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
!!

著!

/eN

曲线评价血清
W'(!$

在胶质瘤中的诊断价值"

胡建刚$

!晏
!

怡:

!覃
!

川$

!李柏成$

!张
!

彪$

!张正保$

!杨秀江$

$

"

$0

重庆市大足区人民医院神经外科
!

#%:46%

'

:0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外科
!

#%%%$6

#

!!

摘
!

要"目的
!

运用
/eN

曲线评价胰岛素样生长因子"

W'(!$

#在诊断胶质瘤中的应用价值$方法
!

选取胶质瘤%非胶质来源

肿瘤及健康对照组各
#%

例$采用
_OW+,

法对
4

组患者血清中的
W'(!$

进行定量检测!比较
4

组结果间的差异!评估胶质瘤的诊

断临界值$结果
!

非胶质来源肿瘤组血清
W'(!$

水平"

4)0))X#60:5

#

"

?

*

O

和健康对照组"

:605*X:)064

#

"

?

*

O

比较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

!

'

%0%"

#$胶质瘤组血清
W'(!$

水平"

6#40$4X)5:0$5

#

"

?

*

O

显著高于非胶质来源肿瘤组和健康对照组"

640":X

$%$0"4

#

"

?

*

O

"

!

#

%0%$

#$对实验数据进行
/eN

曲线分析显示!

W'(!$

诊断胶质瘤的
/eN

曲线下面积"

,dN

#为
%0*4$

"

5"PNW

%0)#"

!

%05$)

#!诊断临界值为
$$%0#:"

"

?

*

O

!其诊断敏感度为
5%0%P

!诊断特异度为
5:04P

!阳性预期值为
*)0"P

!阴性预期值

为
5:04P

!正确率为
5%0"P

!

c2D1=9

值为
*:04P

$结论
!

W'(!$

在诊断胶质瘤中具有较高的敏感度和特异度!可作为胶质瘤诊断

指标之一$但由于
W'(!$

的局限性!寻求另一种或多种胶质瘤相关的血清标记物与
W'(!$

联合检测更具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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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质瘤是最常见的颅内恶性肿瘤#目前临床诊断主要是依

赖头颅
N;

或
-/W

#但即使是目前最先进的
-/W

检查#也不能

完全确诊#尤其是那些影像学不典型的病例#所以#寻找血清标

志物对胶质瘤的早期诊断具有重要意义'作者在前期工作中

发现胶质瘤患者血清胰岛素样生长因子$

398DE39!E3Z=

?

B2L>A

F@G>2B!$

#

W'(!$

%水平在术前*术后有显著差异#本文则通过对

颅内肿瘤和健康人群血清
W'(!$

进行定量检测#运用
/eN

曲

线评价
W'(!$

在诊断胶质瘤中的应用价值'

>

!

资料与方法

>0>

!

一般资料
!

选取
:%$%

年
$:

月至
:%$$

年
$$

月在本院接

受手术治疗的脑胶质瘤患者
#%

例&其中男
:$

例#女
$5

例#年

龄
4$

!

6*

岁#平均$

#"04:X*04#

%岁#术后经病理检查确诊均

为脑胶质瘤患者'其中毛细胞星形细胞瘤
4

例#弥漫性星形细

胞瘤
"

例#室管膜瘤
:

例#少枝胶质细胞瘤
:

例#混合型的少枝

星形细胞瘤
#

例#中间变性星形细胞瘤
*

例#间变性少枝星形

细胞瘤
)

例#胶质母细胞瘤
6

例#间变性室管膜瘤
4

例'随机

抽取同期入院的
#%

例颅内非胶质来源肿瘤患者作为非胶质来

源肿瘤组&其中男
:4

例#女
$)

例#平均年龄$

#%04:X"0:#

%岁&

其中垂体瘤
$4

例#脑膜瘤
$$

例#神经鞘瘤
5

例#中枢神经细胞

瘤
:

例#胆脂瘤
:

例#海绵状血管瘤
4

例'抽取同期本院体检

的
#%

例健康人作为对照组#其中男
:$

例#女
$5

例#平均年龄

$

#:0:6X60":

%岁'各实验组与对照组间年龄*性别比较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具有可比性'

>0?

!

方法
!

分别抽取脑胶质细胞瘤患者*颅内非胶质来源肿

瘤患者*健康人空腹静脉血
4HO

#静置
:A

#

:%%%B

"

H39

离心

$%H39

分离血清#

a:%S

冰箱冷藏备检'用双抗体一步夹心

法测定血清
W'(!$

含量#试剂盒购于帝肯$上海%贸易有限公

司#操作严格按说明书进行'

>0@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50$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所

有的参数平均水平用中位
X

四分位间距$

5X%

%来表示'各

组血清浓度之间的比较采用
]3EG2J29

符号秩检验'以
!

#

%0%"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确定
/eN

曲线下面积$

,dN

%*诊

断临界值*诊断敏感度和诊断特异度'

?

!

结
!!

果

?0>

!

4

组人群血清
W'(!$

水平的比较
!

经
]3EG2J29

符号秩检

:)#:

重庆医学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基金项目"重庆市卫生局医学科研项目$

:%$%!:!##)

%'

!

$

!

通讯作者%

;=E

!

$45%*4::5:*

&

_!H@3E

!

7

3@9

?

8A@9%%$4*

$

$640G2H

'



验发现#非胶质来源肿瘤组$

4)0))X#60:5

%

"

?

"

O

和健康对照

组$

:605*X:)064

%

"

?

"

O

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KYa$06:

#

!

'

%0%"

%$表
$

%#胶质瘤组$

6#40$4X)5:0$5

%

"

?

"

O

显著高于非

胶质来源肿瘤组与健康对照组$

640":X$%$0"4

%

"

?

"

O

$

KY

)06$

#

!

#

%0%$

%$表
:

%'

表
$

!!

非胶质来源肿瘤组与健康对照组的

!!

W'(!$

血清浓度比较

组别
' 5X% K !

非胶质来源肿瘤组
#% 4)0))X#60:5 a$06: %0$%""

健康对照组
#% :605*X:)064

表
:

!!

胶质瘤组与非胶质来源肿瘤组&健康组的

!!!!

W'(!$

血清浓度比较

组别
' 5X% K !

胶质瘤组
#% 6#40$4X)5:0$5 )06$

#

%0%%%$

非胶质来源肿瘤组与健康对照组
*% 640":X$%$0"4

?0?

!

W'(!$

诊断胶质瘤的参数
!

/eN

曲线下面积$

,dN

%

Y

%0*4$

$

5"PNW%0)#"

!

%05$)

%#通过
/eN

曲线确定的诊断临

界值为
$$%0#:"

"

?

"

O

#其诊断敏感度为
5%P

#诊断特异度为

5:04P

#阳性预期值为
*)0"P

#阴性预期值为
5:04P

#正确率

为
5%0"P

#

c2D1=9

值为
*:04P

#见图
$

'

图
$

!!

W'(!$

对胶质瘤的
/eN

曲线

@

!

讨
!!

论

胶质瘤是起源于神经间胶质*室管膜*脉络丛上皮*神经元

等#占颅内肿瘤
#%P

左右#发病机制至今未明'胶质瘤具有发

病率*复发率*死亡率高和治愈率低等特点'近年来#随着影像

学诊断技术的进步和显微神经外科技术的发展#胶质瘤的诊断

和治疗总体上有了进步'然而#胶质瘤病变早期表现常不典

型#常常有一定的漏诊或误诊#而且即使发现胶质瘤#患者往往

已处于晚期#因此#寻找胶质瘤标志物成为当前研究热点'

W'(!$

是有丝分裂原#有促进细胞增殖*分化的作用#是促进肿

瘤生长的重要因子之一(

$

)

'血清及组织中
W'(!E

过度表达时

引起正常细胞活性改变#出现增殖失控*分化缺失及凋亡减少#

导致恶性肿瘤的发生*发展(

:

)

'多种类型的肿瘤如肺癌*乳腺

癌*肝癌*大肠癌组织中均可异常表达
W'(!$

(

4!"

)

#

/=9=A@9

等(

6

)

认为
W'(!$

的表达水平因肿瘤类型及部位不同而不同#并可作

为癌症风险及预后的评估指标'在神经系统方面#国外研究认

为
W'(!$

在幼年时可促进人脑的正常发育#其基因的缺失或表

达不足与大脑发育不全及智力障碍有关(

)!5

)

'

'21@D

等(

$%

)研

究认为血清
W'(!$

水平与神经退行性变密切相关#可作为帕金

森氏病的诊断诊断指标之一'而目前关于脑胶质瘤与
W'(!$

的表达研究方面#国内外报道均较少'

+@91C=B

?

等(

$$

)用免疫组化方法证实在
$%

例胶质瘤中
)

例有
W'(!$

的表达#发现
W'(!$

的表达强度和胶质瘤的恶性程

度呈正相关'

/2ABH@99

等(

$:

)用
_OW+,

法检测了上百例颅内

肿瘤患者的血清
W'(!$

水平#发现胶质瘤患者血清中
W'(!$

水

平普遍较高#而在脑膜瘤患者血清中#其水平升高的现象并未

发现'作者曾报道胶质瘤患者血清
W'(!$

从术前的高表达降

为术后的低表达#差异具有显著性#监测
W'(!$

的表达水平可

反映胶质瘤的病情变化和治疗反应#可用于预测肿瘤复发及预

后评估的指标(

$4

)

'本文选取胶质瘤*非胶质来源肿瘤及健康

对照组各
#%

例'采用
_OW+,

法对
4

组患者血清中的
W'(!$

进行了定量检测#结果表明胶质瘤患者血清
W'(!$

水平非常显

著地高于非胶质来源肿瘤及健康对照组#非胶质来源肿瘤则与

健康对照组无显著性差异'说明
W'(!$

的高表达与胶质瘤关

系十分密切#可望成为胶质瘤的早期诊断标志物之一'

一般来说#

,dN

越大#诊断实验的鉴别能力越强#完全无

价值的实验
,dN

为
%0"

#理想的诊断试验
,dN

为
$

#

,dN

在

%0"

!

%0)

时诊断价值较低#

%0)

!

%05

时诊断价值中等#

%05

以

上表明诊断价值较高(

$#

)

'通过实验#本研究发现
W'(!$

在诊

断胶质瘤中的
,dN

为
%0*4$

#表明
W'(!$

对于胶质瘤具有中

等诊断价值'通过对胶质瘤组*非胶质来源肿瘤组和健康对照

组人群血清
W'(!$

进行定量检测#发现胶质瘤组血清
W'(!$

水

平明显高于其他两组#表明胶质瘤患者可以通过检测血清

W'(!$

指标来与非胶质来源肿瘤患者以及健康人群进行初步

鉴别诊断'实验结果表明#当诊断临界值设为
$$%0#:"

"

?

"

O

时#可以获得较高的诊断敏感度和诊断特异度#其
c2D1=9

值

也最大#同时也获得了较高的阴性预期值#但是其阳性预期值

仅为
*)0"P

#说明当以
$$%0#:"

"

?

"

O

作为胶质瘤的诊断临界

值时可能存在着较高的假阳性'

由于多种恶性肿瘤均可造成
W'(!$

不同程度升高#该指标

敏感性高#特异性相对较低#对于早期诊断胶质瘤尚不能成为

独立的金标准'故作者认为找出另一种或多种胶质瘤相关的

血清标志物与
W'(!$

联合检测更具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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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状况良好'人格作为心理健康的重要影响因素#制约着个体

对外界刺激的感受与认知方式*情绪*行为反应方式(

5

)

'对维

和卫勤保障人员个性特征进行分析#发现该群体个性特征呈高

聪慧性*稳定性*兴奋性*世故性*自律性#低乐群性*敏感性*怀

疑性*忧虑性和紧张性特点'应对方式作为应激源与应激反应

之间的中介因素#对个体身心健康起着重要的调节作用(

$%

)

'

研究结果显示#维和卫勤保障人员面对应激和压力#主要采用

解决问题*求助等成熟的应对方式#而较少选择不成熟和混合

型应对方式'分析可能与以下因素有关!$

$

%维和卫勤保障人

员在出发前都经过心理学测试筛选#队员基本由优秀干部和骨

干士官组成#整体心理素质较高&$

:

%带队领导对维和官兵心理

问题较为重视#部队在集训期及执行维和任务期间#针对以往

部队执行维和任务期间出现的常见心理问题及相关调研结果#

积极开展了有针对性的心理健康教育*心理素质训练及适时心

理干预有关'$

4

%也可能与目前黎巴嫩局势比较安全*稳定#维

和人员生活*工作条件大为改善有一定关系'

相关分析显示#

+NO!5%

总分与不成熟及混合型应对方式

$自责*幻想*退避*合理化%呈显著正相关#与解决问题因子分

呈显著负相关#说明选择解决问题者#心理健康水平较高&选择

不成熟或混合型者#心理健康水平愈低'与以往研究结果(

$:

)

不同的是#

+NO!5%

总分与求助因子分无显著相关性#可能与该

群体文化程度及自身综合素质较高*自尊心重*对自我和社会

的认识更加准确*表现出更强的独立性和主动性*认为向人求

助有失身份而选择求助的应对方式并不能有助于心理健康水

平的提高有关'有研究表明#面对各种压力#良好的个性和情

绪状态在负性生活事件对心理健康的冲击中起着缓冲作用#从

而达到保护心理健康的目的(

$:

)

'维和卫勤保障人员
+NO!5%

总分与乐群性*兴奋性*敏感性呈显著负相关'此结果说明#心

理不良的个体以紧张性*适应性焦虑*忧虑性*怀疑性表现更为

突出#而具有,乐群*稳定*宜与人相处*自律*做事果敢*低焦虑

和紧张性*少怀疑性-等个性特征对心理健康起正向调节作用#

该结果为维和官兵心理健康教育和以后执行维和任务人员的

选拔提供了科学的参考依据#有利于进一步提高维和卫勤保障

人员心理健康水平#保证维和任务的顺利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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