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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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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联合检测血清中人类异常凝血酶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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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肿瘤特异性生长因子"

"NYX

$和糖类

抗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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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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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肝癌筛查及诊断中的应用价值%方法
!

选取
$'#,

年
,

月至
$'#*

年
#

月在该院接受治疗

的肝病患者
#*'

例作为研究对象!另选取同期在该院体检的健康志愿者
.'

例作为对照组!均在空腹
#'

"

#$:

后于清晨采集
%<K

外周循环血液标本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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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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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并采用统计学手段分析阳性结

果%结果
!

#*'

例肝病患者经病理检查确诊为肝癌
)$

例!肝硬化
+,

例!肝炎
*$

例#肝癌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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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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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均明显高于肝硬化&肝炎患者及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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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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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YX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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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阳性确诊率"敏感度$&特异度明显优于单项指标检测!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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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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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检测在肝癌筛查及诊断中具有良好的临床应用价值%

关键词"人类异常凝血酶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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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症是中国乃至世界上致死率最高的疾病之一#

癌症筛查作为癌症的二级防御手段#对早期癌症的诊

断尤为重要 *

#

+

(由于我国肝炎病毒$

UVJ

)

U!J

等&

携带者较多)乙醇摄入过多及现代人不健康的生活习

惯等原因#肝癌已成为我国发病率)致死率最高的癌

症之一*

$

+

(据统计#在本院就诊的肝癌患者处于不同

年龄阶段#且男性明显多于女性(肝癌早期无明显特

征#需经过一段病理变化过程#在确诊时大多已演变

成中晚期(因此#精确的癌症筛查对于肝癌的预防和

鉴别诊断具有重要意义(有研究发现#在肝癌患者

中#人类异常凝血酶原$

OPJ̀ 12

&

&水平较非肝癌患

者高#具有明显的诊断特异性*

%

+

(糖类抗原
#$+

$

!1#$+

&是一种大分子糖蛋白#普遍存在于癌细胞#

尤其是卵巢上皮细胞*

)

+

(肿瘤特异性生长因子$

"N2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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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癌症特异性#是恶性肿瘤细胞扩增繁殖所需

的糖类物质和代谢物$脂蛋白)酶)氨基酸&的统称*

+

+

(

近年来#

OPJ̀ 12

&

)

!1#$+

)

"NYX%

种新型的肝癌肿

瘤标志物应用于临床(本研究主要探讨
OPJ̀ 12

&

)

"NYX

和
!1#$+

在肝癌诊断中的重要意义#并研究其

联合检测的效果#为寻求更精确的肝癌诊断指标提供

思路和依据#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取
$'#,

年
,

月至
$'#*

年
#

月在

本院接受治疗的
#*'

例肝病患者作为研究对象#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

岁#平均$

%.&$,a.&*'

&

岁%其中肝癌
)$

例#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

岁#

平均$

)*&$$a(&)%

&岁#肝硬化
+,

例#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

岁#平均$

)$&#%a*&,$

&岁#肝炎
*$

例#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

岁#平均$

%)&#*a

(&.#

&岁(另选取同期在本院体检的
.'

例健康志愿

者作为对照组#其中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

岁#平均$

%.&,#a*&'#

&岁(肝病患者进行血尿常规)

核磁共振成像$

L0P

&及病理检查等明确相应诊断*

,

+

(

受检者均排除肝脏以外的严重疾病#排除孕妇或哺乳

期妇女#均经
V

超排除其他腹部疾病(所有受检者确

认无精神疾病#意识清晰#能正确阅读文字资料#有正

常的认知行为#均可配合及完成整个研究过程%并自

愿参与本研究#且在医院伦理委员会监督及允许下完

成#与医院签署知情同意书(

$&/

!

方法

$&/&$

!

血清标本采集
!

受检者空腹
#'

"

#$:

后于清

晨采血#避免抽烟#饮酒)茶和咖啡#禁用维生素
`

拮

抗剂和抗生素#避免大量体力活动#禁止服药(采集

静脉血
%<K

#

)'''@

"

<;>

离心
+<;>

后#取上层血清

立即检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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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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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
!

OPJ̀ 12

&

采用
KZLPOZKNQ"L Y#$''

全自动化学发光免

疫分析系统及配套试剂盒$化学发光法#富士瑞必欧

株式会社&检测%

"NYX

及
!1#$+

采用
!3F6AQ,'$

电

化学发光免疫分析仪及配套试剂$

03E:4

&检测(所有

校准品及质控品均为配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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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

$&'

!

观察指标
!

包括血清
OPJ̀ 12

&

)

"NYX

及

!1#$+

#

%

项指标均为阳性即诊断为肝癌#肝癌阳性标

准!

OPJ̀ 12

& '

)' <1Z

"

<K

#

"NYX

'

,+ Z

"

<K

#

!1#$+

'

%+Z

"

<K

(对所有肝癌患者血清检出物敏

感度与特异度进行比较(敏感度
/

真阳性"$假阴

性
h

真阳性&

_#''-

#特异度
/

真阴性"$假阳性
h

真

阴性&

_#''-

(

$&1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NONN$#&'

统计软件进行数

据分析处理#计量资料以
Na7

表示#采用
5

检验%计数

资料以例数或百分率表示#采用
!

$ 检验%做受试者工

作特征曲线$

0T!

曲线&#并计算曲线下面积$

1Z!

&(

以
!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

组受检者
OPJ̀ 12

&

)

"NYX

和
!1#$+

水平比

较
!

见表
#

(

#*'

例肝病患者经病理检查确诊为肝癌

)$

例$

$%&%%-

&#肝硬化
+,

例$

%#&##-

&#肝炎
*$

例

$

)+&+,-

&(肝癌组
OPJ̀ 12

&

)

"NYX

和
!1#$+

水

平均明显高于肝硬化组)肝炎组及对照组#并且肝硬

化组和肝炎组又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

义$

!

$

'&'+

&(

表
#

!!

)

组受检者
OPJ̀ 12

&

&

"NYX

和
!1#$+

!!!

水平比较#

Na7

$

组别
/

OPJ̀ 12

&

$

<1Z

"

<K

&

"NYX

$

Z

"

<K

&

!1#$+

$

Z

"

<K

&

肝癌组
)$ *$&)(a%$&%% ($&*'a$*&,, +)&*'a#%&$*

肝硬化组
+, )*&#%a,&*# +$&(*a.&(% %#&+*a$&)#

肝炎组
*$ %(&,$a+&*( ).&*(a*&%' $*&#'a%&,$

对照组
.' $.&$(a+&)% )$&(#a$&.) +&#'a#&$+

/&/

!

)

组受检者
%

项指标单独或联合检测阳性结果

比较
!

见表
$

(在
)$

例肝癌患者中#

OPJ̀ 12

&

检出肝

癌
%%

例$

(*&+(-

&#

"NYX

检出肝癌
%#

例$

(%&*#-

&#

!1#$+

检出肝癌
$*

例$

,,&,(-

&#

%

项指标联合检出

肝癌
%*

例$

.'&)*-

&(联合检测比单项检测阳性结

果相对更高#准确检出肝癌的可能性更大$

!

$

'&'+

&(

肝癌组)肝炎组)肝硬化组单独或联合检测
OPJ̀ 12

&

)

"NYX

和
!1#$+

阳性率均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

均有统计学意义$

!

$

'&'+

&(

表
$

!!

)

组受检者
%

项指标单独或联合检测阳性结果比较'

/

#

-

$(

组别
/ OPJ̀ 12

&

"NYX

!

!1#$+

!

OPJ̀ 12

&

h"NYXh!1#$+

肝癌组
)$ %%

$

(*&+(

&

%#

$

(%&*#

&

$*

$

,,&,(

&

%*

$

.'&)*

&

肝硬化组
+, $'

$

%+&(#

&

#(

$

%'&%,

&

#)

$

$+&''

&

$%

$

)#&'(

&

肝炎组
*$ #.

$

$%&#(

&

$#

$

$+&,#

&

.

$

#'&.*

&

$(

$

%$&.%

&

对照组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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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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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项指标的敏感度和特异度比较
!

见表
%

(根

据统计结果#在
#*'

例患者及
.'

例对照者中#

OPJ2

1̀2

&

检出真阳性
%%

例#真阴性
#*%

例#假阳性
)+

例#假 阴 性
.

例#敏 感 度 为
(*&+(-

#特 异 度 为

*'&$,-

(

"NYX

检出真阳性
%#

例#真阴性
#**

例#假

阳性
)'

例#假阴性
##

例#敏感度为
(%&*#-

#特异度

为
*$&),-

(

!1#$+

检出真阳性
$*

例#真阴性
$')

例#假阳性
$)

例#假阴性
#)

例#敏感度为
,,&,(-

#特

异度为
*.&)(-

(

OPJ̀ 12

&

)

"NYX

和
!1#$+

联合

检测检出真阳性
%*

例#真阴性
#(#

例#假阳性
+(

例#

假阴性
)

例#敏感度为
.'&)*-

#特异度为
(+&''-

(

由表
%

可见#联合检测敏感度最高#但特异度相对单

独使用
OPJ̀ 12

&

)

"NYX

或
!1#$+

检测均较低(提

示
%

项指标联合检测在筛选肝癌患者中具有重要参

考价值(

表
%

!!

%

项指标的敏感度和特异度比较#

-

$

指标 敏感度 特异度

OPJ̀ 12

&

(*&+( *'&$,

"NYX (%&*# *$&),

!1#$+ ,,&,( *.&)(

OPJ̀ 12

&

h"NYXh!1#$+ .'&)* (+&''

图
#

!!

%

项指标单独和联合检测的
0T!

曲线

表
)

!!

%

项指标单独和联合检测的
1Z!

分析

指标
1Z! + .+-AJ !

OPJ̀ 12

&

'&.$+ '&'$$ '&**%

"

'&.,(

$

'&'#

"NYX '&.$% '&'#, '&*.#

"

'&.++

$

'&'#

!1#$+ '&.'. '&'$) '&*,$

"

'&.+,

$

'&'#

OPJ̀ 12

&

h"NYXh!1#$+ '&.,$ '&'#% '&.%(

"

'&.*,

$

'&'#

/&1

!

%

项指标单独和联合检测的
0T!

曲线及
1Z!

分析
!

见图
#

)表
)

(单独检测
OPJ̀ 12

&

)

"NYX

及

!12#$+

的
1Z!

分别为
'&.$+

)

'&.$%

和
'&.'.

#结果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其中
OPJ̀ 12

&

的

1Z!

值最大(通过建造回归模型可得出#联合检测

OPJ̀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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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YX

)

!1#$+

的
1Z!

为
'&.,$

#可见
%

项指标联合检测的诊断效果最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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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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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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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癌属于常见病死率高的恶性肿瘤#肝癌筛查已

成为目前相关领域研究的重点及热点(随着社会的

快速发展#人们生活环境存在污染问题)饮食安全隐

患#以及现代人工作压力大)作息不规律等问题#导致

肝癌的相关危险因素普遍存在(据统计#本院就诊患

者中任何年龄段均可发病#且肝癌患者多见于男性#

这可能与男性患者遗传基因)饮食生活习惯和现代人

生活工作压力大有关(癌症早期大多无明显临床特

征#确诊时已处于中晚期#耽误患者治疗(现代医学

常用影像技术$如
!"

)

L0P

等&或血液中肿瘤标志物

进行筛查#但由于
!"

)

L0P

等技术存在限制因素#因

此#找出敏感度及特异度高的肿瘤标志物#可极大提

高诊断率和患者存活率(

本研究结果显示#肝癌组
OPJ̀ 12

&

)

"NYX

和

!1#$+

水平均明显高于肝硬化组)肝炎组及对照组#

而且肝硬化组)肝炎组均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

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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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建议联合检测
OPJ2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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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YX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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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期获得更高的准确率(

OPJ̀ 12

&

是人类异常凝血酶原#属于新型肿瘤标志

物#有研究证明其具有良好的诊断价值*

(

+

(本研究显

示#单独使用
OPJ̀ 12

&

筛查肝癌具有较高的敏感度

$

(*&+(-

&和特异度$

*'&$,-

&(相比之下#本研究中

"NYX

筛查肝癌的敏感度为
(%&*#-

#特异度为

*$&),-

#对筛查肝癌亦具有良好的价值(多项研究

结果显示#

"NYX

作为恶性肿瘤标志物#对筛查各种

癌症#如宫颈癌)肺癌)乳腺癌)肝癌等有重要意

义*

*2.

+

(

!1#$+

常用于卵巢癌的诊断#但由于其也是

普遍存在于癌组织的糖蛋白#也可作为其他癌症的标

志物#但单独检测敏感度不高#仅为
,,&,(-

#特异度

较高#为
*.&)(-

(

OPJ̀ 12

&

)

"NYX

和
!1#$+

联合

检测的敏感度能提高至
.'&)*-

(通过比较分析

0T!

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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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指标联合检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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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较单独

使用
OPJ̀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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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NYX

$

'&.$%

&及
!12#$+

$

'&.'.

&均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

&(表明

%

项指标联合检测对肝癌有较好的诊断互补作用#可

提高诊断率#对肝癌和肝硬化)肝炎的诊断与鉴别诊

断有重要临床价值(

综上所述#在肝癌筛查及诊断方面#

OPJ̀ 12

&

)

"NYX

和
!1#$+

筛查具有操作方便)快捷获取结果)

减少患者创伤)降低成本等优势#具有良好的普查及

诊断价值#并且相对更能让人们接受#扩大适用人群#

更适合于患者进行肝癌早期筛查#从而提高肝癌手术成

功率#有效进行术后监测#改善预后#降低肝癌复发)转

移率( $下转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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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起来经济上有一定困难(而祖国医学对,泄泻-,便

血-的研究颇深#.白头翁汤/由白头翁
#+

=

)黄柏

#$

=

)黄连
,

=

)秦皮
#$

=

四味药组方而成#最早出自

于.伤寒论/中(有研究表明#白头翁汤发挥药效的主

要物质基础是香豆素类)生物碱类)柠檬苦素类和皂

甙类化合物*

*

+

(通过对各化学成分的研究#白头翁汤

具有抗炎)抗菌*

.2#'

+

)修复*

##

+

)免疫调节*

#$

+

)抑制肠管

运动*

#%

+

)抗腹泻*

#)

+等作用(本院根据多年的临床经

验#针对溃疡性结肠炎患者#在灌肠液中以,白头翁

汤-为基础方加味当归)黄芩)木香等#起到较满意的

疗效(本研究在对活动期湿热型溃疡性结肠炎大鼠

的治疗中#加味白头翁汤灌肠液组
"YX2

,

#

和
PK2*

明

显降低#而
PK2#%

水平升高#通过调整细胞因子紊乱#

使这些炎症因子在体内重新达到平衡状态#从而起到

治疗效果#这与中医理论中,扶正-,制邪-观点一致(

下一步将对加味白头翁汤灌肠液抑制促炎因子的相

关信号通路做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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