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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临床病理特征的关系"

探讨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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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的风险因素( %方法& 应用酶联免疫吸附法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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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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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健康人)对照组'的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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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水平(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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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与对照组血
清

-./012

平均水平分别是*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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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

'

2789-

"两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血清
-./012

水平与
3454

患者的年龄,吸烟状态以及分期,

=3

评分无相关性
<=@*,*)A

"

然而与性别,体质指数!

BCD

'以及
3454

患者体重下降存在相关性
<=E;,;)A

+ %结论&血清
-./"

012

水平并不能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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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的风险因素"但其与
3454

患者营养状况以及恶病质存在相关
性"可以作为判断肿瘤营养状态的指标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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瘦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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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由肥胖基因*

UB

$所编码,由脂肪

细胞分泌的含有
'&:

个氨基酸小分子多肽激素+ 瘦

素通过与其受体*

UB"F

$结合参与多种生理过程如

葡萄糖及脂类代谢,免疫应答,神经内分泌调节,垂

体激素分泌以及血管生成等%

'

&

+ 一直以来"瘦素在机

体内发挥的最主要作用为调节能量代谢, 摄食行为

以及维持体重平衡+ 近几年随着对瘦素功能的深入

研究"发现其在肿瘤细胞的增殖分化,侵袭转移等方

面具有重要作用+ 研究显示血清瘦素在许多肿瘤中

呈现异常表达并且可以作为独立的风险因素+ 本研

究应用酶联免疫吸附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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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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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小细胞肺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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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其临床意义!

#

资料与方法

!"!

一般资料

实验组为经细胞学及组织学证实的
=/>/

患者

?9

例"为
!""@

年
&

月至
!"9"

年
$

月哈尔滨医科大

学附属第三医院收治的未经抗肿瘤治疗的住院患

者#对照组
A9

名均为健康体检者! 所有受试者均无

其他恶性肿瘤及慢性病史"任何具有已知影响
-2BC1+

表达水平因素的受试者均被排除于本研究外!

=/>/

患 者 的 分 期 依 据
:D>E F:2C2*,+3 DGH1+13C*,C1(+

>)+6 =C)G7 E*()BI

分期标准分为局限期和广泛期#

行为状态评分
FJ=K

应用
L/4E FL,3C2*+ /((B2*,C1M2

4+5(-(67 E*()BK

评分标准! 所有受试者均准确量取

身高$体重"并依据公式计算体质指数%

NOP

&

Q

体重

RS6KT

身高
FHK

!

#

=/>/

组依据诊断前
&

个月内体重下

降值分为体重下降
!9"U

组及
V9"U

组"对照组
&

个

月内无明显体重减轻!

=/>/

组与对照组的中位年

龄分别为
A$

%

!AW&@

&岁及
?X

%

!@W&%

&岁#中位
NOP

分别

为
!!;9&

%

9X;A&W!@;9$

&

S6TH

! 和
!!;?"

%

9X;A!W!%;$$

&

S6TH

!

!

=/>/

组与对照组年龄$ 性别$

NOP

比较差异均无统

计学意义! 而与对照组比较"

=/>/

组中具有更多的

吸烟者
RJQ";"9@I

%

Y,Z-2 9

&!

!"#

研究方法

清晨空腹采静脉血约
AH-

"

=/>/

组患者需在治

疗前进行采血! 所有血液样本经
$ [""*TH1+

离心

9"H1+

后取血清置
\@[!

冰箱保存" 血清
-2BC1+

水平

应用
L>P=D

法检测! 人
-2BC1+ L>P=D

试剂盒购自

N1(:2+G(*

%捷克&" 酶标仪为郑州博赛生物工程公

司"型号为
N1(52--![#[

!实验操作依照试剂盒说明操

作程序和要求进行! 血清
-2BC1+

水平从标准曲线获

得!

!"$

统计学处理

所有数据及统计学分析采用
=J== #$;[

统计软

件处理! 组间均数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C

检验以及

D<4:D

分析# 非参数变量比较采用
O,++"]01C+27

^

检验# 血清
-2BC1+

水平与
NOP

及年龄的比较应用

线性回归分析!

JV";"A

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 果

#"! =/>/

组与对照组中血清
-2BC1+

水平

=/>/

组与对照组血清平均
-2BC1+

水平分别为

F&;?A#!;AAK +6TH-

和
FX;"A#!;&9K+6TH-

"两组间比较

无统计学差异
FJQ";%""KFY,Z-2 !K

!

%&'() ! *&+) (,-) ./&0&.1)0,+1,.+ ,- 2343 50678 &-9

.6-106( 50678:-;<=>

%&'() # 2)067+ 4)81,- &-9 .(,-,.68&1/6(65,.

./&0&.1)0,+1,.+ ,- 2343;!!+

!

-5?@(=

J,*,H2C2*3 >2BC1+ -2M2- _ J

D62F72,*3K \ 9;"?A ";&"X

E2+G2*

O,-2 A;%$#9;XX

A;%?$ ";"9%

_2H,-2 X;$?#$;?9

NOPFS6TH

!

K \ 9%;!@X V";""9

=H(S1+6 0,Z1C

<( &;?&#!;?&

";"&A ";@""

`23 &;?$#!;&&

=C,623

>1H1C2G &;99#9;@&

";@?! ";$&A

LaC2+31M2 &;&%#!;%A

J= 35(*2

" A;AA#9;@$

";$"A ";X$%9 &;&?#!;?!

! &;?!#!;%9

>(33 (. b2160C

V9"U X;!!#!;X&

?;AAA ";"$%

!9"U A;9!#9;$@

J,*,H2C2*3 =/>/ 6*()B /(+C*(- 6*()B CTc J

D62F72,*3K A9;&9#9";?9 ?&;&%#9";?& !;!?X ";&X&

E2+G2*

O,-2 !@F&@;!%K $!F&!;XAK

";"&& ";%?@

_2H,-2 9$F$9;X9K 9%F$X;!AK

NOPFS6TH

!

K !!;"@#!;A% !!;X?#!;@@ 9;9A! ";A9!

=H(S1+6 0,Z1C

<( 9@F?$;%"K $AF&@;&$K

!;$X! ";"9@

`23 !$FA&;9"K 9&F$9;$XK

=C,623

>1H1C2G 9XF?9;?&K

LaC2+31M2 !?FA@;A?K

J= 35(*2

" ?F%;X&K

9 !9FA9;!!K

! 9&F$%;"!K

>(33 (. b2160C

V9"U !&F&$;?9K

!9"U 9AF$&;A%K

?!@



肿瘤学杂志
!"#$

年第
#%

卷第
&

期

!"!

血清
'()*+,

水平与
-./.

临床特征的关系

血清
'()*+,

水平与
-./.

临床特征的关系见表

!

! 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
-./.

患者血清
'()*+,

水

平与年龄无相关性
01234&"56

" 但其与
789

呈正相关

:;2"4$5<

"

1="4"">6

#

?+@A;( >

$%女性与男性的血清
'()*+,

平均水平分别为
:54$<!$4<>6,@BC'

和
:D4%$!>4556,@BC'

"

女性的血清
'()*+,

水平高于男性
:12E4">%6

! 血清

'()*+,

水平与病理分期
:12"4$&D6

&

1-

评分
:12"45$%6

等

无相关性! 体重下降
!>"F

组与体重下降
=>"F

组患

者血清
'()*+,

平均水平分别为
:D4>!!>4$G6,@BC'

和

:54!!!!45&6,@BC'

"两组比较具有统计学差异
:12"4"$%6

!

$

讨 论

肥胖基因是
>%%<

年利用位点克隆技术首次从

脂肪组织中分离并克隆出来的" 其位于人类
5

号染

色体'

5H$>4$

$! 瘦素作为肥胖基因的编码产物"是一

个分子量为
>&IJ

" 由
>&5

个氨基酸组成的激素"与

受体结合发挥生物学功能! 近几年瘦素在肿瘤学领

域备受关注"许多研究揭示瘦素在肿瘤细胞的增殖&

分化&侵袭以及迁移方面具有重要作用!研究人员通

过加入不同浓度的外源性
'()*+,

发现" 其可通过激

活
KLM"-NLN

信号通路及
OPM

磷酸化促进胃癌细

胞的增殖(

!

)

%

-QR(,Q

等(

$

)在分析
'()*+,

与肝细胞癌的

关系时发现 "

'()*+,

通过激活
-NLN$

&

LMN

及
OPM

信号通路促进
S()T!

及
SAU5

细胞的增殖" 并且

'()*+,

诱导的
LMN

及
OPM

的磷酸化依赖于
KLMB

-NLN

通路的活化" 可诱导肝细胞癌的侵袭和迁移%

在结肠癌细胞中"

'()*+,

能够通过增加
KLM!

&

LMN

及
KVM

的磷酸化并活化
-NLN$

及
L1">

从而促进

SN"!%

细胞的增殖"抑制其凋亡(

<

)

% 除此之外"

'()*+,

还具有促进血管生成的功能% 研究显示
'()*+,

能够

诱导癌前病变结肠上皮细胞增加
WOT?

的产生"从

而在动物体内诱导新生血管生成及促进血管的进一

步生长" 该研究也进一步证实了血管生成作为肥胖

所致结肠癌发生新的机制(

D

)

% 大量细胞学实验证实

了
'()*+,

在促进肿瘤发生发展方面的作用" 因此分

析
'()*+,

在肿瘤组织及人群中表达的研究开展较

多%

血液样本与组织样本相比"具有容易获取&可以

定期监测观察指标的变化等优点" 故检测肿瘤患者

血液
'()*+,

的表达水平" 从而分析其与肿瘤的临床

特征& 预后等的关系以及其能否作为肿瘤风险因子

等成为近年来
'()*+,

方面研究的热点%

XA

等(

&

)应用

放射免疫分析技术'

P9L

$检测
!%5

例乳腺癌患者及

D%$

名健康人血浆
'()*+,

表达水平时发现"高水平血

浆
'()*+,

可 以 作 为 独 立 的 乳 腺 癌 风 险 因 素 %

SY;+@AZU+

等(

5

)应用同样的方法检测肾癌患者的血清

'()*+,

水平"发现女性肾癌患者血清
'()*+,

水平高于

男性"

'()*+,

水平与年龄&肿瘤分期&病理类型无相关

性" 而在组织样本中发现有静脉侵袭的患者血清

'()*+,

水平更高% 而
'()*+,

在结肠癌患者中的表达水

平在不同的研究中结果存在差异"

TAQ[Q@,+

等 (

G

)应

用
O/9-L

法对比结肠癌患者及健康人血清
'()*+,

水

平时" 发现结肠癌患者血清
'()*+,

浓度明显高于健

康人%而另一项研究结果却与之相反"研究者检测了

结肠癌& 结肠腺瘤患者及健康人血清中
$

种脂肪细

胞分泌的因子
'()*+,

&

Q[+)Y,(Z*+,

及
;(\+\*+,

的表达

水平" 结果显示结肠癌患者血清
'()*+,

水平明显低

于腺瘤与健康人(

%

)

%关于
'()*+,

在肺癌患者血清中表

达 的 报 道 较 少 " 两 篇 关 于 其 在 非 小 细 胞 肺 癌

'

V-./.

$ 患者中的研究显示进展期
V-./.

患者血

清
'()*+,

水平比健康人略低"但无统计学差异(

>E

"

>>

)

% 而

一项在
!

&

"

及
#

期
V-./.

中的研究显示高血清
'()"

*+,

水平似乎可以作为
V-./.

独立的风险因素(

>!

)

%

-./.

作为一种具有神经内分泌特征的肿瘤"与

V-./.

在生物学特性方面存在很大差异"本研究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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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寻找血清
-2=>1+

水平与
?/@/

患者及其临床特征

的关系! 结果显示
?/@/

患者与健康人对比
-2=>1+

水平并无统计学差异! 同时血清
-2=>1+

水平并不能

作为
?/@/

的风险因素" 尽管如此!通过本研究我们

仍然发现了血清
-2=>1+

水平在一些临床特征方面存

在的差异" 如前所述!

-2=>1+

由脂肪组织合成和分

泌!是重要的能量调节因子!因此影响血清
-2=>1+

水

平重要的因素之一则是脂肪组织! 体重的下降及脂

肪组织的减少使得血清
-2=>1+

水平降低" 本研究结

果显示血清瘦素水平与
ABC

呈正相关!这与之前的

报道相同#

9$

$

" 并且本研究显示女性的
-2=>1+

水平高

于男性!主要因为即使女性与男性
ABC

相同的情况

下!前者身体脂肪所占的比例更高!同时性激素在相

关方面调节亦产生作用#

9D

$

"

本研究亦分析了血清
-2=>1+

水平与
?/@/

患者

体重下降的关系" 已有研究证实在乳腺癌% 结肠癌

患者中血清
-2=>1+

水平与癌症相关体重下降以及恶

病质存在相关性 #

9E

$

!即体重下降
!9"F

的肿瘤患者

与体重下降
G9"F

者相比血清
-2=>1+

水平更低!本研

究亦得出相似的结果" 因此对于许多恶性肿瘤包括

肺癌!

-2=>1+

都可作为评判营养状态或者恶病质的指

标之一" 但癌症相关的体重下降是一个骨骼肌及脂

肪组织参与的复杂的代谢紊乱过程! 多种因素例如

C@!&

%

H<I!!

%胰岛素等参与这个复杂的过程#

9&

$

" 因此

-2=>1+

与癌症相关体重下降是否受其他因素的影响

仍需要进一步的分析"

综上所述! 本研究发现了
?/@/

患者的血清

-2=>1+

水平与
ABC

以及体重下降水平具有明显相关

性! 证实了
-2=>1+

与
?/@/

患者营养状况以及恶病

质的相关性" 本研究并未为我们提供
-2=>1+

直接或

间接参与
?/@/

发生的证据! 但通过本研究我们进

一步证实了
-2=>1+

可以作为判断肿瘤患者营养状态

的指标之一" 今后我们将通过扩大样本量以及结合

分析
-2=>1+

及其他细胞因子的关系方面入手! 进一

步分析
-2=>1+

与
?/@/

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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