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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发性支气管肺癌!简称肺癌"是发生于支气管

黏膜#支气管黏液腺#细支气管上皮及肺泡上皮等肺

部的恶性上皮性肿瘤$ 据资料显示男女性肺癌病死

率均占恶性肿瘤病死率的第一位 %$&

% 肺癌中最常见

的类型是非小细胞肺癌
'()(!*+,-- ./-- -0(1 .,(./2

$

345657

$约占肺癌总数的
89:

以上% 在非小细胞肺

癌早期$ 血清肿瘤标志物升高被认为是不良的预后

因素$但在后期则具争议%!&

% 研究认为$血清糖类抗

原
$!;

!

5<$!;

"作为非小细胞肺癌临床常用的血清

肿瘤标志物之一$不仅有助于肺癌的早期诊断$并且

与其预后有着密切的联系 %=&

$但是就其是否能对患

者预后进行较为具体的预测尚无明确的研究结论%

本课题通过回顾性研究$对
$;>

例
!?

#

"

期非小细

胞肺癌患者血清肿瘤标志物
5<$!;

水平与疾病进

展时间!

@A+/ @) B2)12/**A)(

$

CCD

"的关系进行分析$

非小细胞肺癌患者血清 !"#$% 水平与
疾病进展时间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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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评价非小细胞肺癌!

34565

"患者血清糖类抗原!

5<$!;

"水平与疾病进展时间
!

CCD

"的关系% '方法(对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
!99E

年
$9

月
"!99F

年
#9

月收治的
#;>

例非小细胞肺癌患者的血清
5<#!;

水平与疾病进展时间的相关性进行回顾性研究% '结果(

血清
5<#!;

水平与临床分期相关$

"

期患者血清
5<#!;

水平明显高于
!?

期!

D#9G9;

"% 血清
5<$!;

水平
!$!=HI+-

的患者半年内进展的风险比
5<#!;

水平
$#!=HI+-

的患者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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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L"G""!

"% '结论( 血清
5<$!;

水平与患者疾病进展时间有明
显的相关性$可通过检测

5<$!;

水平判断患者预后%

关键词&非小细胞肺癌)糖类抗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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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进展时间)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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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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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位数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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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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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中位数!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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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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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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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

"1""$

试图探讨
%&$!'

水平与
(()

的内在关联#揭示其在

非小细胞肺癌疾病进展预测评估中的重要临床指导

意义$

$

资料与方法

!"!

一般资料

收集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
!""/

年
$"

月

至
!""5

年
$"

月经病理学确诊的
"6

%

#

期非小细

胞肺癌患者
$'4

例#其中男性
$7$

例#女性
'*

例&年

龄
!4"2"

岁 !

/*12#$"1'

岁 "&鳞癌
4"

例 #腺癌
$$4

例&临床分期 !

(89

分期 "'

"6

期
'2

例 #

$

期
5/

例&初治
*'

例#复治
$$5

例$

!"#

方 法

对住院患者进行血清肿瘤标志物检测及肺部影

像学检查#于入院第
!

日清晨对患者
%&$!'

进行检

测#抽取患者静脉血#经离心后留取血清测
%&$!'

水平# 采用电化学发光法检测# 所用仪器为
:;<=>

公司生产的
?$37

测定系统# 试剂% 定标液及质控

品均由厂家原装提供#

%&$!'@*'+A-.

为标准值$

进行电话随访#并要求其提供检查单复印件#随

访截止时间为
!7$$

年
!

月# 失访
/

例# 随访率

5/1$7B

$

!"$

统计学处理

采用
C)CC$3D"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不同组

的计量资料将采用均数
$

标准差进行统计描述#两

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E

检验$

FGH.GI%9>J>K

法分析

不同
%&#!'

水平患者的中位进展时间$ 采用
%;L

比

例风险回归模型探索影响
(()

的因素$

)M0N0'

为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

结 果

#"!

血清
%&#!'

水平与临床病理特征的关系

不同性别%病理类型
%&#!'

水平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

)O0N0'

"&但不同临床分期
%&#!'

水平则有差

异#

$

期患者血清
%&#!'

水平明显高于
%6

期患者

!

)!0N0#P

#见表
$

$ 说明分期越晚#血清
%&$!'

水平

越高$

#"# %&$!'

与疾病进展时间!

(()

"的关系

以
$'4

例患者
%&$!'

水平均值 !

$!*+Q-.

作为

切点值分为两组#(

"

)代表
%&$!'!$!*+,-.

#(

$

)代表

%&$!'!$!*+,-.

&肿瘤发生进展定义为事件#进展

时间!月"为时间变量#将
(()

分为两组'

M/

月和
!

/

月#通过
%;L

比例风险模型分析发现#该模型有统

计学意义 !

)@"1""!

"$ 而且#

%&$!'

水平
!$!*+,-.

的患者半年内发生进展的风险比
%&$!'!$!*+,-.

的患者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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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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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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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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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存曲线见图
$

# 两条生存曲线比较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7177!

"$

%&$!'

水平
!$!*+,-.

的患者

中位进展时间是
*

个月#而
%&$!'!$!*+,-.

的患者

中位进展的时间则是
/

个月!

)@7177$

"$ 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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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病理因素 例数
%&$!'

均值!

&,-.

"

)

值

性别
O717'

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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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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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理类型
O717'

鳞癌
47 $!$17$!514

腺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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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分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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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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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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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小细胞肺癌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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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与临床病理特征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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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 论

肿瘤标志物是指在恶性肿瘤的发生和增殖过程

中! 由肿瘤细胞的合成分泌或是由机体对肿瘤反应

而异常产生!是反映肿瘤存在和生长的一类物质!包

括蛋白质"激素"酶
&

同工酶
'

!多胺以及癌基因产物

等!存在于患者的体液"细胞或组织中()*

# 肿瘤标志物

检测具有简便"无创伤等优点!已成为近年来肿瘤研

究领域的重点(+*

$

#,-#

年
./01

从乳头状浆液性卵巢

癌中获得单克隆抗体
23$!+

!该抗体所能识别的肿

瘤相关抗原即为
34$!+

! 它是一种糖蛋白复合物!

由一组糖基转移酶综合作用而产生! 是基因的产物$

34$!+

广泛应用于卵巢癌的诊断及随访!

$,,$

年
5678

等(9*报道
34#!+

同时能够作为包括肺癌在内的其他

癌症的标志物$ 疾病进展时间%

::;

&是指从开始治

疗到疾病进一步发展的时间! 是预后的重要部分$

在
34#!+

与预后相关性的研究中!国外
37<=!0

等 (!*

报道认为
!>

期"

"

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具有高水

平的血清
34$!+

!则预后越差$

本研究结果
34$!+

水平
!$!%?@AB

的患者半年

内进展的风险比
34#!+

水平
"#!%?@AB

的患者要增

加
-,C

与
5678

等(D*

"

E/0F7=

等(-*的研究一致$

血清
34#!+

水平对判断肿瘤的生物学行为和

预后有重要意义!检测患者血清
34#!+

有助于监测

高风险非小细胞肺癌患者! 原因可能由于其能确定

生长"侵袭及转移能力强的肿瘤$本研究着重于观察

34#!+

水平对肿瘤进展时间及判断预后方面的作

用! 从而对临床医生进行治疗方案的选择以及预测

患者的预后有着的指导价值$ 但是!

34#!+

对预后

判断的内在原因尚未明确!可能与肿瘤大小"炎性因

子及某些细胞分泌物有关! 在今后的研究中亟需进

一步的深入研究$

综上所述! 血清
34#!+

不仅可以辅助诊断!了

解病情变化! 并能够作为判断非小细胞肺癌预后的

一项参考指标!从而有助于临床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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