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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对膀胱癌的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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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膀胱癌是全球范围内最常见的移行上皮细胞癌之

一#发病率较高#并且呈逐年上升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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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属于膀胱癌

的高发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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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的膀胱癌属于无浸润的浅表性肿

瘤#

(

年内复发率较高'

%

(

)因此早期诊断并对复发进行尽早预

测极为重要)目前#临床上通常选择白光膀胱镜检查和活组织

切片检查作为膀胱癌诊断标准'

'

(

)但是组织切片检查灵敏度

太低#而膀胱镜检查虽然对膀胱癌的特异度和灵敏度较高#但

是属于有创检查#增加患者的痛苦程度#使患者依从性较差)

因此#寻找新的肿瘤标志物#尽早确诊临床隐匿性膀胱癌#降低

患者检查痛苦#提高膀胱癌诊断水平#对膀胱癌的诊断具有重

要的临床价值)本实验采用前瞻性的研究方法#应用酶联免疫

吸附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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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合酶链式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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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疫组织化学等

技术#对膀胱癌患者进行尿核基质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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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旨在探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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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肿瘤标志

物对膀胱癌诊断的价值)现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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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膀胱镜检查联合病理活检#将受试患者分为观察组和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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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尿路结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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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良性前列腺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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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肾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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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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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检测#试剂盒由美国
+5KJ-K8.L

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提

供&按照试剂盒说明书进行操作#

"&\

"

IX

为阳性检测限)

A$C$B

!

;a#&

和存活素
I<]=

检测
!

进行
<!19;<

检测#提

取总
<]=

后#进行
<!19;<

&试剂盒由美国
9J/I8

O

5

生物技

术有限公司提供)

A$D

!

结果判断
!

$

"

%尿细胞学检查以发现肿瘤细胞为阳性&

$

#

%尿液
]+9##

以浓度大于
"&\

"

IX

为阳性&$

(

%

;a#&

和存

活素
I<]=

以
<!19;<

产物电泳出现
(D&

和
#D@>

4

条带为

阳性)

A$E

!

统计学处理
!

本资料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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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检验进行两组间的数据比

较#非正态分布采用秩和检验&计数资料以百分比表示#采用

!

# 检验)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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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病例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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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结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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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

察组患者尿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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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水平明显高于健康组和对照组#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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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受试者尿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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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结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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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结果与肿瘤分期*

分级的关系
!

研究结果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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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阳性率与肿瘤分期*

分级无明显关系#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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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存活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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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阳性率与

肿瘤分期有显著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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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组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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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阳性率高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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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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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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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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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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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临床上诊断膀胱癌的主要手段仍然是膀胱镜检查和

尿脱落细胞学检查#膀胱镜
C

活检是一直膀胱癌早期诊断和随

访检测的-金标准.

'

%

#

D

(

)但是#由于膀胱镜检查对患者造成的

创伤以及活检的灵敏度低#使得膀胱癌患者漏检的可能性增

加)因此#寻找高灵敏度*高特异度的检测手段和肿瘤标志物

一直是膀胱癌诊断研究的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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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于核基质蛋白家族的成员#是细胞核的骨架结

构#维持细胞核的正常形态#同时参与调控一些重要的细胞活

动#如
*]=

的复制*转录*翻译等'

?1@

(

)当细胞发生癌变时#

]+9##

合成增加#在肿瘤细胞凋亡时被释放至尿液中#采用

SXRZ=

方法可检测其水平'

"&

(

)本项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尿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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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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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推测#这可能与膀胱癌患者肿瘤

细胞增殖异常活跃#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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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成增加有关)另外#研究

结果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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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具有较高的灵敏度和特异度#分别为

?#$%EB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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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对于对照组患者#会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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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假阳性的结果#这可能与尿路损伤*组织坏死*炎性反应等

有关#但是
]+9##

阳性预测值可达到
D%$#'B

#说明
]+9##

检测可作为膀胱镜检查的辅助手段用于临床)

;a#&

是一类中间纤维丝#分布于上皮细胞#属于水溶性

聚合多肽#参与上皮细胞的发生*分化和成熟等生理过程'

""

(

)

;a#&

有严格的上皮细胞分布特征#在非上皮细胞或组织中#

;a#&

几乎不表达'

"#

(

)本项研究结果也证实#

;a#&

检测的灵

敏度和特异度分别为
?($D&B

和
'($'EB

#阳性预测值为

DD$E'B

#且与肿瘤分级无关#但是与临床分期密切相关#对

!"G

#

!"

亚组患者检测的灵敏度仅为
?'$('B

#明显低于
!#

#

!E

亚组患者检测的灵敏度$

"&&$&&B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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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D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RHK_X5>+8N

!

Z8

4

K8I>8J#&"D

!

/̀0$(?

!

]/$"?



存活素
I<]=

是最新发现的一类凋亡抑制蛋白家族

$

R=9

%成员#可以促进肿瘤细胞凋亡#抑制癌细胞过度生长)

但与其他家族成员不同的是#存活素
I<]=

只包含一部分保

守的轮状病毒
R=9

重复结构#而无羧基末端锌指结构'

"(

(

)存

活素
I<]=

主要分布于胚胎及未分化成熟的组织#多见于肿

瘤组织内)多项研究也证实#存活素
I<]=

的过量表达与膀

胱癌密切相关)本项研究结果显示#存活素
I<]=

检测对于

膀胱癌诊断的灵敏度和特异度分别高达
?%$D"B

和
@&$@"B

)

同时#存活素
I<]=

的表达与肿瘤临床分期密切相关#对

!"G

#

!"

亚组患者检测的灵敏度仅为
D@$%%B

#明显低于
!#

#

!E

亚组患者检测的灵敏度$

"&&$&&B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

!

#

&$&%

%)说明存活素
I<]=

的表达水平随着膀胱癌分

化程度的降低而逐渐增高#明显影响着肿瘤的恶性程度和发展

趋势)而且#本项研究结果显示#存活素
I<]=

的阳性预测值

高达
@($"&B

#假阳性的概率明显低于
]+9##

和
;a#&

)存活

素
I<]=

检测的阳性似然比为
@$E(

#说明存活素
I<]=

可作

为膀胱癌诊断的辅助检测指标之一用于临床)

总而言之#

]+9##

*

;a#&

和存活素
I<]=

检测都具有较

高的灵敏度和特异度#均可作为膀胱镜检查的辅助手段用于临

床#有助于疾病的早期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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