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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二聚体在肿瘤中的研究进展

李佳乐 综述!刘
!

旭%审校

"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检验科!天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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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肿瘤$

!

*1

二聚体$

!

血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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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二聚体是纤维蛋白的降解产物#凝血酶激活的
,Y

)

作

用于纤维蛋白单体使其交联形成不可溶的凝块#再经纤溶酶作

用而生成)升高的
*1

二聚体与机体血栓形成及继发性纤溶亢

进关系密切)

*1

二聚体作为一种凝血指标#已独立或与其他指

标联合应用于多种疾病的诊断和预后)多项研究发现血浆中

*1

二聚体水平动态变化与肿瘤的鉴别*分期*转移*化疗疗效*

生存时间等有一定的相关性)现就
*1

二聚体的检测方法及其

与肿瘤的相关性作一综述)

A

!

*1

二聚体的检测方法

!!

*1

二聚体的检测方法主要包括乳胶凝集法*酶联免疫吸附

法*胶体金免疫渗滤法和免疫比浊法#都是基于抗原抗体特异

性结合的原理而设计)

乳胶凝集法是将特异性单克隆抗体包被于乳胶颗粒表面#

与标本中的
*1

二聚体结合后乳胶发生凝集#测定乳胶凝集后

标本稀释倍数来判断
*1

二聚体水平)此方法是一种半定量检

测方法#结果需要通过肉眼观察#容易出现主观误差#敏感性较

低#只可作为筛选方法)

酶联免疫吸附法运用的是双抗体夹心原理#将抗
*1

二聚

体抗体包被于固相载体表面#当抗凝血液标本中的
*1

二聚体

与抗体结合后#再加入酶标记的抗
*1

二聚体抗体#形成抗体
1

抗原
1

酶标抗体结合物#再加入酶作用底物显色)此方法是一

种定量方法#优点是可以避免多种因素干扰#如胆红素*纤维蛋

白原等#敏感性高#检测结果较准确)缺点是操作复杂#时间较

长#且不同厂家提供的试剂盒检测结果之间存在差异#检测前

需标准曲线#适用于批量标本检测'

"

(

)

胶体金免疫渗滤试验是通过抗
*1

二聚体抗体捕获
*1

二聚

体的方法来检测#将单克隆抗体包被于有多孔膜的测试卡上#

加样后#

*1

二聚体被捕获#洗涤后再加入金标抗
*1

二聚体抗

体#反应后显红色#显色深浅程度与标本
*1

二聚体水平呈正相

关#比色测量可测得
*1

二聚体水平)此方法是定量检测方法#

操作简便快速#少量标本或大批量标本都适用#尤其适用于急

诊检测)

免疫比浊法现在应用较广泛#可实现自动化)原理是抗

原*抗体反应后可使溶液的浊度增加#通过检测透过光强度得

出被测
*1

二聚体水平)该方法操作简便*精准*快速#有效克

服了人工误差)

除此之外#还有几种检测方法#如自身红细胞凝集法*荧光

抗体法等#这些方法也都基于抗原抗体特异性反应的原理'

#

(

)

B

!

*1

二聚体与血栓

!!

*1

二聚体主要反映血液纤溶功能#机体一旦有血栓形成及

+

??%#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D

年
@

月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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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
"?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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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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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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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发性纤溶#就会出现
*1

二聚体升高的现象)当机体内凝血

及纤溶两大系统功能异常#二者之间的平衡被打破时#容易有

血栓形成)多项研究显示#此现象常见于肿瘤患者)有文献报

道#

*1

二聚体水平升高的患者更易形成静脉血栓栓塞)静脉血

栓患者与非静脉血栓患者相比#血浆
*1

二聚体及可溶性纤维

蛋白水平明显升高#

<W;

曲线分析显示#

*1

二聚体及可溶性纤

维蛋白水平对于诊断血栓形成有价值'

(

(

)

C

!

*1

二聚体与肿瘤

C$A

!

*1

二聚体与肺癌
!

多项研究表明#肺癌患者合并严重的

凝血功能异常#血液处于高凝状态)

*1

二聚体作为凝血指标之

一#其水平及动态变化与肺部肿瘤的良恶性鉴别*早期诊断*临

床分期*转移与否*化疗及预后情况有一定关系)随着肺部疾

病的严重程度升高#

*1

二聚体水平也显示出升高趋势#例如#肺

部良性病变*早期肺癌及晚期肺癌三者相比较#患者血浆
*1

二

聚体水平依次升高)有学者研究
''

例肺癌患者及
"%

例肺部

良性病变患者的凝血指标'

E

(

#结果也证实了上述观点&其次#还

发现组织学类型不同的肺癌患者血浆
*1

二聚体水平也有所差

异#即小细胞癌患者较鳞癌和肺腺癌患者
*1

二聚体水平更高)

最后#根据患者病情分期*转移与否将患者检测数据分类进行

统计学分析#发现有远处转移的患者
*1

二聚体水平更高#且肿

瘤未转移患者中各期患者
*1

二聚体水平也有差异#

)#-

期

较
+#$

期高'

%1'

(

)可见
*1

二聚体水平在肿瘤的病理学分型*

分期以及转移方面有临床意义)邓淑萍等'

D

(通过检测
##(

例

肺癌初治患者血浆
*1

二聚体水平并进行统计学分析#发现
*1

二聚体水平与肿瘤分期*转移间有与上述结论一致的相关性#

并且肿瘤负荷越大#

*1

二聚体水平越高#而化疗疗效越好#

*1

二

聚体水平越低)但在研究
*1

二聚体与病理学分型相关性时却

发现#腺癌患者
*1

二聚体数值升高幅度要高于鳞癌和小细胞

癌患者#这与上述结果不一致)在预后方面#有研究对
ED

例存

活时间不同的晚期肺癌患者进行
%

项凝血指标检测#发现存活

时间短的患者较存活时间长的患者体内
*1

二聚体水平明显升

高'

?

(

#提示
*1

二聚体在晚期肺癌患者预后判断方面有重要价

值)

C$B

!

*1

二聚体与消化道肿瘤
!

消化系统肿瘤是临床上较常见

的疾病#除了可以用影像学和病理学方法来诊断疾病以外#还

可以采用一些血清学检查来进行辅助诊断)消化道恶性肿瘤#

包括胃癌*肝癌*食管癌*胰腺癌*结直肠癌及大肠癌均出现血

浆
*1

二聚体水平升高的现象)有资料显示#不同消化道恶性

肿瘤
*1

二聚体水平也有差异#肝癌和胃癌水平相对较高'

@

(

)

陈舒颖等'

"&

(发现#肝癌患者随着肝功能损伤越发严重#血浆
*1

二聚体水平和抗凝血酶活性也逐渐升高)与肺癌相同#淋巴结

转移及远处转移患者较健康人群
*1

二聚体水平更高'

""

(

#且
*1

二聚体水平与肿瘤的良恶性及恶性程度呈正相关'

"#

(

#可见
*1

二聚体可以应用于肝癌病情判断及预后评估)同时对于肝硬

化患者来说#尤其伴有并发症时#其血浆
*1

二聚体水平持续升

高#故可以通过检测
*1

二聚体水平变化来辅助判断肝功能受

损情况'

"(

(

)

*1

二聚体水平与胃癌原发肿瘤的浸润深度*转移

情况*肿瘤大小等临床特征相关#可以作为胃癌预后标记物之

一'

"E

(

)对于恶性程度较高的胰腺癌#除了使用癌胚抗原

$

;S=

%*糖类抗原
"@@

$

;="@@

%等肿瘤标志物辅助诊断以外#

有研究显示#

*1

二聚体也可以作为其辅助定性及预后判断指

标'

"%

(

)结肠癌近几年发病率有所升高#有资料显示#

*1

二聚体

与结肠癌有着密切联系)王磊'

"'

(

*刘焰'

"D

(通过对结肠癌患者

组与健康人群组的
*1

二聚体水平进行多方面比较#发现结肠

癌患者有更高的
*1

二聚体阳性率#且水平随癌症分期*转移*

恶化情况的加重而升高#若病情得到有效治疗并稳定时#

*1

二

聚体水平会有所下降#故
*1

二聚体水平有利于结肠癌患者的

病情判断及预后评估)施磊等'

"?

(对
"#D

例直肠癌患者进行术

前及术后
*1

二聚体水平研究#发现术后缓解组血浆
*1

二聚体

水平低于术前#而转移组则高于术前#说明
*1

二聚体与直肠癌

患者预后有一定关系)张润起等'

"@

(研究食管癌术后发生肺栓

塞与否与
*1

二聚体水平的关系#发现肺栓塞组术后血浆
*1

二

聚体水平高于对照组#且肺栓塞组呈持续性升高趋势#提示动

态监测
*1

二聚体水平有助于肺栓塞的诊断#有助于临床医生

及时发现并给予治疗#以免危及生命)

C$C

!

*1

二聚体与妇科肿瘤
!

有文献报道#妇科恶性肿瘤#包括

卵巢癌*宫颈癌*子宫内膜癌等
*1

二聚体水平均有显著升

高'

#&

(

)肿瘤标志物已广泛应用于妇科肿瘤的诊断筛查中#但

有文献显示#将肿瘤标志物与
*1

二聚体联合检测#更有利于提

高卵巢癌诊断的灵敏度*特异度及准确度'

#"

(

)随着卵巢癌患

者病情的加重#血浆
*1

二聚体水平及检测阳性率也有所升高#

且与肿瘤临床分期有一定的正相关关系)

*1

二聚体水平越高#

越容易发生弥散性血管内凝血$

*R;

%#提示
*1

二聚体水平对肿

瘤的良恶性诊断有价值#且动态变化与肿瘤的发展*预后有密

切关系'

##1#(

(

)研究
*1

二聚体水平变化与乳腺癌的关系发现#

*1

二聚体水平在乳腺癌不同
!]+

分期中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提示
*1

二聚体水平与肿瘤的侵袭性*增殖*转移有

关系#有助于预后判断'

#E1#%

(

)也有文献报道#

*1

二聚体检测有

助于宫颈癌的良恶性鉴别及分期诊断#联合肿瘤标志物及影像

学检查可以进行预后评估'

#'

(

)

C$D

!

*1

二聚体与其他恶性肿瘤
!

有报道显示#

*1

二聚体水平

与前列腺癌的临床分期*转移情况有关#与前列腺特异性抗原

$

9Z=

%联合应用有助于患者预后评估'

#D

(

)冯谦等'

#?

(研究
*1

二聚体水平与急性早幼粒白血病的关系发现#所有患者
*1

二

聚体水平显著升高#且与出血倾向呈正相关)景娟等'

#@

(通过

检测口腔颌面部肿瘤患者术前*术后化疗后与健康对照组
*1

二聚体水平并进行比较分析#发现良性肿瘤组*恶性肿瘤组
*1

二聚体水平均高于健康对照组#且恶性肿瘤组更高#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

#

&$&%

%)恶性肿瘤组术后化疗后
*1

二聚体水平

较恶性肿瘤组有所降低#但仍高于正常值#且术后
*1

二聚体水

平越接近正常值的患者预后越好)提示
*1

二聚体对于口腔颌

面部肿瘤的发展*预后有积极的临床意义)

D

!

肿瘤患者
*1

二聚体升高机制

!!

肿瘤患者血液常处于高凝状态#造成这种状态的原因有很

多方面#肿瘤细胞可以通过直接浸润血管#产生少量凝血酶#分

泌血管通透因子#诱导巨噬细胞淋巴细胞产生细胞因子等破坏

血管内皮细胞#使血小板黏附*聚集*激活#且活化的血小板会

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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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素#

91

选择素反作用于血小板促使其产生组织因

子$

!,

%#

!,

与
,Y

$

5

结合形成复合物#激活凝血过程#使血液

高凝#继而激活继发性纤溶系统#加之血管内皮损伤会造成促

凝物质增多#抗凝物质减少#这些都导致最终
*1

二聚体水平的

升高)除此之外#血液高凝状态也有助于肿瘤细胞的增殖与转

移)例如#血小板激活后可以分泌多种因子#如血管内皮生长

因子$

S̀),

%*血小板源性生长因子$

9*),

%等来促进血管新

生#同时肿瘤细胞具有诱导血小板聚集的功能#可以将血小板

聚集到其自身周围#有利于肿瘤细胞黏附于血管#形成转移灶)

随着聚集到肿瘤细胞周围的血小板逐渐增多#肿瘤细胞之间*

细胞与基质黏附能力下降#脱离原部位进入血液循环随之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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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不仅是血小板有这些功能#其他凝血相关因子如
91

选择

素*血管性血友病因子$

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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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的表达也有助于肿瘤细

胞的增殖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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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

!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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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瘤细胞可以通过多种途径直接或间接参与并促进机体

凝血#使患者血液处于一种易栓状态#血栓一旦形成#不仅对人

体健康造成威胁#并且有利于肿瘤细胞避开机体免疫系统的攻

击#在这种恶性循环下#肿瘤细胞不断扩散#使病情恶化#此时

机体出现异常的凝血及纤溶变化#加上肿瘤的生长*血管再生

及转移都伴随着凝血纤溶系统的激活#这些变化都可以通过

*1

二聚体水平体现出来)恶性肿瘤患者常伴有
*R;

*肺栓塞*

血栓症等#直接影响患者预后的并发症#这类情况的出现也会

伴随着
*1

二聚体水平的升高)因此
*1

二聚体的水平及动态变

化可以很好地反映机体血凝状态#可以作为一项很好的辅助指

标帮助临床医生及时了解患者病情变化#并进行合理的抗凝抗

栓治疗)不仅在肿瘤的诊断治疗方面#

*1

二聚体也可以广泛应

用于其他与血栓形成有关的疾病中)

参考文献

'

"

( 曾白华#吕连华#刘利华
$*1

二聚体的检测方法及临床应

用进展'

_

(

$

现代医学#

#&"(

#

E"

$

(

%!

#"'1#"@$

'

#

( 陈化禹
$*

二聚体及其测定方法讨论'

_

(

$

实用医技杂志#

#&&D

#

"E

$

"#

%!

"%'D1"%'?$

'

(

(

X88ca

#

;L/-c2

#

25c;

#

8K50$*/8Ge8H/7GKLJ/I>/1

8I>/0-GI5MM8.KJ8L5>-0-K5K-/H5MK8JL-

4

MJ5.K7J8G7J

O

8J

3

'

_

(

$c/HG8-+8N_

#

#&"(

#

%E

$

E

%!

"&"%1"&"@$

'

E

( 黄立堂
$

晚期肺癌患者
*1

二聚体水平及其临床意义'

_

(

$

世界最新医学信息文摘#

#&"'

#

"'

$

"#

%!

((1(E$

'

%

( 赵可煜#郑颖娟#刘福莲#等
$

肺癌患者血浆
*1

二聚体水平

与临床分期的关系研究'

_

(

$

河南医学研究#

#&"'

#

#%

$

D

%!

""@#1""@($

'

'

( 罗玉豪#洪超群#杜毓#等
$

血小板计数及血浆
*1

二聚体水

平与肺癌相关性研究'

_

(

$

转化医学杂志#

#&"%

#

E

$

'

%!

(%E1

(%'$

'

D

( 邓淑萍#靳建军#田蕊#等
$

肺癌患者血浆
*1

二聚体*纤维

蛋白原水平分析'

_

(

$

国际呼吸杂志#

#&"E

#

(E

$

"#

%!

@##1

@#%$

'

?

( 刘丽#张宗城
$

晚期肺癌患者出凝血指标与存活时间的关

系分析'

_

(

$

血栓与止血学#

#&"E

#

#&

$

E

%!

"D"1"D#$

'

@

( 王强#张熔熔#于志琴#等
$

恶性肿瘤患者血浆
*1

二聚体检

测的临床意义'

_

(

$

中国实用医药#

#&"E

#

@

$

#D

%!

??1@&$

'

"&

(陈舒颖#闵玲#廖明#等
$

肝癌患者测定
*1

二聚体定量及

抗凝血酶
)

活性的临床应用研究'

_

(

$

中国实用医药#

#&"'

#

""

$

#D

%!

(@1E&$

'

""

(曹军丽#王欣#董立新#等
$

胃肠道恶性肿瘤患者血浆
*1

二聚体和脂蛋白浓度变化及临床意义'

_

(

$

中国综合临

床#

#&"E

#

(&

$

%

%!

%"D1%#"$

'

"#

(李世龙#张宝#周秀艳#等
$*1

二聚体和纤维蛋白原降解产

物联合检测对肝脏肿瘤的临床意义'

_

(

$

中国药业#

#&"E

#

#(

$

"'

%!

('1(D$

'

"(

(樊和斌#陈彩云#杨东亮#等
$*1

二聚体在肝硬化*肝癌患

者中的临床价值'

_

(

$

胃肠病学和肝病学杂志#

#&"'

#

#%

$

?

%!

??@1?@"$

'

"E

(蔡军#尹杰#张军#等
$

胃癌患者血浆
*1

二聚体检测的临

床意义'

_

(

$

临川和实验医学杂志#

#&"E

#

"(

$

""

%!

?@E1?@'$

'

"%

(

Z7Hb

#

<8H2

#

)5/;!

#

8K50$;0-H-.505HN

4

J/

O

H/GK-.G-

O

1

H-M-.5H.8/M./5

O

705K-/H5GG5

3

G-H

4

5H.J85K-..5H.8J

4

51

K-8HKGP-KL5>G8H.8/Me8H/7GKLJ/I>/8I>/0-GI

'

_

(

$=I_

;0-HWH./0

#

#&"%

#

(?

$

'

%!

%%&1%%'$

'

"'

(王磊
$*1

二聚体测定在结肠癌治疗中的临床价值分析

'

_

(

$

深圳中西医结合杂志#

#&"%

#

#%

$

"?

%!

"E1"'$

'

"D

(刘焰
$*

二聚体测定在结肠癌中的临床意义'

_

(

$

中外医

疗#

#&"E

#

(E

$

@

%!

"?E1"?%$

'

"?

(施磊#李海#杨银学
$

联合检测直肠癌患者
*1

二聚体*

;S=

和
;="@@

的临床意义'

_

(

$

宁夏医科大学学报#

#&"'

#

(?

$

@

%!

"&#?1"&(&$

'

"@

(张润起#王鹏
$

食管癌时候肺动脉栓塞的预测研究'

_

(

$

泰

山医学院学报#

#&"E

#

(%

$

#

%!

@(1@%$

'

#&

(李达#何静
$

妇科恶性肿瘤患者凝血功能及
*1

二聚体水

平变化及意义'

_

(

$

中华实用诊断与治疗杂志#

#&"'

#

(&

$

'

%!

%@'$

'

#"

(张立胜
$;="#%

与
*1

二聚体联合检测在卵巢癌诊断中的

应用效果研究'

_

(

$

健康之路#

#&"'

#

"%

$

'

%!

#%@$

'

##

(时慧
$

卵巢癌患者
*1

二聚体*

;="#%

及
;="@@

联合检测

的临床意义'

_

(

$

实验与检验医学#

#&"'

#

(E

$

'

%!

D?(1D?%$

'

#(

(章玉玲#黄迎峰
$;="#%

*

2SE

*血浆
*1

二聚体联合检测在

卵巢癌早期诊断中的价值研究'

_

(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D

#

(?

$

(

%!

(ED1(E?$

'

#E

(吴杰#徐笑红#包叶江#等
$

乳腺癌患者血浆
*1

二聚体水

平的变化及其与临床病理的关系'

_

(

$

浙江医学#

#&"(

#

(%

$

"E

%!

"(('1"((?$

'

#%

(李玲#王丽丽#王胜江#等
$

乳腺癌患者血浆
*1

二聚体水

平于预后关系的讨论'

_

(

$

山东大学学报#

#&"E

#

%#

$

@

%!

DD1

?&$

'

#'

(李琳#李佩玲
$

宫颈癌患者血小板计数*纤维蛋白原*

*1

二

聚体检测的临床意义'

_

(

$

中国医师进修杂志#

#&"(

#

('

$

"%

%!

"#1"E$

'

#D

(骆华春#林贵山#傅志超#等
$

前列腺癌患者血浆
*1

二聚

体水平及其临床意义'

_

(

$

临床肿瘤学杂志#

#&"(

#

"?

$

""

%!

"&"@1"&#"$

'

#?

(冯谦#张成吉
$#&

例急性早幼粒白血病血浆
*1

二聚体水

平检测'

_

(

$

中国医学#

#&&E

#

"D

$

#

%!

"%@$

'

#@

(景娟#牛洁#陈鑫#等
$

口腔颌面部肿瘤患者血浆
,:)

#

*1

二聚体和
,*9

的检测及其意义'

_

(

$

现代检验医学杂志#

#&"(

#

#?

$

E

%!

D'1D?$

'

(&

(江素华#冯莹#周旭红#等
$

恶性实体瘤对机体凝血
1

纤溶

功能的影响及其机制探讨'

_

(

$

现代肿瘤医学#

#&&@

#

"D

$

"&

%!

"@D(1"@D%$

'

("

(辛士珍#王燕
$

恶性肿瘤与高凝状态'

_

(

$

四川解剖学杂

志#

#&"E

#

##

$

(

%!

(D1E&$

'

(#

(王健#廖珩#付伟
$

化疗对晚期肺癌患者凝血*纤溶*血小

板及肿瘤标志物研究'

_

(

$

中国生化药物杂志#

#&"%

#

D

$

(%

%!

""'1""?$

'

((

(王翔#张雨洁
$

恶性肿瘤患者凝血功能异常的研究进展

'

_

(

$

现代肿瘤医学#

#&"'

#

#E

$

?

%!

"(#%1"(#?$

$收稿日期!

#&"D1&(1"#

!

修回日期!

#&"D1&%1&"

%

+

&@%#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D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RHK_X5>+8N

!

Z8

4

K8I>8J#&"D

!

/̀0$(?

!

]/$"?


	国检18（终） 92.pdf
	国检18（终） 93.pdf
	国检18（终） 94.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