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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心病患者胆红素浓度变化及其对低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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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中胆红素含量与风心病合并冠心病患病率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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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技术与方法!

",_1

和
!c"[

联合检测在辅助诊断恶性肿瘤中的对比实验研究

陈
!

江!逯心敏!代云才!郭
!

渝

"四川省宜宾市第二人民医院
!

:99&&&

#

!!

摘
!

要#目的
!

研究血清肿瘤相关物质"

!c"[

#和恶性肿瘤相关物质群"

",_1

#检测在肿瘤辅助早期诊断中的价值%方法
!

采用比色法对
:&

例恶性肿瘤患者和
'3

例健康体检者的血清
!c"[

和
",_1

浓度进行检测分析%结果
!

恶性肿瘤患者血清

!c"[

浓度明显高于健康者%血清
!c"[

测定对恶性肿瘤的敏感性为
3#6&4

!特异性为
%#6%4

!准确性为
%:6:4

&血清
",_1

对恶性肿瘤的敏感性为
$#6&4

!特异性为
#$6'4

!准确性
::6'4

%结论
!

血清
!c"[

检测可为恶性肿瘤早期诊断提供有用的参

考依据!具有较高的敏感性$特异性和广谱性!优于
",_1

的检测%

关键词#肿瘤&

!

血清肿瘤相关物质&

!

恶性肿瘤相关物质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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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肿瘤标志物是癌变细胞在发生'发展'转移和复发过程中

分泌的一些活性物质#在肿瘤诊断'疗效'预后的判断'复发'转

移等方面均有较大的实用价值*

D

!

资料与方法

D6D

!

一般资料
!

:&

例肿瘤患者为
2&&%

年
#

月至
2&&'

年
$2

月该院肿瘤科'呼吸科'心内科'妇科等临床科室住院患者#年

龄
5#

%

%:

岁#均经病理'临床'

."

等指标确诊*其中鼻咽癌
$

例'食管癌
9

例'乳腺癌
:

例'肺癌
$3

例'肝癌
2#

例'肾癌
2

例'胃癌
#

例*

'3

例健康对照组为该院体检中心
2&&'

年
:

月

的健康体检者*

D6E

!

方法

D6E

!

仪器与试剂
!

)\*%#2

半自动生化分析仪'

_1?

'

半自动

生化分析仪'水浴箱*肿瘤相关物质试剂及质控品由青岛博新

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提供$批号!

&'&:$%&$

%&

",_1

试剂及质控

品由福建新大陆生物有限公司提供$批号!

2&$&&$2#

%*

D6E6E

!

测定方法

D6E6E6D

!

恶性肿瘤相关性质群$

",_1

%的测定
!

严格按
",?

_1

检测试剂盒说明书进行#由专门技术人员操作*准确取
9&

!

(

血清加入含
$6&I(",_1

检测液的测试管中#置于沸水中

水浴
$#I<>

#取出测试管#置于冷水中冷却
#I<>

#在
)\*%#2

半自动生化分析仪
93&>I

波长处测吸光度#根据标准曲线算

出相应的
",_1

值*以
3$f

"

I(

定为
",_1

阳性阈值*

D6E6E6

!

肿瘤相关物质$

!c"[

%的测定
!

准确取
$&&

!

(

血清

加入含
26&I(!c"[

试剂的测试管中#置沸水中浴
$#I<>

#

取出测试管#置冷水中冷却
#I<>

#在
_1?

'

半自动生化分析仪

9#&>I

波长处#以蒸馏水调零#测定其吸光度#根据标准曲线

算出相应的
!c"[

值*以
'#f

"

I(

定为
!c"[

阳性阈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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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计学处理
!

测定值以
,77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8

检

验*

E

!

结
!!

果

E6D

!

肿瘤组与健康对照组血清中
!c"[

和
",_1

水平比较

!

肿瘤组
!c"[

水平显著高于健康对照组#

",_1

水平也显

著高于健康对照组*结果见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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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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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对肿瘤诊断的评价
!

见表
2

*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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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血清中
!c"[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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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比较

组别$

%

%

!c"[

浓度$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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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阳性数$

%

% 阳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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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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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度$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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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阳性数$

%

% 阳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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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瘤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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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健康对照组比较#

"

!

$

&6&#

*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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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项标志物对肿瘤诊断检测的评价$

4

%

项目 敏感性 特异性 准确性

!c"[ 3# %#6% %:6:

",_1 $# #$6'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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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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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_1

在
2&

世纪
'&

年代后期获准作为肿瘤筛查试剂#最

初定名为恶性肿瘤特异性生长因子#现重新命名为恶性肿瘤相

关物质群#是由肿瘤细胞特异产生并与其生长'浸润及转移密

切相关的一种多肽物质#是恶性肿瘤及周边血管大量扩增的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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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基础(

$

)

*

血清
!c"[

是检测人体内肿瘤相关物质的总浓度#它是

在同一反应体系下与糖基类蛋白水解物及羟脯氨酸等氨基酸

类物质发生反应#叠加显色#因此可大大提高检测的灵敏度和

检测瘤谱*经山东大学齐鲁医院等多家医院临床验证显示#

!c"[

对所有肿瘤的敏感性达
39624

#特异性达
%#6$4

以上#

均突破国家.十五/计划双
3&4

的要求(

2?5

)

*且
!c"[

在特定

人群的健康体检中具有较好的临床指导价值#是早期发现肿瘤

强有力的手段(

9

)

*

本组资料显示#

!c"[

与
",_1

比较#

!c"[

对肿瘤检测

具有较高的诊断敏感性和诊断的准确性*

!c"[

辅助诊断肿

瘤特异性'敏感性显著优于
",_1

*但在健康对照组中出现的

几例阳性需要进一步的临床追踪和动态监测#排除假阳性的干

扰因素#减少错判'误诊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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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钙素原及
.

反应蛋白测定在新生儿感染性疾病诊断中的应用

周明莉!蔡爱玲!王雪峰

"湖北省荆州市第三人民医院检验科
!

95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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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目的
!

探讨血清降钙素原"

/."

#及
.

反应蛋白"

.0/

#在新生儿感染性疾病中的应用价值%方法
!

用半定量的胶体

金免疫结合法检测
$&:

例感染性疾病新生儿和
9&

例非感染性疾病新生儿血清
/."

值!分别归入非感染组"

9&

例#$重症感染组

"

92

例#$局部感染组"

:9

例#!然后测定其
.0/

值并进行比较%结果
!

在全身感染时!血清
/."

和
.0/

值均明显升高!但
/."

升

高更显著%

/."

'

2

!

8

'

(

时作为全身感染的诊断依据!其敏感度和特异度均优于
.0/

%结论
!

与
.0/

比较!血清
/."

检测可作

为新生儿全身细菌感染时的一个新的重要诊断参数和指标!有利于指导临床早期用药%

关键词#降钙素&

!

.

反应蛋白类&

!

婴儿!新生&

!

传染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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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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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儿感染性疾病是临床常见而又棘手的难题#往往临床

症状不典型'进展快'危害严重'病死率高*因此早期诊断显得

尤为重要*其确诊主要依赖于血培养#而血培养阳性率不高'

耗时较长#且易受抗生素治疗的干扰#给早期诊断和治疗带来

困难*为探讨新生儿感染性疾病的早期诊断#现对
$9:

例新生

儿进行血清降钙素原$

/."

%和
.

反应蛋白$

.0/

%的测定并进

行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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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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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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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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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至
2&$&

年
#

月该院新生儿

病房的
$9:

例新生儿#其中男
%$

例#女
:#

例&平均日龄
$5N

*

将其分为
5

组!重症感染组
92

例#如败血症'重症肺炎'坏死性

小肠炎'感染性硬肿症等严重感染伴全身症状者&局部感染组

:9

例#如轻症肺炎'脐炎'脓疱疹'上呼吸道感染等无全身症状

的局部感染&非感染组
9&

例#如吸入性肺炎'新生儿窒息'营养

不良'

)!̀

不合溶血等无任何感染依据的新生儿*

5

组患儿

的日龄'性别比例及体质量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D6E

!

方法
!

患儿在入院后接受抗生素治疗前采取静脉血
2

I(

#分离血清待检*

/."

采用半定量的胶体金免疫结合法#

检测试剂由德国
!0)^[,V<E

8

>A=D<OE_IQ̂

公司提供#结果

以小于
&6#

!

8

"

(

#大于或等于
&6#

!

8

"

(

#大于或等于
2

!

8

"

(

#

大于或等于
$&

!

8

"

(

报告#出生
5N

后新生儿血清
/."

$

&6#

!

8

"

(

为阴性#大于或等于
&6#

!

8

"

(

为阳性阈值&

.0/

测定采

用免疫比浊法#使用上海科华试剂盒及西门子
)V\+)29&&

全

自动生化分析仪检测#结果小于
$&I

8

"

(

为阴性#大于或等于

$&I

8

"

(

为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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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

2 检验统计分析结果*

E

!

结
!!

果

$9:

例新生儿患儿中
/."

阳性
3:

例#阴性
3&

例*其中重

症感染组
/."

阳性率最高#占
%#634

$

5:

"

92

%&局部感染组中

/."

阳性率
#:654

$

5:

"

:9

%&非感染组阳性率
$&6&4

$

9

"

9&

%*

重症感染组阳性率明显高于其他两组*统计分析
5

组间
/."

值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6&$

%*

$9:

例新生儿患儿中
.0/

阳性
3$

例#阴性
3#

例*其中重症感染组
.0/

阳性率为

::634

$

2%

"

92

%#局部感染组为
:26#4

$

9&

"

:2

%#非感染组为
36

#4

$

5

"

9&

%#重症感染组及局部感染组阳性率明显高于非感染

组$

!

$

&6&$

%#但重症感染组与局部感染组阳性率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

!

%

&6&#

%*重症感染组新生儿
/."

值明显高于局部

感染组及非感染组#并且其值常大于
2

!

8

"

(

#占
356%4

$

5$

"

92

%&局部感染时#其升高不明显#通常在
2

!

8

"

(

以下或在正常

范围内#合计占
'&6:4

$

#%

"

:%

%*部分
/."

阳性患儿住院期间

不同感染阶段多次检测
/."

#其中
5%

例测定
2

次#

#

例测定
9

次#结果显示随着感染的控制和临床体征的缓解#

/."

测定值

逐渐下降#愈后的
/."

测定值均小于
&6#

!

8

"

(

*

F

!

讨
!!

论

降钙素原是一种无激素活性的糖蛋白#是降钙素前肽物

质*在生理情况下甲状腺
.

细胞可产生极少量的
/."

#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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