

水平"单独血清
K#2̂ /-

(

$

/UK

检测确

诊肝癌"二项均为阳性诊断肝癌情况+其中肝癌阳性

标准!

K#2̂ /-

(%

(%7/W

%

7H

"

/UK

%

&%E

F

%

7H

并

对所有肝癌患者血清检出物灵敏度与特异度进行比

较#灵敏度
e

真阳性%)假阴性
h

真阳性*

j&%%T

"特

异度
e

真阴性%)假阳性
h

真阴性*

j&%%T

#

$)'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K!!&1)%

统计软件对数据

进行分析"计量资料以
Db=

表示"两两比较采用
6

检

验+计数资料以百分比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 检验#

检验水准
)

e%)%.

"以
!

$

%)%.

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

!

结
!!

果

/)$

!

各组血清标本
K#2̂ /-

(

和
/UK

水平比较
!

KA"

组血清标本
K#2̂ /-

(

和
/UK

水平均显著高于

肝硬化肝炎组$肝恶性肿瘤组和体检组"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

$

%)%.

*"见表
&

#

表
&

!!

各组
K#2̂ /-

(

和
/UK

水平比较#

Db=

$

组别
*

K#2̂ /-

(

)

7/W

%

7H

*

! /UK

)

E

F

%

7H

*

!

KA"

组
*$$''%)(&b&1$)($ O &.&)&'b&0)$$ O

肝硬化肝炎组
(+ '()&(b').0 %)%'( ()$&b&)*& %)%(*

肝恶性肿瘤组
.% $$)01b0)$' %)%(' ').0b%)(' %)%(1

体检组
&%% &0)*$b')$& %)%(. ')%0b%)1$ %)%$(

!!

注!

O

表示无数据

/)/

!

各组
K#2̂ /-

(

和
/UK

检测阳性率比较
!

KA"

组患者中"

K#2̂ /-

(

检出阳性
..

例)阳性率

++)0T

*"

/UK

检出阳性
(*

例)阳性率
0()$T

*"两者

阳性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e()'$

"

!

$

%)%.

*#

在
&1+

例非
KA"

患者中"

K#2̂ /-

(

检出阳性
&&

例

)阳性率
$%)$T

*"

/UK

检出阳性
$*

例)阳性率

'*)'T

*"在非
KA"

患者中两者比较"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

$

e*)0&

"

!

$

%)%.

*"见表
$

#

表
$

!!

各组
K#2̂ /-

(

和
/UK

检测阳性率比较'

*

#

T

$(

组别
* K#2̂ /-

(

阳性
/UK

阳性
! K#2̂ /-

(

和
/UK

阳性
K#2̂ /-

(

或
/UK

阳性

KA"

组
*$ ..

)

++)0

*

(*

)

0()$

*

%)%'+% (%

)

*().

*

*%

)

1*)+

*

肝硬化肝炎组
(+ $

)

()$

*

(

)

+)'

*

%)%%1* %

)

%)%

*

*

)

&$).

*

肝恶性肿瘤组
.% 0

)

&()%

*

*

)

&$)%

*

%

)

%)%

*

&'

)

$*)%

*

体检组
&%% $

)

$)%

*

&*

)

&*)%

*

%

)

%)%

*

&+

)

&+)%

*

&

+0''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H=LG8B"5:E

!

J4387L8>$%&+

!

245)&.

!

J4)$$



/)'

!

单独检测与联合检测灵敏度和特异度比较
!

在

$*%

例患者中"

K#2̂ /-

(

检出真阳性
..

例"真阴性

&+0

例"假阳性
&&

例"假阴性
0

例"灵敏度
++)0T

为"

特异度为
1()(T

#

/UK

检出真阳性
(*

例"真阴性

&0$

例"假阳性
$*

例"假阴性
&*

例"灵敏度为
0()$T

"

特异度为
+*)1T

#

K#2̂ /-

(

和
/UK

全为阳性灵敏

度为
*().T

"特异度为
&%%)%T

#

K#2̂ /-

(

和
/UK

任意一项阳性灵敏度为
1*)+T

"特异度为
+&)'T

#联

合检测
K#2̂ /-

(

和
/UK

的灵敏度与单独检测
K#2-

/̂-

(

或单独检测
/UK

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

e()++

$

$%)*%

"

!

$

%)%.

*"见表
'

#

表
'

!!

单独检测与联合检测灵敏度和特异度比较

检测方法 灵敏度)

T

* 灵敏度
!

值 特异度)

T

*

K#2̂ /-

(

++)0 %)%$0%%

=

1()(

/UK 0()$ %)%%%%&

L

+*)1

K#2̂ /-

(

h/UK

联合检测
1*)+ O +&)'

!!

注!

K#2̂ /-

(

h/UK

联合检测的灵敏度与单独检测
K#2̂ /-

(

灵

敏度比较"

=

!

$

%)%.

+

K#2̂ /-

(

h/UK

联合检测的灵敏度与单独检测

/UK

灵敏度比较"

L

!

$

%)%.

+

O

表示无数据

'

!

讨
!!

论

!!

肝癌的发生伴随着一个长期的病理改变过程"患

者常有多年的肝病史"从慢性肝炎$肝硬化最后转变

为肝癌#由于肝癌的特点导致手术切除率低"术后易

发生转移$复发"目前肝癌的诊断主要依赖于影像学

检查和肝组织病理活检等方法#影像学检查不易发

现较小的肿瘤和病变"而病理活检有创伤性"且存在

一定扩散癌变组织的风险"临床实施较难"且需要检

查人员具有较高的专业技术水平"普查不易实现"为

肝癌的筛查和早期诊断带来了很大的困难#肝癌在

发展过程中会产生相关的肿瘤标志物"且这些标志物

的变化可反映疾病的发展"若标志物检测灵敏度和特

异度高"诊断及时均可大大提高患者手术成功率与存

活率"而且对预后有着良好的监测作用也更适用于普

查#因此"实验室检测对于肝癌的诊断有着极大的指

导意义"精确的筛查方法对于肝癌的早期诊断并与其

他肝病的鉴别诊断显得尤为重要#能克服影像学检

查和病理活检的不足"提供便捷$高效且无创的肿瘤

标志物检测"能早期发现病变"为肝癌的筛查和早期

诊断提供重要的依据#

/UK

是
KA"

特异$灵敏的标志物"但是目前发现

病毒性肝炎和肝硬化患者中
/UK

水平亦见增高'

+

(

#

可见
/UK

目前已不能满足临床检测早期
KA"

的需

求"有研究显示"在非肝癌血浆中
K#2̂ /-

(

假阳性仅

占
')(T

"对
/UK

阴性
KA"

检出率
$$)*T

"提高了

KA"

诊断率"对
KA"

与良性肝病"继发性肝癌有鉴

别意义'

1

(

#根据相关研究"可以联合
K#2̂ /-

(

和

/UK

对
KA"

进行早期诊断#本研究结果表明"研究

组血清
K#2̂ /-

(

和
/UK

水平显著高于对照组"因此

可以说明
K#2̂ /-

(

和
/UK

在
KA"

诊断中具有相对

高的特异性#而联合检测
K#2̂ /-

(

和
/UK

的灵敏

度较单独检测
K#2̂ /-

(

和单独检测
/UK

的灵敏度

高"且均有显著性差异#本研究结果与席强等'

&%

(

$周

淑燕等'

&&

(研究结果基本一致"由此可以证明联合检测

K#2̂ /-

(

和
/UK

比单独检测二者对
KA"

的诊断更

有价值更有意义#

综上所述"联合检测
K#2̂ /-

(

$

/UK

灵敏度高"

能更好地用于临床
KA"

的早期诊断与检测"从而提

高患者手术成功率与存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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