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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成年人血清血管内皮生长因子生物学参考区间的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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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的
!

探讨健康成年人血清中血管内皮生长因子的生物学参考区间%方法
!

收集
(&%-

年
%%P%(

月在该院体检的健康成年人为研究对象!收集其血清标本%采用双抗体夹心法进行血管内皮生长因子水平的

测定!根据不同性别#不同年龄进行分组!比较不同组间血管内皮生长因子水平!并利用
O2OO

统计学软件进行

统计学分析%结果
!

血管内皮生长因子水平在不同性别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B

%

&0&,

$!不同年龄组之间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

B

&

&0&,

$%男性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参考区间为
%-0'4

$

%,-04&

;M

)

H*

!女性参考区间

为
%40%%

$

%(%0+4

;M

)

H*

%结论
!

该研究根据不同性别建立了该实验室血清中血管内皮生长因子的生物学参

考区间!为临床相关疾病的诊断提供了参考依据%

关键词"血管内皮生长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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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血管内皮生长因子$

VX#T

%是一种二聚体阳离

子糖蛋白#是目前已知的活性最强'专属性最高的血

管生成因子#在创伤愈合'肿瘤生长和转移'血管增生

性疾病的临床辅助诊断及治疗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

用)

%6(

*

(

VX#T

有多种生理作用#其含有的内皮细胞

有丝分裂原#可以作用于血管内皮细胞#使血管内皮

细胞增殖'迁移'形成管腔#参与血管生成并使毛细血

管通透性增加)

'

*

&

VX#T

还可导致肿瘤血管异常生

长#阻碍抗肿瘤药物有效输送至肿瘤组织内#并可刺

激新生血管生长因子增加等)

+

*

#对肿瘤等疾病的诊断

有一定的价值(生物学参考区间是供临床医生进行

疾病诊断的重要指标(在临床实践中#由于生物学参

考区间会受到不同地域和年龄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因

此建立适合本实验室的生物学参考区间具有重要的意

义(本研究收集不同性别'年龄健康志愿者的血液标

本#采用双抗体夹心法测定血清中
VX#T

的水平#旨在

建立本实验室血清
VX#T

生物学参考区间#现将结果

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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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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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资料
!

收集
(&%-

年
%%P%(

月在本院体检

的健康成年人为研究对象#其中男
%&'

例#女
5,

例&

年龄
(&

$

4,

岁#平均$

++0,-h%'0(&

%岁(排除标准!

$

%

%肝硬化及其他肝脏疾病'糖尿病及其他内分泌疾

病'冠心病'慢性肾衰竭'恶性肿瘤等慢性疾病&$

(

%高

血压患者#即收缩压
$

%+& HH !

M

或舒张压
$

5&HH !

M

#血压升高
$

'

年&$

'

%过去半年内接受过

手术#或
+

个月内接受过输血治疗#或
(

周之内接受

过药物治疗者(依据性别将所有受检对象分为男性

组和女性组&同时按不同年龄分为
+

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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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

组#

'&

$%

+&

岁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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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岁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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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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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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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与试剂
!

山东一达启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化学发光免疫测定分析仪'

VX#T

测定试剂盒$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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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医学与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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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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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光法%(

$0'

!

方法

$0'0$

!

标本采集
!

空腹抽取静脉血
'

$

+H*

于真空

采血管$美国
R̀

公司%中#凝固后分离血清(

$0'0/

!

VX#T

检测
!

$

%

%配液和加样!将浓缩洗涤液

用蒸馏水稀释
(&

倍(分别在孔中加入相应浓度的参

考品#滴加剂量为每孔
,&

%

*

(待测孔加入血清标本

,&

%

*

后#再每孔加入酶结合物
,&

%

*

#充分混

匀
'&G

#盖膜#放置于
'$e

#温育
4&HAE

($

(

%洗涤!

倒去孔内液体#加入稀释洗涤液#

%,G

后弃去液体并

在滤纸上拍干#共重复
,

次($

'

%显色!依次加入发光

底物工作液$

"

'

`

液各
(,

%

*

%#混匀#

'$ e

避光显

色
'HAE

($

+

%测定!放入化学发光免疫测定分析仪#

用化学发光分析仪中的数据处理程序#直接给出标准

曲线及样品的浓度值(

$01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O2OO%$0&

统计软件进行分

析(采用
S8<H8

M

8=8N6OHA=E8N

法对获得的数据进行

正态性检验#符合正态分布的数值采用
8h@

表示#多

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组间两两比较采用

*OR6/

检验#两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

检验&生物学

参考区间采用第
(0,

百分位数至第
5$0,

百分位数

$

B

(0,

$

B

5$0,

%表示(以
B

%

&0&,

为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

!

结
!!

果

/0$

!

不同性别
VX#T

水平比较
!

结果显示#男性与

女性受检者血清中
VX#T

水平近似正态分布$

B

&

&0&,

%(男 性 与 女 性 血 清
VX#T

参 考 区 间 分 别

为
%-0'4

$

%,-04&

'

%40%%

$

%(%0+4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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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两组之

间
VX#T

水平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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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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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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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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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性别
VX#T

水平的比较#

;M

$

H*

&

性别
' 8h@

百分位数

B

(N,

B

(,

B

,&

B

$,

B

5$N,

男
%&'4-05,h',0'-

"

%-0'4 +%0%4 4,0($ 5%0$, %,-04&

女
5,,'0$&h(+0,+ %40%% '-0(4 ,(0(( 4+0++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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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与女性比较#

"

B

%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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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年龄组
VX#T

水平比较
!

不同年龄组男性

VX#T

水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B

&

&0&,

%&不同

年龄组女性
VX#T

水平比较#差异也无统计学意义

$

B

&

&0&,

%(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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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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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年龄组男性
VX#T

水平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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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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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龄组
' VX#T

水平

(&

$%

'&

岁组
(- 450$4h''0-(

'&

$%

+&

岁组
%4 4$0&(h'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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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岁组
(, 450+'h'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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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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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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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年龄组女性
VX#T

水平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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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

8h@

&

年龄组
' VX#T

水平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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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组
%+ ,'0-+h(,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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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055h((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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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性肿瘤是威胁人类健康的最主要疾病#全球肿

瘤的发病率正在呈现迅速增长的趋势#世界卫生组织

预计#未来
(&

年全球新发病例数将增加
$&1

)

'

*

(而

中国是各类肿瘤发病率较高的国家之一(由于临床

表现不同#肿瘤患者在确诊或发现病情时处于中晚

期#早期筛查并对可疑者或无症状患者及时诊断#可

以提高肿瘤患者的生存率#延长生存时间(早发现和

早治疗对肿瘤筛查具有重要意义(

VX#T

作为肿瘤血管再生的主要调节因子#在肿

瘤细胞团向实体肿瘤转化过程中开始大量产生)

,6$

*

#

此时多为肿瘤
7AG

期'

7%

期#如果能够在此阶段发现

并及时阻止新生血管的生成#肿瘤就可停止生长(而

其他肿瘤标记物多在肿瘤
!

'

"

期产生#对早期筛查

意义较小)

-6%&

*

(因此#

VX#T

被认为是筛查血液系统

肿瘤最有意义的标记物之一(

本研究结果显示#男性和女性健康成年人血清中

VX#T

水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B

%

&0&,

%#提示需要

依据男女性别差异分别建立参考区间(并且#进一步

比较可知#不同年龄组间的
VX#T

水平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

B

&

&0&,

%(与试剂厂家提供的参考值
&

$

%4&

;M

"

H*

比较#本研究中男性
VX#T

水平参考区间

为
%-0'4

$

%,-04&

;M

"

H*

#女性
VX#T

水平参考区间

为
%40%%

$

%(%0+4

;M

"

H*

#均低于提供的参考区间上

限(有研究表明#血清
VX#T

水平随恶性肿瘤的生长

表现出明显的变化#并不会由于原位病灶稳定或消失

而静止不变#

VX#T

能够反映恶性肿瘤患者体内是否

有转移灶#是否有加重趋势等)

%%

*

#说明该指标具有较

高的灵敏度和特异度#能够准确反映恶性肿瘤的严重

程度(由于多种癌症细胞能够分泌
VX#T

#并能在血

液中检测到#

VX#T

在疾病预后'辅助诊断及筛查等

方面均具有应用意义)

%(

*

(因此#临床医生通过检测患

者血液中
VX#T

的水平#可以高效地判断患者的病情

发展并评价治疗方案(

综上所述#本研究检测了健康成年人血清中

VX#T

水平#建立了本实验室男女性血清中
VX#T

生

物学参考区间#为今后该指标的检测和判断提供

了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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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足血容量(安全起见#在患者出现低血压休克症状

时候#要减量应用或停用#休克发生时#在血容量充分

补足的前提下#可将用量降至
, H

M

静脉滴注#每

天
%

次)

%4

*

(本研究中研究对象未出现上述严重不

良反应(

综上所述#对
!T/O

感染患者应用维拉帕米联合

干扰素进行治疗#可以调节细胞因子水平#调节免疫

功能#抑制炎性反应#促进患者临床康复#安全有效#

值得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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