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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讨正电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显像#!"#$%#$联合血清肿瘤标志物检测在肺癌中的诊断

价值% 方法&回顾性分析 '+(*$+( ='+(.$+9该院收治的 )*例肺癌患者"探讨!"#$%#&血清肿瘤标志物&!"#$%#

联合血清肿瘤标志物检测肺癌诊断的准确度&特异度&敏感度情况% 结果&!"#$%#的准确度&特异度&敏感度

分别为 -*>-,?&*,>'9?&-,>+-?"血清肿瘤标志物的准确度&特异度&敏感度分别为 *,>*@?&)9>.)?&

-@>@'?"而联合检测的准确度&特异度&敏感度分别为 .)>-(?&)9>.)?&,)>9)?"联合检测可以提高肺癌诊

断的准确度与敏感度"差异有统计学意义#!A+>+)$% 结论&!"#$%#联合血清肿瘤标志物检测能够提高肺

癌诊断的准确度及敏感度"值得临床应用与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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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癌具有高发病率&高病死率的特点"目前是人

类发病率较高的恶性肿瘤"尽管目前有手术&放化疗

及靶向治疗等治疗方法"但患者的 ) 年生存率仍较

低"而早期诊断&早期治疗是改善患者预后的有效措

施% 血清肿瘤标志物检测与正电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显

像#L<G2IM<7 602GG2<7 I<0<4M1LJN$;<0LKI6D I<0<4M1LJN"

!"#$%#$检查在早期发现肺癌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

X$脱氧葡萄糖#

(.

X$XYZ$!"#$%#属于非侵入性的

肿瘤检测技术"是正电子发射断层显像#!"#$和计

算机[线断层显像#%#$相结合的新型检测方法"能

够提供机体病变部位的功能信息与精准的解剖信息"

通常采用标准化摄取值#W\]$衡量病变对(.

X$XYZ

的摄取程度来判断病灶良恶性性质% 本研究回顾性

分析我院 )* 例患者的影像学&病理学及血液检测资

料"分析 !"#$%#联合血清肿瘤标志物检测对于肺

癌诊断的价值"报道如下%

C;资料与方法

CDC;一般资料&选取 '+(*$+( ='+(.$+9我院 )*例肺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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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患者为研究对象"其中男 9' 例"女 '@ 例"平均年龄

#).>9' *̂>.)$岁% 所有患者均行!"#$%##外院$&%#&

血清肿瘤标记物检查"通过电子气管镜&经皮肺穿刺或

手术获取组织学标本"均有病理细胞学结果明确诊断%

CDE;方法

(>'>(&!"#$%#检测&在德国西门子公司 _2<4M1LJ

的!"#$%#扫描前需禁食 * J"血糖控制在 - 00<3EV

以下"根据体重"经肘静脉注射(.

X$XYZ显像剂"平

卧 *+ 027后进行多层螺旋 %#平扫及增强扫描"由

图像后处理系统计算病灶 W\]值"以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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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

阳性"经 '位副高以上职称的诊断医师会诊后得出诊

断结果% 显像剂由Z"公司 !"#IM1;6回旋加速器与

#M1;6M31OX[$XYZ全自动系统合成"放化纯度 ,̀)?%

(>'>'&血清肿瘤标记物检测&抽取患者空腹外周

静脉血 ) 03"检测血清癌胚抗原#%"C$&神经元特

异性烯醇化酶#aW"$&鳞状细胞癌抗原#W%%C4$&细

胞角蛋白 (,片段#%bXBC'($($% %"C正常值为 + =

@>9 74E03"aW"正常值为 + =()>' 74E03"W%%C4正

常值为 + =(>) 74E03"%bXBC'($( 正常值为 + =

'>(- 74E03% @ 种血清肿瘤标记物有一个及以上超

过正常值即为恶性"全部正常则为阴性% 采用化学

发光法#试剂盒为罗氏公司产品$进行血清肿瘤标

记物检测"按照试剂说明书严格进行规范化操作%

(>'>9&血清肿瘤标记物联合 !"#$%#检测&阳性

诊断标准为 @ 种血清肿瘤标记物与 !"#$%#中任何

一项为阳性即可诊断为恶性%

(>'>@&诊断学指标&真阳性是指受试者有病"检查

结果也为阳性% 假阳性是指受试者无病"但检查结

果为阳性% 真阴性是指受试者无病"检查结果也为

阴性% 假阴性是指受试者有病"但检查结果为阴性%

特异度c真阴性例数E#真阴性例数d假阳性例数$ e

(++?% 敏感度c真阳性例数E#真阳性例数 d假阴

性例数$ e(++?% 准确度 c#真阴性例数 d真阳性

例数$E#真阴性例数d假阴性例数 d真阳性例数 d

假阳性例数$ e(++?%

CDF;统计学方法;应用 W!WW(,>+ 统计软件进行数

据分析"计数资料用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

检验% !A+>+)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结果

EDC;病理学检查结果;)* 例患者中"肺癌 @9 例

#鳞癌(,例"腺癌'@例$"良性病变(9例#肺结核'例"

炎性病变 (( 例$%

EDE;!"#$%#检测结果&)*例患者中"真阴性 ,例"假

阴性 , 例"真阳性 9@ 例"假阳性 @ 例"其准确度&特异

度&敏感度分别为 -*>-,?#@9E)*$&*,>'9?#,E(9$&

-,>+-?#9@E@9$")* 例患者的平均 W\]

01U

为#,>,. ^

*>+@$%

EDF;血清肿瘤标记物检测结果;)* 例患者中"真

阴性 -例"假阴性 (( 例"真阳性 9' 例"假阳性 * 例"

其准确度&特异度&敏感度分别为 *,>*@?#9,E)*$&

)9>.)?#-E(9$&-@>@'?#9'E@9$%

EDG;!"#$%#联合血清肿瘤标记物检测结果&)* 例

患者中"通过联合检测 !"#$%#与血清肿瘤标记物"

真阴性 -例"假阴性 '例"真阳性 @( 例"假阳性 * 例"

其准确度&特异度&敏感度分别为 .)>-(?#@.E)*$&

)9>.)?#-E(9$&,)>9)?#@(E@9$% 联合检测可以

使肺癌诊断的准确度&敏感度均有明显提高"而且联

合检测对于肺癌诊断的准确度&敏感度与单独行血

清肿瘤标记物或 !"#$%#检测相比较"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A+>+)$% 图 (Bf%曲线所示"!"#$%#&血

清肿瘤标志物&联合检测的Bf%曲线下面积#C\%$

分别为+>.+(&+>--*&+>,(("!值分别为+>++(&+>++9&

+>+++% 结果提示 !"#$%#与血清肿瘤标志物对于

肺癌的诊断均有临床价值"而且 !"#$%#与血清肿

瘤标志物联合检测的C\%值更高"对于肺癌的诊断

有更好的价值%

图 (&!"#$%#!肿瘤标志物!联合检测诊断肺癌Bf%曲线图

F;讨论

FDC;肺癌是目前发病率较高的恶性肿瘤"由于部分

患者就诊时间晚"失去最佳治疗时机"尽管目前有多

种治疗手段"但总体预后仍较差"而改善预后的措施

在于早期发现肺癌% 血清肿瘤标志物检测与影像检

查是目前重要的诊断途径"在早期诊断肺癌方面有

着重要意义% 血清肿瘤标志物检测操作简单方便"

在临床得到广泛应用"%"C&aW"&W%%C4&%bXBC'($(

等是目前常用的肺癌相关肿瘤标志物% %"C是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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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癌胚蛋白"广泛应用于肺癌等多种恶性肿瘤的研

究中(()

% aW"属于神经母细胞瘤标志物"有研究(')

表明其在小细胞肺癌有很高的特异度和敏感度"也

可预测小细胞肺癌患者的预后% W%%C4是表达于

鳞状上皮细胞内"是鳞状上皮癌标志物"在肺鳞状细

胞癌等恶性肿瘤中表达增加(9)

% %bXBC'($( 是血

清可溶性细胞角蛋白 (, 的片段"对于多种类型的肺

癌具有较高的诊断价值(@)

%

FDE;!"#$%#融合了%#解剖影像与 !"#的功能显

像"利用肿瘤细胞对葡萄糖摄取增加的特性"采用
(.

X$XYZ作为标记物进行代谢显像"有助于恶性肿瘤

的早期诊断与评估()"*)

"是肺癌分期的重要参考依

据(-".)

% 有研究(,)表明"!"#$%#在#aT分期的特异

度与敏感度分别为 ,'?和 .9?% W\]值是!"#$%#

的量化指标"而 W\]

01U

是目前临床常用的半定量诊

断指标"其常用阈值为 W\]

01U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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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有研究发

现((()

"!"#$%#对肺癌的敏感度&特异度&准确度分

别为 .)>(,?&-->-.?&.9>.@?% 本研究中"!"#$%#对

于肺癌诊断的准确度&特异度&敏感度分别为 -*>-,?&

*,>'9?&-,>+-?"略低于文献报道的结果% !"#$%#

检查结果存在假阳性与假阴性的问题% 如类癌&肺

泡细胞癌"由于其生长速度慢"增殖能力相对弱"

(.

X$XYZ摄取率低而易致假阴性"而某些良性病变

如结节病&结核&真菌感染等"因为局部活性细胞如

巨噬细胞&粒细胞积聚"可致(.

X$XYZ摄取率增加而

出现假阳性% 本研究发现"联合检测!"#$%#与血清

肿瘤标志物的准确度&特异度&敏感度分别为 .)>-(?&

)9>.)?&,)>9)?"与单独 !"#$%#检查"或血清肿

瘤标志物相比较"联合检测结果的准确度与敏感度

明显提高"可有效提高肺癌诊断的准确度"有限规避

假阴性的风险%

综上所述"在临床工作中"!"#$%#检查与血清

肿瘤标志物检测具有快速&有效&无痛苦的优点"但

单一的检查方式可能造成肺癌的漏诊及误诊"通过

联合检测!"#$%#与血清肿瘤标志物可以提高诊断

的准确度和敏感度"有助于肺癌的早期诊断&疗效评

估及病情监测"值得在临床应用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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