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4有研究表明，动物模型肺灌注显像结果，虽未

作通气显像，但与肺动脉造影结果相比，灵敏度

100％，准确率90％，且与尸检肉眼病理所见相吻

合L5j。如果肺灌注显像正常则不需要进行肺动脉

造影，肺灌注显像不能确诊时再选做肺动脉造影，肺

灌注显像可作为肺动脉造影前的筛选。同时结合临

床，如果以溶栓治疗有效为标准，则准确率可增加到

100％【6J。说明肺灌注显像在PE诊断及PE溶栓治

疗观察中有很重要的临床应用价值。

3．5在本研究中，2l例患者中13例均有不同程度

的肺灌注异常，发生在不同的肺段。当放射性核素

肺灌注显像阳性时，同时结合临床，患者有明显的胸

痛、胸闷、呼吸困难，心电图上出现Ⅲ导联及V。一V，

导联T波倒置，伴有或不伴ST段压低或抬高；实验

室检查D一二聚体(D—Dimer)增高；胸部x线检查

正常或出现患侧膈肌抬高、胸腔积液，栓塞部位肺血

减少(Westermark征)；肺栓塞诊断即可成立。

肺灌注显像诊断肺栓塞具有很高的敏感性和特

异性，与肺动脉造影比较有其自身的特点和优点，可

作为肺动脉造影前的筛选及临床疗效观察的重要手

段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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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讨胸水脱落细胞增殖细胞核抗原(PCNA)检测在肺癌诊断中的应用价值。方法收

集48例肺癌、40例良性胸水疾病患者，采用S—P法检测胸水脱落细胞PCNA蛋白的表达，并与细胞学检查

结果比较。结果PCNA蛋白检测诊断肺癌的特异性为71．20％，低于胸水脱落细胞学检测的91．34％(P<

O．05)，敏感性为100％，高于胸水脱落细胞学检测的82．20％(P<O．05)。肺癌及良性胸水脱落细胞PCNA表

达阳性率分别为78．26％和32．34％。肺癌及良性胸水患者闯脱落细胞PcNA表达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胸水脱落细胞PCNA表达强度随肺癌分级增加而升高(P<0．05)，与肺癌组织类型及分化程度无关。

结论胸水脱落细胞PCNA蛋白检测在肺癌早期诊断、常规筛查以及术后复发监测中具有潜在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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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tection of PCNA protein expression In exfoliated cells in pleural fluid and its significance in diagnosis of

lung cancer LUXiao—min。PENG Chun．Depaament ofPathology，Jh20zuo People’l Hospital，Henan 454000，China

万方数据万方数据



[Abstract]Objective To evahl8te the significance of detection of proliferation
cell nuclear antigen(PCNA)

protein expression in exfoliated cells in pleural fluid for the diagnosis of lung C．m．ncer．Methods The edoliated ceils

in pleund fluid WOl'e collected from 48 patients with lung cancer。40 patients with benign diseases．1mmunohlstochem‘

ical method and the cytologic analysis were carried out simultaneously，and the 2 detection resuhs were compared．

Results PCNA from fle．na fluid exfoliated cells had lower specificity(71．20％)than that of cytologic analysis

(91．34 O％)P<0．05，but its sensitivity(100．00％)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cytological examination

(s2．20％)P<o．01．The expression of PCNA protein in pleural
fluid exfoliated ceils from patients with lung cancer，

and that in patients with di辩ases were 78．26％．32．34％respectively．The expression positive rate of PCNA protein

in higher grade lung cancer w88 greater compared with that in lower grade cancer(P<O．05)；bin it w昭not mlatod to

differentiation and pathological type．Conclusion PCNA protein detection by immunohistochemical method has po-

tential value for the early diagnosis，routine screening and postoperative monitoring
of lung cancer．

[Key words]Lung cancer；proliferation cell nuclear antigen(PCNA)；Exfoliated cells

恶性胸腔积液是肺癌临床上常见的体征，主要

原因是肿瘤侵犯胸膜所致，患者的预后较差。本研

究希望通过检测胸水脱落细胞PCNA蛋白的表达，

探讨肺癌与良性胸水细胞PCNA蛋白表达的差异，

为临床肺良、恶性肿瘤的鉴别提供依据。

1材料与方法

1．1病例选择将出现胸水的肺癌患者48例作为

研究组，其中男28例，女20例，年龄32—81岁，平

均56．4岁；鳞癌2l例，腺癌17例，小细胞肺癌lO

例，均经病理学和(或)细胞学诊断证实。另选取40

例结核性胸膜炎和其他胸膜炎患者作为良性对照。

1．2胸水脱落细胞涂片制备 常规胸腔穿刺抽取

胸水，轻轻注入500 ml玻璃瓶中，2 h后取靠近瓶底

的胸水lo IIll，3 000 rpm离心10 rain，取沉淀物用棉

签涂片备用。

1．3免疫组织化学法将胸水脱落细胞涂片用丙

酮原液固定，用sP法进行免疫组织化学染色。PC-

NA试剂盒系北京中杉生物试剂公司提供的Zymed

公司产品。

1．4免疫组化结果判定 镜下观察细胞PCNA蛋

白表达。参照文献于高倍镜(×40)下随机取6个

视野计数600个细胞，每100个细胞中的阳性细胞

数，取其平均值。结果判断：未着色的细胞定为阴性

细胞，胞核呈棕黄色或黄色的定为阳性细胞。每次

实验均设阳性和阴性对照。均以已知阳性切片作阳

性对照。阴性对照用PBS代替一抗。

1．5统计学方法采用SPSSl2．0统计软件。两组

间均数比较采用方差分析，多组间均数比较采用q

检验，率比较采用，检验。
2结果

2．1 PCNA蛋白免疫组化检查结果在肺癌及良

性胸水脱落细胞PCNA表达阳性率分别为78．26％

·603·

和32．34％。肺癌及良性胸水患者脱落细胞PCNA

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27．82，P<0．05)。胸水
脱落细胞PCNA表达强度随肺癌分级增加而升高，

与肺癌组织类型及分化程度无关。

2．2 PCNA蛋白检测诊断肺癌的特异性为

71．20％，低于胸水脱落细胞学检测的91．34％(，

=8．5，P<0．05)，敏感性为100％，高于胸水脱落细

胞学检测的82．20％(r=9．1，P<o．05)。

3讨论

3．1 PCNA在人类基因组中属高保守基因，定位于

第20对染色体，由6个外显子和5个内含子组成，

mRNA长度为1．3 kb。PCNA是一种相对分子量为

3．6×106 kb的酸性核蛋白，定位于细胞核内，是周

期蛋白的一种，也是8一DNA聚合酶的辅助成分，而

8一DNA聚合酶是真核生物DNA复制中起主要作

用的酶之一，促进DNA的延长⋯。因此，PCNA是

细胞核内合成DNA所必需的一种核蛋白，存在于细

胞核内不同部位，静止期细胞中含量极少，于细胞周

期G。晚期开始合成，S期达高峰，G2、M期明显下

降【2】。PCNA的合成和表达与细胞增殖状态密切相

关，是目前反映细胞增殖状态的主要生物指标¨’4 J。

3．2 目前肺癌的发生率在不断增高，鉴别良恶性胸

腔积液是临床工作中常见问题。诊断肺癌的金标准

是组织、细胞学的病理诊断。但是在工作中常会因

细胞数太少或细胞形态问题出现“核异型”等，不能

作出肯定的诊断，给临床诊疗带来困难”J。在本实

验中，PCNA蛋白检测诊断肺癌的特异性为

71．20％，低于胸水脱落细胞学检测的91．34％(P<

0．05)，敏感性为100％，高于胸水脱落细胞学检测

的82．20％(P<0．05)。此外，在肺癌胸水及良性胸

水脱落细胞PCNA表达阳性率分别为78．26％和

32．34％。肺癌胸水与良性胸水患者脱落细胞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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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NA蛋白表达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同时

PCNA表达强度随肺癌分级增加而升高(P<O．05)，

而与肺癌组织类型及分化程度无关。尽管检测PC-

NA的敏感性较高，但较低的特异性却限制了它的

应用。在我们的研究中，没能很好地考虑那些容易

引起PCNA升高的因素，从而使特异性低于胸水细

胞学，今后有待于进一步改进。

总之，PCNA是一种崭新的、定量的无创性检查

方法，在检测肺癌时敏感性要优于胸水细胞学检查。

本研究认为，PCNA检测可作为一种辅助手段，其检

测在肺癌早期诊断、常规筛查以及术后复发监测中

具有潜在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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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讨保留外括约肌原位人工肛门重建术治疗低位直肠癌的疗效。方法对比23例保

留外括约肌原位肛门重建(肛重建组)与3l例腹会阴联合切除(Miles组)的低位直肠癌的治疗效果；比较两

组患者术后5年生存率、局部复发率和控便能力。结果肛重建组和Miles组术后局部复发率分别为26．1％

和25．8％，5年生存率分别为60．5％和59．3％，两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肛重建组控便能力逐渐好

转，12个月后已无患者有大便失禁，而blile8组术后丧失控便能力，大便次数明显多于肛重建组，两组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P<O．05)。结论低位直肠癌行保留外括约肌原位肛门重建术可获得满意的肿瘤根治效果，同

时患者能保留肛门括约功能，具有良好的控便能力。

[关键词】低位直肠癌；原位肛门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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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curative effect8 of anal reconstruction in situ preserving sphincter ani

exterllU8 for low metal carcinoma．Methods Twenty—thlt屯e patient8 underwent anal reeonstrtaetion in gitu preserving

sphincter ani exterllll8(ASRP group)W'IUl compared with 31 patients underwent Miles operation(Miles grou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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