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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颈癌是女性发病率居第三位和病死率居第四的癌

症)

!1"

*

'宫颈癌的亚型有不同的组织学亚型#其中上皮细胞癌

$

KOO

&和腺癌$

2[O

&是两个最常见的亚型)

'1$

*

'宫颈癌的发展

是比较慢的#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非常重要#手术和放射治

疗的效果比较肯定'而能影响宫颈癌预后的重要因素有肿瘤

分级(盆腔淋巴结转移情况(癌细胞浸润深度#以及淋巴血管间

隙的侵犯'有资料表明#经过手术或放射治疗#目前
&

年存活

率为
&&#&*

#其中
"

2

期宫颈癌患者
&

年生存率可达
)&*

以

上'

"

V

期宫颈癌
&

年生存率为
,%*

!

,&*

#

'

期为
+%*

!

(%*

#

+

期为
'%*

!

'&*

#晚期宫颈癌的预后则远不如早中期

的宫颈癌#其
&

年生存率只有
!$*

左右'因此寻找可靠有效

的指标指导宫颈癌的早期诊断(疗效监测及判断预后#以保证

患者得到合理的个体化治疗对提高生存率尤为重要'近年研

究者发现#凝血与肿瘤的发生和预后存在密切的关系)

&1+

*

#本研

究尝试寻找与宫颈癌预后相关的凝血指标应用于临床#现报道

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

年
)

月至
"%%,

年
!"

月中山大学肿瘤防

治中心经病理确诊的
")(

例宫颈癌患者'病理类型!鳞状细胞

癌
"''

例#其他类型
+$

例%国际妇产科联盟$

EPJc

&临床分期!

"

期$

"

2

!

"%

例%

"

V!

!

,)

例%

"

V"

!

$"

例&#

'

期$

'

2

!

+"

例%

'

V

!

&+

例&#

+

期和
,

期$

+

!

"'

例%

,

!

&

例&#中位年龄
$+

岁

$

"&

!

()

岁&'

@#A

!

仪器与试剂
!

活化部分凝血酶时间$

2I33

&(凝血酶原

时间$

I3

&(纤维蛋白原$

EF

8

&(凝血酶时间$

33

&的检测仪器为

K

@

/B6f

的
O2(%%%

血凝仪#检测方法为凝固法#试剂由西门子

公司提供'乳酸脱氢酶$

M[]

&采用日立公司的
(+%%

全自动

生化仪进行检测#使用中生北控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

试剂盒'

KOO

的检测仪器为雅培
P"%%%

#检测方法为化学发光

微粒子免疫检测法#试剂为仪器配套试剂盒'

@#B

!

治疗方法
!

列入本研究的患者主要治疗方式有
'

种!$

!

&

单纯手术切除%$

"

&手术切除加放化疗%$

'

&放化疗综合治疗'

@#C

!

随访方法
!

随访开始于宫颈癌患者术后出院'随访主要

采取门诊随方式#也包括电话方式'第
!

年每月随访
!

次%第

"

!

'

年每
'

个月随访
!

次%第
$

!

&

年每半年随访
!

次%

&

年以

上每年随访
!

次'

@#P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KIKK!(#%

软件进行数据处理及统计

分析'用一般线性回归模型进行单因素分析#多因素采用
O4f

多因素分析#生存曲线分析采用
Z9

:

>901R6.6;

法和对数秩检

验$

M4

8

1;90a76/7

&进行#组间两独立样本比较采用
B

检验及方

差分析#以
!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A

!

结
!!

果

A#@

!

宫颈癌患者的主要特征及相关检查指标
!

")(

例宫颈癌

患者的基本特征及相关检测指标见表
!

'

-

&$+!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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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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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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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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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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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宫颈癌患者的主要特征及相关检查指标

项目 例数"均数
!

"&

!

!

(&

或
*

年龄$岁&

$+ '(

!

&&

分期

!"

!$' $,#!

!'

!"% $%#$

!+

与
,

'$ !!#&

病理分型

!

KOO "'' (,#&

!

非
KOO +$ "!#&

治疗方法

!

单独手术
&& !,#&

!

手术加放化疗
!)$ +&#'

!

放疗和$或&化疗
$, !+#"

死亡

!

是
)+ '"#'

!

否
"%! +(#(

检测指标

!

I3

$

/

&

!%#( !%#"

!

!!#"

!

2I33

$

/

&

"$#$ ""#&

!

"+#$

!

33

$

/

&

!(#% !+#"

!

!,#%

!

EF

8

$

8

"

M

&

"#) "#&

!

'#$

!

鳞状上皮细胞癌抗原$

KOO12

8

#

0

8

"

BM

&

!#& %#$

!

+#!

!

M[]

$

U

"

M

&

!&(#% !$%#(

!

!(&#(

A#A

!

单因素和多因素分析
!

临床分期(治疗方案(

I3

与宫颈

癌的预后相关$

!

$

%#%%!

&'其中临床分期危险比$

*7

&

b

"#(%&

#

)&*

置信区间$

)&*)3

&

b!#)&+

!

'#($%

#

!b%#%%!

&#

治疗方案$

*7b!#$((

#

)&*)3b!#"%+

!

!#,%,

#

!b%#%%!

&#

I3

$

*7b!#,"&

#

)&*)3b!#!,)

!

"#,%"

#

!b%#%%+

&'见表
"

'

表
"

!!

各个参数的单因素与多因素分析

变量
单因素分析

!

"

!

多因素分析

*7 )&*)3 !

年龄$

$

$+

岁或
&

$+

岁&

%#!"& %#$')

病理分型$

KOO

或非
KOO

&

%#+%! %#$')

临床分期$

"

(

'

(

+

和
,

期&

!'#$(% %#%%! "#(%& !#)&+

!

'#($% %#%%!

治疗方法)单独手术(手术

加放化疗(放疗和$或&化疗*

'#$)% %#%%) !#$(( !#"%+

!

!#,%, %#%%!

KOO12

8

%#!"( %#(""

2I33 %#")( %#&,+

I3 &#,+& %#%!( !#,"& !#!,)

!

"#,%" %#%%+

EF

8

'#!+% %#%((

33 %#$'$ %#&!!

M[] %#%%, %#)"(

A#B

!

Z9

:

>901R6.6;

法生存分析
!

术前低
I3

组的生存率明显

高于高
I3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b%#%%!

&'见图
!

'

图
!

!!

术前高
I3

组与低
I3

组的生存曲线

B

!

讨
!!

论

!!

有学者从胃癌患者中出现的游走性血栓静脉炎现象发现

了恶性肿瘤患者中广泛存在凝血纤溶功能异常)

(

*

#随后恶性肿

瘤与凝血纤溶系统两者的相互关系逐渐被广泛研究)

,

*

'肿瘤

细胞不仅激活凝血因子#还与血管内皮损伤(纤维蛋白溶解异

常及血流的改变有关'近年已有相关研究报道在多种肿瘤中

存在凝血异常#

I3

(

33

(

EF

8

等在不同肿瘤中可作为预后的指

标)

&1+

*

'但在宫颈癌的预后研究中#较少这方面的报道'本研

究从术前常规检测项目凝血
$

项出发#寻找与宫颈癌预后相关

的指标#用于临床预后评估'

目前#

KOO12

8

是宫颈癌常用的筛查和预后指标'它是肿

瘤相关抗原
321$

的亚型#是一种糖蛋白'

KOO

存在于子宫(

子宫颈(肺(头颈等鳞状上皮细胞癌的细胞质基质中#特别在非

角化癌的细胞中更丰富'血清中
KOO

水平升高#可见于
,'*

的宫颈癌#

"&*

!

(&*

的肺鳞状细胞癌#

'%*

的
"

期食管癌#

,)*

的
+

期食管癌'

KOO12

8

的水平变化可以作为判断鳞状

细胞型宫颈癌预后的指标之一'综上所述#可以发现
KOO12

8

由于是鳞状上皮的抗原#并不适用于所有类型宫颈癌的预后评

估'而且由于鳞状上皮来源的细胞分布广泛#

KOO12

8

的影响

因素也较多'因此#寻找一种更加简便(适用范围更广的预后

指标非常有必要'

本研究同时检测
2I33

(

I3

(

33

(

EF

8

(

KOO12

8

(

M[]

#分

析其对宫颈癌生存时间的诊断价值'发现治疗方式(分期和

I3

与宫颈癌的预后相关'这与大部分研究相符#分期对于远

期预后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肿瘤患者中分期越晚#生存率越

低%而治疗方式往往与患者的疾病分期相关#早期的宫颈癌患

者只需要手术治疗#中期的患者则是手术辅助放疗#晚期转移

的患者往往是采取放化疗综合治疗'

I3

是反映外源性凝血因

子异常的指标#

I3

延长主要是由于
EF

8

缺乏及先天性凝血因

子
'

(

-

(

.

(

/

减少和获得性凝血因子缺乏'恶性肿瘤患者由

于肿瘤细胞产生的组织因子作用激活外源性途径#常常伴有明

显的高凝状态'

I3

是宫颈癌患者治疗前需要常规检测的项

目#检测费用低廉#与
KOO12

8

相比#具有广泛的适用性#其不

受宫颈癌病理类型的影响'由于本研究条件限制#晚期患者例

数较少#仅分析了肿瘤医院住院患者#需开展多中心(长期随访

的深入研究#以更好地控制相关影响因素#更好地观察本研究

中相关因素与预后的关系'综上所述#术前
I3

水平可以预测

宫颈癌患者的预后#是一项潜在(理想的宫颈$下转第
!+&%

页&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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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F

的结果进行比对分析#二者检测结果
A

" 分别为
%#),""

(

%#)($,

均大于
%#)&

#说明二者定量检测
]V/2

8

(

]V/2F

具有较

好一致性'本研究结果显示#磁微粒化学发光酶免疫法与

HMPK2

对
]V/2

8

(

]V/2F

(

]V62

8

(

]V62F

(

]VA2F

符合率分别

为
))#+*

(

)'#&*

(

))#+*

(

)$#)*

(

)"#%*

#检测结果具有较好的

一致性#高于相关报道的符合率)

!+

*

#其原因可能在于不相符的

结果主要出现在临界值浓度标本'大量研究显示#磁微粒化学

发光酶免疫法对临界值标本的检出率及结果准确性均优于

HMPK2

)

!(1!,

*

'由此可见#

HMPK2

与磁微粒化学发光酶免疫法对

临界值标本的检测结果存在差异#就方法学和自动化程度而言#

磁微粒化学发光酶免疫法优于
HMPK2

'

]PKOM&%%%

分析仪检

测
]V/2

8

携带污染
4b%#%(%,

#小于
M`M

组
'K?

$

%#!%+"

&#

说明
]PKOM&%%%

分析仪可以有效避免交叉污染#保证检测结果

的准确性'本研究显示
]PKOM&%%%

分析仪对
]V/2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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