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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转移存在一定的相关性!经神经氨酸苷酶处理血清后!采用改良

琼脂糖电泳法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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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工酶有助于临床辅助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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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列腺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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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泌尿系统常见的恶性肿瘤#已位居男性

恶性肿瘤病死率的第
%

位#超过
0#R

的
@D8

确诊患者会发生

肿瘤骨转移#因此#

@D8

骨转移的早期诊断对选择治疗方案和

判断预后等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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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对
@D8

骨转移主要采用同

位素全身骨扫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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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

能较早地发现骨转移#但存在放射性(假阳性高和价格昂贵等

不足#使得使用受到限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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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列腺特异性抗原是常用的诊断

@D8

的指标#但无法判断是否存在骨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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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碱性磷酸酶同

工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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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检测
@D8

骨转移较为常见的生化指标#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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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转移存在一定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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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来源容易#可以反复检测等优

点#本研究采用改良琼脂糖电泳法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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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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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

转移诊断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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萘磷酸钠和
%##

"

O

硫酸镁

%%

7

"

O

#溶于
&1A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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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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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氨酸酶溶液
!

用含有
)#AA3C

"

O

氯化钠(

1#

AA3C

"

O

醋酸钠和
!AA3C

"

O

氯化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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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1')

的溶液溶解神经

氨酸酶#其终浓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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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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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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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品收集

@'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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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健康体检者血清$

%1

!

$0

岁%

!

无骨病(内分泌疾

病或其他慢性病#未服用影响代谢的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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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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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D8

患者血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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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

!

%#&!

年
&

月至

%#&)

年
&

月#本院住院患者#均经病理学证实为
@D8

#其中无

骨转移
(&

例#骨转移
$%

例#影像学检查证实至少发生一处骨

转移#既往未因骨转移接受过放疗或化疗'

@'F

!

实验方法

@'F'@

!

总
/O@

活性测定
!

贝克曼库尔特
)0#

全自动生化分

析仪进行测定#采用连续监测法#试剂盒由浙江东欧公司提供'

@'F'A

!

神经氨酸苷酶处理标本
!

神经氨酸苷酶溶于磷酸二氢

钠"柠檬酸缓冲液
&AO

#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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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

加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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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本#

"$c

水浴

&1A+-

'

@'F'B

!

电泳
!

阴极处加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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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

#电泳条件!

"#A/

恒流#

"#

A+-

#结束后#加
&AO

底物液#孵育
!#c"#A+-

#加
&AO

呈色

液显色
1A+-

#用
1$#-A

波长#

&AA

狭缝扫描
/O@

区带#光密

度计打印各区带百分比'

@'G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P@PP&$'#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量

资料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计数资料采用
!

% 检验#以
!

&

#'#1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A

!

结
!!

果

A'@

!

普通琼脂糖电泳法和改良琼脂糖电泳法对
/O@

同工酶

扫描结果的比较
!

普通琼脂糖电泳法不能很好分辨肝和骨

/O@

#改良琼脂糖电泳法提高了分辨率'见图
&

(

%

'

A'A

!

对照组和
@D8

组血清
/O@

同工酶结果
!

@D8

组无骨转

移组总
/O@

和同工酶与对照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1

%&

@D8

组骨转移组总
/@O

和骨型
/O@

活性显著高于对

照组和无骨转移组$

!

&

#'#&

%'见表
&

'

图
&

!!

普通琼脂糖电泳法分离
/O@

同工酶扫描图

图
%

!!

改良琼脂糖电泳法分离
/O@

同工酶扫描图

表
&

!!

@D8

血清中
/O@

同工酶结果

项目
0

总
/O@

$

U

"

O

%

肝型
/O@

同工酶

酶活性$

U

"

O

% 酶活性百分率$

R

%

骨型
/O@

酶活性$

U

"

O

% 酶活性百分率$

R

%

对照组
1# 00'&i&&'$ !!'"i&%'( #'1#i#'#$ ")'"i1'& #'!&i#'#$

@D8

组
&)" %#)'$i$0'" $#'(i&0'" #'"!i#'#$ &%0'1i%"'& #')%i#'&"

无骨转移
(& (#'&i%#'0 !)'&i%#'& #'1%i#'#$ !%'"i&&'& #'!$i#'#$

骨转移
$% "1('&i(1') $1'&i&('! #'%&i#'#( %$1'1i)"') #'$$i#'&!

A'B

!

Z/O@

与
@D8

骨转移的相关性分析
!

Z/O@

与
@D8

骨转

移存在相关性$

!

&

#'#1

%'见表
%

'

表
%

!!

Z/O@

与临床诊断
@D8

骨转移的比较

Z/O@

临床诊断度$

0

%

d K

灵敏度$

R

%特异性度$

R

%

d )# %# 0"'" $0'#

K &% $&

B

!

讨
!!

论

!!

碱性磷酸酶是一种分布广泛#水解各种磷酸酯的非特异性

水解酶#具有多种同工酶的活性#分布于肝脏(骨骼(肾脏(胎盘

及小肠等#其中以骨骼和肝脏为主)

1

*

'

Z/O@

主要来源于骨

骼#由成骨细胞合成分泌#可特异性地反映成骨性病变#骨转移

是
@D8

较为常见并发症#当肿瘤细胞到达骨组织后#与骨组织

分泌细胞因子相互作用#破坏正常骨组织中成骨细胞和破骨细

胞平衡#

Z/O@

分泌增加'

@D8

骨转移有
"

种组织学类型!成

骨型(溶骨型和混合型#以成骨型为主'有报道#当
Z/O@

(

%#

U

"

O

的时候#提示患者骨转移的阳性预测值
10'(R

#骨转移的

可能性较大)

1

*

#

Z/O@

在
@D8

骨转移患者中较为真实地反映成

骨细胞活性#作为
@D8

骨转移指标中较
/O@

能更准确地反映

骨代谢'

骨碱性磷酸酶的检测具有判断疾病来源(标本来源容易和

可反复测定等优点#有助于临床对骨来源性疾病进行鉴别诊

断(疗效观察和预后判断'目前主要的检测方法有!热失活

法)

)

*

(酶联免疫法)

$

*

(高效液相色谱法)

0

*和电泳法)

(

*等#这些方

法或或操作复杂(或需要昂贵的仪器(或不能有效分辨肝(

Z/O@

同工酶#或特异和灵敏度较差#使得临床应用受到限制#

比如常规电泳法#肝和
Z/O@

同工酶由同一基因编码#蛋白质

部分完全一样#只是糖链结构有所不同)

&#

*

#导致了一般电泳法

不能很好分离肝和
Z/O@

'本研究将血清用神经氨酸苷酶进

行预处理#采用改良琼脂糖电泳法分离
/O@

#具有以下两个优

点!$

&

%可去除
/O@

糖链末端的唾液酸残基#改变净电荷和电

泳迁移率#骨
/O@

较肝
/O@

对神经氨酸苷酶更为敏感#从而

达到分离的目的)

&&

*

'$

%

%在琼脂糖凝胶中加入
2;+63-M.&##

#

可切割肝型
/O@

中胆汁型
/O@

所带的负电荷#使其向阳极的

泳动速度减慢#使得与肝和骨
/O@

更为有效地分离)

&%

*

'因

此#本研究结果发现普通的琼脂糖电泳法对肝和骨
/O@

的分

辨率较低#改良琼脂糖电泳法提高了
/O@

同工酶分辨率#这与

有关的文献报道也是相符合的)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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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实验采用神经氨酸苷酶处理血清#改良琼脂糖电泳法分

析测定
1#

例健康女性体检者和
&)"

例
@D8

患者血清中的

/O@

同工酶#其中
@D8

无骨转移
(&

例#骨转移
$%

例#结果发

现
Z/O@

与
@D8

骨转移存在相关性#

@D8

骨转移组的总
/O@

和
Z/O@

活性均显著高于对照组和无骨转移组#

@D8

无骨转移

组的总
/O@

和
Z/O@

活性和对照组无显著性差异#说明只是

检测总
/O@

活性#是不能有效判断疾病的来源#通过神经氨酸

苷酶处理血清后的改良琼脂糖电泳法#能将
/O@

同工酶进行

定量分析#才更助于判断总
/O@

的升高是来源于肝脏还是骨

组织'

总之#经神经氨酸苷酶处理血清后#采用改良琼脂糖电泳

法可有效分离
/O@

同工酶#不需要特殊仪器#标本来源容易#

操作简单#价格低廉#是一种值得推荐的监测
@D8

有无骨转移

的#具有较高价值的实验室诊断方法'

参考文献

)

&

*

b,65;\

#

O8A5;863O

#

\C8,,/\

#

568C'Q86=;8C9+,63;

I

3?

,̀5C568C.;5C865:545-6,+-

B

86+5-6,H+69<;58,6

#

C=-

7

#

3;

B

;3,6865>8->5;8-:A568,68,5,63<3-5

!

8&1.

I

58;,6=:

I

+-

6H3C8;

7

5UP958C69,

I

,65A,

)

F

*

'P=

BB

3;6+45D8;5+-D8->.

5;

#

%#&"

#

%&

$

&%

%!

"%$(."%0)'

)

%

* 刘丹#王伟#乔庐东#等
'

初发前列腺癌患者骨扫描检查指

征的探讨)

F

*

'

中华外科杂志#

%#&%

#

1#

$

1

%!

!!".!!1'

)

"

* 毛金磊#陈宇琼#何薇
'

探讨初诊前列腺癌骨转移风险的

预测指标)

F

*

'

标记免疫分析与临床#

%#&!

#

%&

$

!

%!

"(#.

"("'

)

!

* 罗先道#郭淑丽#张朝新#等
'

骨代谢标志物在肿瘤骨转移

中的变化和意义)

F

"

DG

*

'

中华临床医师杂志$电子版%#

%#&%

#

)

$

&(

%!

)#1).)#1$'

)

1

* 周海中#王益华
'

血清
@P/

和
Z/O@

测定在前列腺癌骨

显像诊断中的应用)

F

*

'

放射免疫学杂志#

%##(

#

%%

$

&

%!

$$.

$0'

)

)

* 李常林#张艳#马胜#等
'

热灭活法与干化学法检测骨碱性

磷酸酶技术的对照分析)

F

*

'

中国实验诊断学#

%##(

#

&"

$

$

%!

(%".(%!'

)

$

* 郭淑丽#罗先道#田永芳
'

前列腺癌患者骨代谢标志物水

平变化及意义)

F

*

'

中华实用诊断与治疗杂志#

%#&1

#

%(

$

$

%!

$#0.$#('

)

0

* 张咏梅#白秀珍#陈占文#等
'

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全血中

骨碱性磷酸酶的活力)

F

*

'

色谱#

%###

#

&0

$

"

%!

%"1.%")'

)

(

* 汪萍#钱晓霞#沈霞
'

骨源性碱性磷酸酶同功酶的分离及

其临床应用)

F

*

'

临床儿科杂志#

%##1

#

%"

$

$

%!

!0".!01'

)

&#

*

PA+69 N

#

W5+,,NF

#

\;+??+-D/

#

568C'Y5

7

+3-8C8,,+

7

-.

A5-63?695

7

5-5?3;9=A8-C+45;<3-5 +̀:-5

I

/C̀8C+-5

B

93,

B

9868,563>9;3A3,3A5&

B

")'&.

B

"!

)

F

*

'\5-3A+>

#

&(00

#

%#

$

%

%!

&"(.&!&'

)

&&

*庞博#吴丽娟
'

电聚焦法检测碱性磷酸酶同工酶在肝癌和

肝癌骨转移鉴别诊断中的应用)

F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1

#

&%

$

&

%!

&."'

)

&%

*王瑾#谭翔
'

骨碱性磷酸酶同工酶在乳腺癌骨转移诊断中

的应用)

F

*

'

现代肿瘤医学#

%#&)

#

%!

$

&1

%!

%!&".%!&1'

)

&"

*邓君#陆学军#艾桂萍#等
'

骨碱性磷酸酶同工酶的测定及

其应用)

F

*

'

中华老年医学杂志#

&((0

#

&$

$

%

%!

().(0'

$收稿日期!

%#&).#(.%)

!

修回日期!

%#&).&%.%0

%

$上接第
(&#

页%

普遍偏低
&

!

%

个滴度&

EGYO

在检测正常对照的血清和血浆

标本时均有假阳性#而在检测
DPe

时两者结果一致'

综上所述#

EGYO

在检血清和血浆标本时#其特异性明显

低于
2YUP2

#出现部分假阳性&

DPe

标本
EGYO

和
2YUP2

敏感性和特异性无显著性差异#但相同标本中
EGYO

的滴度

更高#显示
EGYO

对低滴度样本比
2YUP2

有更高的敏感性'

因此#在梅毒的实验室诊断中#

2YUP2

更适合血清和血浆标

本检测#

EGYO

适合
DPe

标本#但不适合血清和血浆检测'在

实际工作中#对待不同的标本#在
EGYO

和
2YUP2

的使用上

要有所区别#才能获得准确(可靠的实验结果'

参考文献

)

&

* 夏玉玲#李辉#周玲#等
'

不同检验方法对梅毒不同时期的

敏感性和特异性分析)

F

*

'

安徽医药#

%#&"

#

&$

$

1

%!

0&&.

0&%'

)

%

* 陈磊#孙秀凤
'"

种梅毒检测方法的比较与分析)

F

*

'

医学

信息#

%#&!

#

%!

$

%

%!

&)"'

)

"

* 李民#徐敬星#史同新#等
'&%(

例未经治疗的早期梅毒患

者脑脊液检测结果的分析)

F

*

'

皮肤性病诊疗学杂志#

%#&!

#$

"

%!

&01.&00'

)

!

* 赵志强
'[OJP/

和
2YUP2

法在各期梅毒螺旋体抗体检

测中的效果)

F

*

'

医学检验与临床#

%#&!

#

%1

$

&

%!

)1.))'

)

1

* 蒋婷吟#查金顺#黄春玲#等
'DOJ/

(

2YUP2

和
2@@/"

种

梅毒检测方法的比较)

F

*

'

国际放射医学核医学杂志#

%#&!

#

"0

$

)

%!

"0!."0)'

)

)

* 罗均
'

用
[OJP/

和
2YUP2

法检测献血者血清梅毒抗体

的效果比较)

F

*

'

广东医学院学报#

%##%

#

%#

$

!

%!

"%$'

)

$

* 李念宇#张建萍
'2YUP2

测定结果与梅毒诊断关系的探

讨)

F

*

'

皮肤病与性病#

%##"

#

%1

$

&

%!

1#'

)

0

* 严春玲
'2@@/

和
2YUP2

联合检测梅毒的临床应用效

果评价)

F

*

'

现代医院#

%#&#

#

&#

$

&

%!

)".)1'

)

(

*

W5+A+-

7

\

#

V8-

7

V

#

O5+W

#

568C'D3A

B

8;+-

7

695

B

5;.

?3;A8->5>98;8>65;+,6+>,3?DPe.2YUP28-:DPe.EGYO

?3;,

IB

9+C+,

!

8>;3,,.,5>6+3-8C,6=:

I

)

F

*

'ZNF

#

%#&"'%!

$

&

%!

&.1'

)

&#

*苏宗义#龚爱红#隋青#等
'

脑脊液
2@.[OJP/

(

2YUP2

和

EGYO

检测对神经梅毒的诊断价值探讨)

F

*

'

中国微生态

学杂志#

%#&!

#

%)

$

&%

%!

&!&&.&!&$'

$收稿日期!

%#&).&#.&(

!

修回日期!

%#&).&&.%&

%

-

"&(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年
!

月第
"0

卷第
$

期
!

J-6FO8<N5:

!

/

B

;+C%#&$

!

E3C'"0

!

Q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