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简介"梁子坤#男#副主任技师#主要从事胸外科工作)

!

)

!

共同第一作者!陈燕#女#检验师#主要从事检验科工作)

!

#

!

通讯作者#

Q2

C9/?

!

':/

8

B90

8

?/I1I

"

'/09+<4C

)

!论
!!

著!

小细胞肺癌患者血清胃泌素释放肽前体检测的临床意义

梁子坤!陈
!

燕)

!荣长利!尹颜军!时广利#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胸科医院!北京
"#""$%

#

!!

摘
!

要"目的
!

探讨血清肿瘤标志物胃泌素释放肽前体"

K=4]OK

#在小细胞肺癌"

LHVH

#与非小细胞肺癌"

XLHVH

#鉴别诊断

以及化疗效评估中的临床意义$方法
!

应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QVTL(

#检测
&"#

例健康人%

&##

例肺部良性疾病患者%

&-#

例

XLHVH

患者和
"I&

例
LHVH

患者化疗前后血清中
K=4]OK

水平$结果
!

LHVH

患者血清中
K=4]OK

水平明显高于
XLHVH

组%健

康对照组和肺部良性疾病组"

G

$

#+#"

#$

K=4]OK

对
LHVH

检测的敏感性为
!-+,a

!特异性为
%&+-a

&

LHVH

患者经过
&

个周期

化疗后!

K=4]OK

水平明显低于化疗前"

G

$

#+#"

#$结论
!

肿瘤标志物
K=4]OK

对于
LHVH

的辅助诊断%鉴别诊断以及化疗效评

估有非常重要的临床指导意义$

关键词"小细胞肺癌&

!

胃泌素释放肽前体&

!

鉴别诊断&

!

疗效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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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癌是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恶性肿瘤#其发病隐匿#病死

率高#肺癌病死率在我国大中城市中居首位#高达
%#a

'

"2&

(

)

其中#小细胞肺癌$

LHVH

%占肺癌的
&#a

!

&!a

)

LHVH

是一

种未分化*恶性化程度高*侵袭性生长较快*易发生广泛性转移

的恶性肿瘤#大部分患者就诊时已是晚期阶段#预后较差#

!

年

生存率极低)但是#

LHVH

对化疗和放疗高度敏感#特别在局

限期强化治疗完全缓解率可以达到
!#a

!

I!a

)因此#早期

诊断对制订合理的治疗方案#进行早期治疗有重要意义)灵敏

度和特异性好的肿瘤标志物在肺癌的早期诊断*病情监测*判

断预后和疗效评估中具有重要的临床价值)胃泌素释放肽前

体$

K=4]OK

%作为一种新的
LHVH

肿瘤标志物正逐渐受到临床

的重视'

,

(

)本研究对
LHVH

患者化疗前后血清中
K=4]OK

水

平进行了检测#并与神经元特异性烯醇化酶$

XLQ

%进行比较#

旨在探讨血清标志物
K=4]OK

对
LHVH

的辅助诊断和疗效评

估方面的临床意义)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择
&#"&

年
!

月至
&#"$

年
&

月本院住院的

肺癌患者#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1-

岁)全部经细胞

学或组织学确诊#既往未进行过放*化疗#诊断标准为
&#"!

年

版+原发性肺癌诊疗规范,)肺癌患者中
XLHVH

患者
&-#

例

$

XLHVH

组%#

LHVH

患者
"I&

例$

LHVH

组%#所有患者有双径

可测量病灶#体力活动状态$

KL

%评分
#

!

&

分#预计生存时间

大于或等于
,

个月)肺部良性疾病患者为本院收治确诊的肺

结核患者
&##

例$肺部良性疾病组%#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1&

岁)另选同期本院体检健康的职工
&"#

例$健康对照

组%#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

岁&各组研究对象在性

别*年龄等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G

%

#+#!

%#具有可比性)

=+>

!

方法

=+>+=

!

标本采集
!

分别采集
XLHVH

患者*肺部良性疾病患

者和健康人空腹静脉血
$CV

#采集
LHVH

患者化疗前和化疗
&

个周期后空腹静脉血
$CV

)所有标本经
$###=

"

C/0

离心后

分离出血清#

F&#c

冻存#集中进行检测)高血脂和溶血标本

应舍弃#标本检测过程中注意避免标本反复冻融)

=+>+>

!

血清
K=4]OK

的检测
!

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

QVTL(

%检测所有标本血清中
K=4]OK

水平#试剂应用北京科

卫生物技术公司生产的
K=4]OK

试剂盒#检测仪器设备为美国

伯乐公司生产的全自动酶联免疫分析仪&同时应用流式荧光法

检测所有标本血清中
XLQ

水平#试剂为上海透景生物技术公

司生产的
XLQ

试剂盒#检测仪器设备为美国
V\MXTN&##

全

自动流式荧光分析仪)所有检测严格按照试剂盒说明书和仪

器标准操作程序进行#血清
K=4]OK

和
XLQ

的临界值分别为

!#

*

&!0

8

"

CV

)

/

!-1"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年
1

月第
,1

卷第
",

期
!

T07UV9GM6>

!

UB?

A

&#"-

!

W4?+,1

!

X4+",



=+?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LKLL"1+#

统计软件进行分析#首先

对数据进行正态检验分析#非正态数据应用非参数检验&各组

间血清
K=4]OK

和
XLQ

的水平比较采用秩和检验&各组间阳

性率的比较采用
!

& 检验)以
G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血清肿瘤标志物
K=4]OK

和
XLQ

检测结果
!

由表
"

可

见#血清
K=4]OK

和
XLQ

在
LHVH

组中的水平明显高于

XLHVH

组*肺部良性疾病组和健康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G

$

#+#"

%&血清
K=4]OK

在广泛期中的水平明显高于局限

期#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G

$

#+#"

%)

表
"

!

血清
K=4]OK

和
XLQ

检测结果#

NJ9

'

0

8

(

CV

$

组别
, XLQ K=4]OK

XLHVH

组
&-# "%+!JI+% ,-+1J"!+!

LHVH

组
"I&

,I+"J"1+&

)

-""+,J&1#+"

))

!

局限期
$& &&+,J""+& &"-+,J"#!+"

!

广泛期
"$# $-+IJ&$+,

""&$+"J$I%+"

"

肺部良性疾病组
&## %+!J,+$ ,#+"J"!+"

健康对照组
&"# 1+IJ,+% &1+%J"$+I

!!

注!与
XLHVH

组比较#

)

Gb#+##1

&与
XLHVH

组比较#

))

Gb

#+##"

&与局限期比较#

"

Gb#+###

)

>+>

!

,

种方式检测
LHVH

和
XLHVH

的敏感性*特异性
!

由表

&

可见#

K=4]OK

对
LHVH

检测的敏感性为
-#+"a

#

XLQ

对

LHVH

检测的敏感性$

!-+,a

%&

K=4]OK

对
LHVH

检测的特异

性为
%&+,a

#高于
XLQ

对
LHVH

检测的特异性$

I!+&a

%)

K=4]OK

对
XLHVH

检测的敏感性只有
1+"a

#远远低于
XLQ

对
XLHVH

检测的敏感性$

,I+%a

%)由于单项
K=4]OK

和

XLQ

对
LHVH

检测的敏感性比较低#因此#可以将
K=4]OK

和

XLQ

进行组合#组合后
K=4]OK

和
XLQ

联合检测
LHVH

检测

的敏感性为
1-+!a

#与单项
K=4]OK

*

XLQ

的敏感性比较#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G

$

#+#!

%)

表
&

!!

,

种方式对
LHVH

和
XLHVH

检测的

!!!

敏感性)特异性#

a

$

检测方式
LHVH

敏感性 特异性

XLHVH

敏感性 特异性

K=4]OK -#+" %&+- 1+" %&+-

XLQ !-+, I!+& ,I+% I!+&

K=4]OKdXLQ 1-+! I#+" $#+- I#+"

>+?

!

LHVH

患者化疗前后肿瘤标志物
K=4]OK

*

XLQ

水平变

化
!

由表
,

可见#与化疗前比较#

LHVH

患者经过
&

个周期的

化疗后#血清中
K=4]OK

和
XLQ

水平明显低于化疗前#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G

$

#+#"

%)

表
,

!!

化疗后肿瘤标志物
K=4]OK

)

XLQ

水平

!!!!

变化#

NJ9

'

0

8

(

CV

$

时间
K=4]OK XLQ

化疗前
-""+,J&1#+" ,I+"J"1+&

化疗后
&$I+&J"",+- "I+IJ%+-

?

!

讨
!!

论

肿瘤标志物是指肿瘤在发生和增殖过程中#由肿瘤细胞生

物合成*释放和分泌并释放到血液*体液*组织中#反映肿瘤存

在和生长的一类物质'

$

(

)具有较高的灵敏度和特异性的肿瘤

标志物对肺癌的诊断*疗效分析*复发监测和预后判断都有很

大帮助'

!

(

)

K=4]OK

是胃肠道分泌的一种促胃液素释放肽前体#促胃

液素释放肽通过自分泌或细胞间的相互作用刺激肿瘤生长#参

与转移过程)因为促胃液素释放肽的半衰期很短#很难检测其

血清水平)而血清中的
K=4]OK

比较稳定#有研究表明#血清

中
]OK

的水平与
)

=4]OK

呈正相关'

-

(

)

K=4]OK

普遍存在于

非胃窦组织*神经纤维*脑和胎儿肺组织的神经内分泌细胞中#

可作为一种新型的
LHVH

的标志物'

1

(

)

XLQ

是糖酵解通路中

的一种肝糖分解酶#主要存在于神经内分泌肿瘤中#在临床上

可用于
LHVH

的辅助诊断*病情监测和疗效判断'

I

(

)但是#在

临床实践中发现#

XLQ

的特异性不是很理想#并且有些溶血的

临床血液标本容易出现假阳性的结果'

%

(

)

本研究结果显示#血清
K=4]OK

在
LHVH

组中的水平明显

高于
XLHVH

组*肺部良性疾病组和健康对照组#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G

$

#+#"

%&

LHVH

经分组后#血清
K=4]OK

在广泛期中

的水平明显高于局限期$

G

$

#+#"

%&

K=4]OK

对
LHVH

检测的

敏感性为
-#+"a

#高于
XLQ

对
LHVH

检测的敏感性$

!-+,a

%&

K=4]OK

对
LHVH

检测的特异性为
%&+,a

#高于
XLQ

对
LHVH

检测的特异性$

I!+&a

%)以上研究结果表明#

K=4]OK

可作为

LHVH

辅助诊断的标志物指标#其敏感性和特异性均优于

XLQ

#并 且 与
LHVH

的 分 期 密 切 相 关)由 于
K=4]OK

对

XLHVH

检测的敏感性只有
1+"a

#所以
K=4]OK

不适合作为

筛选
XLHVH

的标志物指标)另外#由于单项
K=4]OK

或
XLQ

对
LHVH

检测的敏感性都比较低#因此#可以将
K=4]OK

和

XLQ

进行组合#组合后
K=4]OK

和
XLQ

联合检测
LHVH

检测

的敏感性为
1-+!a

#与单项
K=4]OK

*

XLQ

的敏感性比较#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G

$

#+#!

%&并且特异性下降不大#为
I#+"a

&所

以#

K=4]OK

*

XLQ

可做为联合检测
LHVH

的首选肿瘤标志物

组合)

多年临床实践证明#联合化疗能有效地提高
LHVH

患者的

生存率'

"#

(

)肿瘤标志物最重要的应用之一是对疗效进行评

价#有研究表明#

K=4]OK

可用于监测
LHVH

的治疗效果*复发

情况和预后判断#是监测
LHVH

复发敏感性最高的肿瘤标志物

之一&在
LHVH

治疗过程中#

K=4]OK

下降程度与治疗疗效呈

正相关#并与患者影像学改变有着密切关联'

""

(

)本研究结果

显示#与化疗前比较#

LHVH

患者经过
&

个周期的化疗后#血清

中
K=4]OK

水平明显低于化疗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G

$

#+#!

%)因此#血清
K=4]OK

可用于
LHVH

患者化疗疗效的评

价#并且费用较影像学评价相对低廉)对
LHVH

患者的血清

K=4]OK

水平进行动态监测并综合分析#对指导临床进行疗效

监测具有重要的意义)

总之#本研究结果表明#血清
K=4]OK

检测
LHVH

的敏感

性和特异性都比较好#可作为
LHVH

的辅助诊断指标#联合检

测
K=4]OK

和
XLQ

可以大大提高
LHVH

的检出率&并且#血清

K=4]OK

可用于
LHVH

患者的化疗监测及疗效评价)

参考文献

'

"

(

U6C9?(

#

L/6

8

6?O

#

_9=>Q

#

679?+H90<6='797/'7/<'

#

&##%

'

U

(

+H(H90<6=UH?/0

#

&##%

#

!%

$

$

%!

&&!2&$%+

'

&

( 毛友生#高燕宁#赫捷#等
+

肺癌分子生物学特性与转移和

预后的关系'

U

(

+

中华肿瘤杂志#

&##-

#

&I

$

I

%!

-,&2-,$+

'

,

( 张家祺#王迎难#李强
+

胃泌素释放肽前$下转第
"1-%

页%

/

--1"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年
1

月第
,1

卷第
",

期
!

T07UV9GM6>

!

UB?

A

&#"-

!

W4?+,1

!

X4+",



相关)启动子
2&&"

$

Z

"

N

%和外显子
?

密码子
!$

$

(

"

^

%

M̂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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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对肺结核病

发生起到保护作用)尽管环境*遗传*宿主内环境等多种因素

涉及结核病产生#通过结核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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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V

基因

多态性与
M̂ V

水平相互关系与结核易感性的研究#将有助于

了解结核病的发生机制#为结核病的控制提供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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