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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目的
"

评价血清胃泌素释放肽前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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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细胞肺癌"

WNRN

%患者临床诊断&疗效监测的临

床意义'方法
"

纳入
"%!$

年
*

月至
"%!(

年
&

月该院就诊&体检的患者共
)%*"

例!其中
WNRN

组
!))

例"广泛

期
+!

例!局限期
$*

例%!肺内非小细胞肿瘤组
!,!&

例!肺内良性肿瘤组
)"

例!肺外恶性肿瘤组
"*!

例!肺外良

性疾病
"($

例!肺内良性疾病组
!)%"

例!健康对照组
*"%

例!检测各组受试者的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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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度$分析评价

]D6c3]

水平在
WNRN

患者治疗前后的变化&与肿瘤肿块大小的相关性'结果
"

WNRN

组血清
]D6c3]

高于其

他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肾衰竭患者与健康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WNRN

广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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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高于局限期!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

WNRN

进展组和缓解组治疗前后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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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比较!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WNRN

稳定组治疗前后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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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

WNRN

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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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度与肿瘤肿块大小具有一致性'肺内非小细胞肿瘤组&肺内良性肿瘤组&肺外恶性肿瘤

组&肺内良性疾病组&肺外良性疾病组"高血压&糖尿病%与健康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结

论
"

在排除肾功能衰竭的干扰下!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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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WNRN

的特异性肿瘤标志物!可作为
WNRN

分期的辅助依

据&监测预后&评估临床疗效的重要指标'

关键词"胃泌素释放肽前体$

"

小细胞肺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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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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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发性肺癌&肺癌'是我国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

一$

"%!(

年全国肿瘤登记中心发布
"%!"

年中国恶性

肿瘤发病率%死亡率居首位的皆为肺癌$小细胞肺癌

&

WNRN

'约占肺癌的
"%-

"

"$-

#是一种高侵袭性肿

瘤#进展迅速#易发生远处转移#预后差$

WNRN

对放

化疗敏感#但很多患者治疗后易出现复发和转移$胃

泌素释放肽前体&

]D6c3]

'是
WNRN

的一种新的肿瘤

标志物#目前用于早期诊断
WNRN

(

!2"

)

#而对其在

WNRN

分期%预后监测及其他疾病对其干扰的研究较

少$本研究通过分析不同疾病%

WNRN

不同分期和

WNRN

治疗前后血清的
]D6c3]

浓度水平#并与肿瘤

肿块大小比较相关性来评估
]D6c3]

的临床应用

价值$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收集
"%!$

年
*

月至
"%!(

年
&

月本

院就诊%体检的患者共
)%*"

例患者的临床资料#分组

情况见表
!

$肿瘤组均经过病理诊断确诊且排除肾

脏%肝脏疾病$健康对照组均排除肺部%肾脏%肝脏%

心脏等疾病$小细胞肺癌组根据美国退伍军人医院

的
V4Rc

分期进行分期#分为广泛期&

+!

例'%局限期

&

$*

例'+肺内非小细胞肿瘤包括肺鳞癌
$$,

例#肺腺

癌
!%,"

例+肺外恶性肿瘤组包括乳腺癌
"!

例#宫颈

肿瘤
*)

例#结直肠癌
$!

例#食管癌
(,

例#纵膈肿瘤

)+

例+肺外良性疾病组包括间质性肺炎
!)%

例%肺气

肿
"+

例%肺栓塞
()

例%肺脓肿
)(

例#肺结节病
*"

例%

肺结核
*($

例%肺部感染
,!*

例%肺不张
*,

例%气胸

$,

例$各组研究对象在性别%年龄等方面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

!

&

%#%$

'#具有可比性$

表
!

""

患者分组

分组
'

男性&

'

' 女性&

'

' 年龄分布

小细胞肺癌组
!)) +& ), *$

"

&)

肺内非小细胞肿瘤组
!,!& +)% ,(& "%

"

&+

肺内良性肿瘤组
)" !+ "* ""

"

(,

肺外恶性肿瘤组
"*! !** +& *"

"

&$

肺外良性疾病组
"($ !,+ !%, *%

"

+*

肺内良性疾病组
!)%" +$" )$% !$

"

!%(

健康对照组
*"% "!+ !%! ")

"

(&

>#?

"

仪器与试剂
"

采用电化学发光法检测所有患者

血清
]D6c3]

水平#仪器为
36=<8

&罗氏'

P,%"

#试剂%

标准品%质控品均为原厂配套产品$

>#@

"

方法
"

采用带有惰性分离胶的真空采血管#抽

取待检者静脉血
)IR

+室温
"*$%

:

离心力
!$I/1

分

离血清$

>#A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W]WW""#%

统计软件对实验

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各组检测结果呈非正态分布#采

用中位数及四分位数(

K

&

%G

')表示数据分布情况+组

间两两比较用非参数
T;11'L</918

E

C

检验&后简

称
C

检验'$计数资料采用
!

" 检验$均以
!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D6c3]

水平和肺部肿瘤肿块

大小的相关性通过
PG=8@

计算回归方程及其系数$

?

"

结
""

果

?#>

"

患者组及健康对照组血清
]D6c3]

水平比较
"

将患者组分别与健康对照组做
Q

检验#结果见表
"

$

肺小细胞癌组明显高于其余各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肺外良性疾病组中肾衰竭患者
!&(#(

&

!"$#+

"

"(*#,

'

C:

"

IR

与健康对照组比较#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

$

%#%$

'$肺外恶性肿瘤组%肺内良性

肿瘤组%肺内良性疾病组%肺非小细胞癌组%肺内良性

肿瘤组&高血压%糖尿病患者'与健康对照组比较#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

表
"

""

患者组及健康对照组血清
]D6c3]

水平比较

分组
' ]D6c3]

&

C:

"

IR

'

!

肺小细胞肿瘤组
!)) !"+,#$

&

*,(#+

"

**!,#%

'

%#%

肺外良性疾病组
"($ (!#,

&

)(#(

"

!)+#&

'

%#%

肺外恶性肿瘤组
"*! )&#!

&

*,#!

"

,)#"

'

%#)

肺非小细胞肿瘤组
!,!& )&#%

&

*&#*

"

,"#,

'

%#$

肺内良性肿瘤组
)" )$#$

&

*)#,

"

$*#,

'

%#!

肺内良性疾病组
!)%" )(#(

&

*$#*

"

,(#)

'

%#"

健康对照组
*"% )$#+

&

*&#*

"

$(#"

'

'

""

注!

'

表示无数据

?#?

"

小细胞肺癌广泛期和局限期
]D6c3]

水平的比

较
"

将广泛期和局限期两组进行
Q

检验#结果见表

*

$广泛期患者
]D6c3]

水平高于局限期患者#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

$

%#%$

'$

表
*

""

小细胞肺癌广泛期和局限期
]3̀ c3]

水平的比较

分期
' ]D6c3]

&

C:

"

IR

'

广泛期
+! ""))#%

&

$+!#!

"

,!&%#%

'

局限期
$* $&"#&

&

"")#!

"

!$%(#$

'

?#@

"

血清
]D6c3]

在
WNRN

预后监测中作用

?#@#>

"

患者治疗前后的
]D6c3]

水平变化
"

选取小

细胞肺癌组在治疗前后检测了血清
]D6c3]

的患者#

共计
!%$

例#记录其治疗前后血清
]D6c3]

浓度#用

实体瘤疗效评价标准评价疗效#分为
*

组!病情缓解

组
,%

例#病情进展组
*%

例#病情稳定组
!$

例$

*

组

治疗前后分别做
Q

检验#病情缓解组和进展组比较#

*

$+"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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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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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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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
*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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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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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两组治疗前后
]D62

c3]

水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病情稳定组治疗前后

]D6c3]

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

,%

例治

疗后病情缓解的患者中有
$(

例治疗后
]D6c3]

检测

值下降#

*

例
]D6c3]

升高+

*%

例治疗后病情进展的

患者中有
"+

例治疗后
]D6c3]

检测值升高#

!

例
]D62

c3]

降低$见表
)

$

表
)

""

患者治疗前后的
]D6c3]

水平变化

分期
'

治疗前
]D6c3]

&

C:

"

IR

' 治疗后
]D6c3]

&

C:

"

IR

'

]

缓解
,% +&%#!

&

*%!#!

"

"(*%#%

'

!*!#,

&

,*#"

"

$%*#+

'

%#%%

进展
*% )""#$

&

!%,#!

"

!+"&#%

'

!+"!#%

&

)%"#%

"

(",+#%

'

%#%%

稳定
!$ ()#"

&

,"#*

"

)%&#,

'

&,#!

&

$(#&

"

)&$#+

'

%#&)

?#@#?

"

]D6c3]

水平和肺部肿瘤肿块大小的相关性

"

选取小细胞肺癌组在正规治疗期间#连续
)

个阶段

同天检测血清
]D6c3]

和肺部
N5

#共计
"%

例#比较
)

个阶段血清
]D6c3]

水平和肺部肿瘤肿块大小的相

关性$第一阶段为初次诊断时#

"%

例患者
]D6c3]

值

平均数为
*&,+#)

C:

"

IR

#肺部肿瘤肿块平均体积为

!$+#$=I

*

+第二阶段为正规治疗的第一阶段后#

]D62

c3]

值平均数为
()!#(

C:

"

IR

#肺部肿瘤肿块平均体

积为
"%#,=I

*

+第三阶段为正规治疗的第三阶段后#

]D6c3]

值平均数为
**(#*

C:

"

IR

#肺部肿瘤肿块平

均体积为
(#)=I

*

+第四阶段为随访阶段#

]D6c3]

值

平均数为
!$&!#,

C:

"

IR

#肺部肿瘤肿块平均体积为

$&#,=I

*

$将
"%

例患者
]D6c3]

值平均数与肿瘤肿

块体积平均数做线性回归分析#

I a""#+*!Oh

""!#"

#

G

"

a%#+++"

$

"%

例患者趋势皆一致#

]D6c3]

水平变化与肿瘤肿块大小变化具有一致性$

@

"

讨
""

论

""

胃泌素释放肽&

c3]

'是一种促胃液素释放肽前

体#能刺激肿瘤生长并参与肿瘤转移过程#但由于其

分解迅速#临床难以监测$

]D6c3]

是具有稳定活性

的
c3]

前体#血清中
c3]

的水平与
]D6c3]

正相

关(

*

)

#现血清
]D6c3]

作为一项
WNRN

重要的肿瘤标

志物引起临床重视$

]D6c3]

测定在我国进行应用不久#已有研究表

明
]D6c3]

可作为鉴别
WNRN

和
OWNRN

的一项具有

高灵敏度%高特异度的肿瘤标志物(

)

"

$

)

$本研究将

WNRN

与健康对照组
Q

检验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证实
]D6c3]

可作为
WNRN

的诊断指标+

且本研究将肺内非小细胞肿瘤组%肺内良性肿瘤组%

肺外恶性肿瘤组%肺内良性疾病
)

组内的各个疾病分

别与健康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

表明间质性肺炎%肺气肿%肺栓塞%肺脓肿%肺结节病%

肺结核%肺部感染%肺不张%气胸%肺鳞癌%肺腺癌%乳

腺癌%宫颈肿瘤%结直肠癌%食管癌%纵膈肿瘤%高血

压%糖尿病这些疾病对血清中的
]D6c3]

影响不大#

证实
]D6c3]

可作为
WNRN

的特异性诊断指标+而肺

外良性疾病中肾衰竭患者的
]D6c3]

水平皆高于正

常参考区间#且与健康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

$

%#%$

'$表明肾功能损害对血清
]D6c3]

水平

的影响较大(

,

)

#可能因为肾脏功能受损使
]D6c3]

不

能正常排出%透析治疗导致的微炎症使
]D6c3]

生成

增多有关$因肾功能不全患者的血清
]D6c3]

浓度

会升高#应用
]D6c3]

值结果诊断
WNRN

或判断临床

疗效及有无复发时#必须排除肾功能衰竭的干扰#本

实验结果与何华等(

,

)和
OSWT4O

等(

(

)的研究一致$

WNRN

分期现临床一般通过美国退伍军人医院的

V4Rc

分期#将
WNRN

分为局限期和广泛期#

WNRN

的分期越晚#疗效越差#生存期越短$本研究检测
!))

例
WNRN

初诊患者的血清
]D6c3]

值#结果显示广泛

期患者血清
]D6c3]

值高于局限期患者血清#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

$

%#%$

'$李德经等(

&

)研究的
,%

例包

含局限期
*&

例#广泛期
""

例#研究结果与本研究相

符+张志平等(

+

)研究
+*

例
WNRN

患者根据
5OT

分期

检测
]D6c3]

值发现分期越晚#

]D6c3]

值越高$一

项多中心研究也表明
]D6c3]

值在
WNRN

患者局限

期和广泛期患者中存在差异(

!%

)

#因此
]D6c3]

水平可

作为
WNRN

分期的辅助依据#但其截断值不能判定#

需要更多病例的研究$

目前#临床疗效评估主要依赖影像学的检查结

果#而影像学表现往往晚于疾病进展#本研究分析了

]D6c3]

值检测结果与疗效评估结果之间的相关性$

本研究中
,%

例病情缓解的
WNRN

患者治疗后
]D62

c3]

水平低于治疗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

例病情进展的
WNRN

患者治疗后
]D6c3]

水平明显高于治疗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病情稳定组治疗前
]D6c3]

水平和治疗后水平相差

不大#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有研究报道在

WNRN

治疗过程中
]D6c3]

下降程度与治疗疗效呈正

相关(

!%2!!

)

#李德经等(

&

)的研究与本研究有一致性$且

有研究表明
WNRN

患者血液中的
]D6c3]

异常升高

是因为癌细胞的合成和分泌(

!"

)

#故当癌细胞凋亡时#

血清中
]D6c3]

会降低+当癌细胞增多时#血清中

]D6c3]

会增高$因此
]D6c3]

水平可作为
WNRN

疗效监测的辅助依据$但
]D6c3]

水平并不能
!%%-

符合疗效评估的结果#可能与个体差异和化疗方案的

不同有关#还需更深入研究$

本研究选取
"%

例小细胞肺癌组在正规治疗期

间#连续
)

个阶段同天检测血清
]D6c3]

和肺部
N5

#

比较
)

个阶段
]D6c3]

水平和肺部肿瘤肿块大小的

相关性$发现当肿块减小时#

]D6c3]

水平减低#当肿

块增大时#

]D6c3]

水平增大$

"%

例患者每
!

例
]D62

*

,+"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S19JR;HT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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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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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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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6#*



c3]

水平变化都与肿块大小水平变化都具有一致性$

[̀ 3WP

等(

!*

)的多中心研究发现肿瘤大小&根据

QSNN

分期'与
]D6c3]

浓度之间存在相关性#与本研

究相符$但连续多次治疗并进行
N5

检查的患者不

多#需要更多的病例研究才能确实监测
]D6c3]

值是

否能够替代
N5

检查#如果能够替代将从价格优惠性

和监测方便性带给病人福音$

W5SPMP3

(

!)

)报道#

]D6c3]

对于
WNRN

复发的检

出灵敏度高达
()-

#

]D6c3]

的变化与肿瘤大小变化

具有良好的相关性#且缓解后再发时#

]D6c3]

的升高

多提前于影像学结果#所以可用于
WNRN

复发的预

测#但是病例较少$还有研究表明
]D6c3]

是影响

WNRN

患者总生存率的独立因素(

!$

)

#这些都说明
]D62

c3]

值得学者更深入的研究$

A

"

结
""

论

""

]D6c3]

在血液中的水平较稳定#不受饮食%运

动%标本溶血的影响(

"

)

#在临床使用中具有明显的优

势$在排除肾功能衰竭的干扰下#

]D6c3]

是
WNRN

的特异性肿瘤标志物#可用于肺癌的鉴别诊断+

]D62

c3]

水平可作为
WNRN

分期的辅助依据#监测预后#

评估临床疗效#有望取代影像学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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