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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高于肝硬化组和对照组"且肝硬化组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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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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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诊断早期原发性肝癌具有重要价值"具有较高的灵敏度

和特异度"值得临床进一步研究$

关键词"甲胎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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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氨酰转肽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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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尔基体糖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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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发性肝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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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发性肝癌是常见的一种恶性肿瘤%具有较高的

发病率和致死率%分为胆管细胞型肝癌和肝细胞

癌&

$

'

(原发性肝癌具体发病机制较为复杂%早期诊断

对原发性肝癌预后具有重要意义&

.

'

(目前%临床上常

采用血清学和影像学诊断原发性肝癌%相比于血清学

诊断%超声等影像学检查容易受到人为因素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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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费用较高%增加患者经济负担%因此%血清学诊断具

有重要意义(甲胎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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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广泛应用的一种肝

癌诊断标志物%具有较高的灵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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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氨酰转肽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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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诊断肝胆疾病的一种敏感性指标%广泛应

用于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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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尔基体糖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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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近期发现的

一种与原发性肝癌密切相关的糖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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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研究

旨在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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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诊断早期原发性肝

癌的价值%现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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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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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资料
"

选择本院
.#$1

年
'

月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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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收治的原发性肝癌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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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均符合*原发性肝

癌规范化诊治专家共识+中相关诊断标准(纳入标

准,"

$

#原发性肝癌患者$"

.

#签订知情同意书者%患者

自愿加入研究(本研究经医院伦理委员会许可(排

除标准,"

$

#合并其他恶性肿瘤患者$"

.

#发生肝脏转

移患者$"

"

#哺乳期或者妊娠期妇女$"

-

#自身免疫性

疾病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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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疾病患者(原发性肝癌组男
!"

例%女
"'

例$年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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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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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选取同期本院收治的肝硬化患者
!'

例作为肝硬化

组%健康体检者
!#

例作为对照组(肝硬化组男
1"

例%女
."

例$年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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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岁%平均"

-&%'1f1%$!

#岁(

对照组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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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女
.$

例%年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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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岁%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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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f1%.#

#岁(

"

组性别)年龄等一般资料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1

#%具有可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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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和试剂
"

主要仪器,日本日立
!$'#

型全自

动生化分析仪(主要试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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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剂盒"北京雅安

达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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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剂盒"北京雅安达

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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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剂盒"北京雅安达生

物技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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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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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清标本采集方法
"

各组分别于清晨空腹抽

取外周静脉血
"<F

%以离心半径
$1K<

%转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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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心
$#<)+

%分离血清%置于
M.# h

下保存

待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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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方法
"

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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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采用化学发光免疫法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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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采用速率

法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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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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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指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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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
"

组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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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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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原发性

肝癌的诊断效能%包括特异度和灵敏度(特异度
O

真

阳性例数/"真阳性例数
c

假阳性例数#

g$##3

%灵敏

度
O

真阳性例数/"真阳性例数
c

假阴性例数#

g

$##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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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诊断
0AC

曲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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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处理
"

应用
aZaa$&%#

软件进行数据分

析%计量资料比较采用
7

检验或方差分析%计数资料比

较采用
!

. 检验%

)

%

#%#1

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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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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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比较
"

原发性

肝癌组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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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高于肝硬化组和

对照组%肝硬化组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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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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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高于对

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1

#(见表
$

(

%%%

"

2]Z

)

>>̂

)

>Z!"

对原发性肝癌的诊断效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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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诊断特异度和灵敏度高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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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项诊断(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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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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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发性肝癌发病隐匿%从而慢性肝炎至肝硬化%

再发展为肝癌需
.#

!

1#

年不等%加之原发性肝癌预

后差)侵袭性强及恶性程度高%从而严重影响患者生

活质量和身心健康(原发性肝癌在早期大多无症状%

大部分确诊时已属中晚期(早期肝癌一般瘤体较小%

特别对直径
%

$K<

的小肝癌%应用影像学诊断存在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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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困难%因而临床上迫切需要找到特异度高)灵敏度

高的诊断方法&

',/

'

(病理学诊断肝癌虽具有较高的准

确度%但其具有创伤性$血清学检测是一种无创性检

查%具有操作方便)容易获得标本的特点%且随着近年

来各种血清标志物的发展%血清学检测成为诊断原发

性肝癌的一种重要手段&

&,$#

'

(

2]Z

作为肝癌早期诊断的常用血清标志物%虽具

有一定的特异性%但其阳性率较低%仍不能满足临床

需求&

$$,$"

'

%需与其他标志物联合诊断提高准确度(本

研究结果表明%原发性肝癌组血清
2]Z

水平高于肝

硬化组和对照组%且肝硬化组血清
2]Z

水平高于对

照组%说明原发性肝癌患者血清
2]Z

水平明显升高(

>>̂

是一种在人体分布很广的质膜结合糖蛋白%主

要存在于体内多种组织中%以肝)肾等组织中较多(

原发性肝癌患者因肝内阻塞诱使肝细胞产生大量

>>̂

%并且癌细胞也合成
>>̂

%大部分呈中度或高度

上升(血清
>>̂

活性显著上升对原发性肝癌早期诊

断具有一定意义&

$-

'

(本研究结果表明%原发性肝癌组

血清
>>̂

水平高于肝硬化组和对照组%且肝硬化组

血清
>>̂

水平高于对照组%说明原发性肝癌患者血

清
>>̂

水平明显升高(

>Z!"

是新发现的一种与肝癌密切相关的一种蛋

白(

>Z!"

末端有一个卷曲螺旋结构%能够作为异型

或同型蛋白相互作用的位点%并且与膜泡运输蛋白的

转运功能)结合功能及黏附功能相关(

>Z!"

在肝病

患者中表达升高%在健康人中呈低表达(此外%

>Z!"

的表达可能与维持高尔基体结构的完整性相关%且认

为细胞器的改变与肿瘤发生密切相关%如线粒体和细

胞核的正常的生化功能及结构组成的破坏%反映了癌

细胞在微环境和基因组上的改变%进一步适应癌细胞

的代谢需求(有研究证实%原发性肝癌患者
>Z!"

阳

性率高于慢性肝炎)肝硬化及健康体检者&

$1

'

(本研究

结果表明%原发性肝癌组血清
>Z!"

水平高于肝硬化

组和对照组%且肝硬化组血清
>Z!"

水平高于对照组%

说明原发性肝癌患者血清
>Z!"

水平明显升高(此

外%本文研究表明%

2]Z

)

>>̂

)

>Z!"

联合诊断的特异

度和灵敏度高于
2]Z

)

>>̂

)

>Z!"

单项诊断(

综上所述%

2]Z

)

>>̂

)

>Z!"

联合诊断对早期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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