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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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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断乳腺癌的灵敏度和阴性

预测值均有所提升'乳腺癌患者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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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期及分化程度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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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腺癌为女性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其发病率

约占全身各种恶性肿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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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呈逐年升高趋

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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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资料显示"早期乳腺癌患者经手术治疗联合

放化疗的治愈率可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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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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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临床对于晚期乳

腺癌的治疗尚缺乏有效手段"因此"探寻乳腺癌的早

期诊断标记物具有重要的价值(糖类抗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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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敏感度低等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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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源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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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往研究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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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乳腺癌组

织和正常乳腺组织中的表达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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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有研究

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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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长期稳定地存在于血浆或血清中"其

中"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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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被证实与子宫内膜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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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肠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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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恶性肿瘤密切相关"但其在乳腺癌中的表

达及诊断效能尚未明确(因此"本研究通过对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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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乳腺癌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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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乳腺增生患者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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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体检健

康者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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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水平"旨在为乳腺癌的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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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电化学发光免疫分析

法测定卵巢癌肿瘤标记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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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试剂盒由中

国联科生物公司提供"严格按照试剂盒说明进行

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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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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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腺癌患者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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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表达水平与

其临床病理特征的相关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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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期及分

化程度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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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与患者的年龄)是否绝

经)肿瘤大小)病理类型无明显相关性$

%

#

1,1*

%"见

表
.

(

表
.

!!

乳腺癌患者血清
FR@?+!*2?*

E

相对表达水平与

!!!

其临床病理特征的相关性

项目
#

FR@?+!*2?*

E

相对表达水平

#

B

$

%

.*

"

%

-*

%&

) %

年龄
..0,11,//!

!&

/1

岁
!- +,0)-

$

+,1+/

"

!,(0*

%

!"

/1

岁
(! .,/*!

$

1,01(

"

(,.-0

%

绝经
.!),11,.+/

!

是
!+ !,+1-

$

+,+0(

"

*,*0)

%

!

否
(0 .,.(/

$

1,0!-

"

(,!*.

%

肿瘤直径
./!,11,!00

!&

.,*LF (+ .,(0+

$

+,+)!

"

(,+1/

%

!"

.,*LF !0 .,+1-

$

1,01.

"

(,11!

%

病理类型
.(*,11,./*

!

浸润型导管癌
(. +,-(*

$

1,0)!

"

!,!.0

%

!

浸润型小叶癌
!) .,!*(

$

+,+).

"

(,1+!

%

'B8

分期
.1!,11,1+.

!#!$

期
(0 +,/1-

$

1,)!+

"

.,)-(

%

!%

期
!+ !,*()

$

+,()*

"

/,++.

%

分化程度
.+(,11,1.-

!

低分化
!( !,/.*

$

+,.1-

"

*,)!/

%

!

中)高分化
(/ +,-(0

$

1,0+/

"

.,-))

%

!,#

!

@I$

曲线分析
!

采用
@I$

曲线评价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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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腺癌为临床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其发病率呈

逐年升高且呈年轻化发展趋势"这对乳腺癌的临床防

治带来极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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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资料显示"每年全世界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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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患者死于乳腺癌"尽管手术联合同步放化疗提高了

早期乳腺癌的临床治愈率"但对于晚期乳腺癌的治疗

尚缺乏有效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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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探寻乳腺癌的发病机制"

明确其早期诊断的生物学标志物成为临床研究的重

点(近年来"随着临床对乳腺癌标志物的不断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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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受学者的关注"成为肿瘤生物标志物

研究的新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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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近年来发现的一类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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腺癌的发生发展存在相关性(虽然
FR@B6

对乳腺癌

的早期诊断具有一定价值"但多数研究基于癌组织或

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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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表达差异"在获得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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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肿

瘤组织时需行穿刺或有创手术等"因此"此种检测方

式不便于临床乳腺癌的广泛筛查(

有资料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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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血液)唾液及尿液中也能

被检测到"且外周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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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肿瘤标志物已取

得一定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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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早期乳腺癌患者血清中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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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望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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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的重要成员"位于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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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染色体"已被证实与多种

恶性肿瘤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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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其与乳腺癌的关系尚未

明确(

本研究显示"乳腺癌患者)乳腺增生患者)体检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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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相对表达水平显著高于乳腺增生患者和体检健康者(

结果提示"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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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高表达可能与乳腺癌

的发生存在一定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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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转移性乳腺癌患者血清中呈高

表达"这与本研究结果一致(

$6+.*

为乳腺癌公认的

血清诊断标记物"本研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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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乳腺癌患者血

清中呈高表达(一般较理想的肿瘤标记物应具有灵

敏度及特异性高"阳性预测值及阴性预测较为理想的

特点(本研究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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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断乳腺癌的灵敏

度)阳性预测值及阴性预测值均高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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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诊断

特异度与
$6+.*

相同*与单指标诊断结果比较"二者

联合诊断乳腺癌的灵敏度及阴性预测均有所提升"结

果提示"联合诊断利于提高对乳腺癌的诊断效能(

本研究表明"乳腺癌患者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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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与患者的年龄)是否绝经)肿瘤大小)病理类型无明

显相关性(结果提示"分期越高)分化程度越低的乳

腺癌患者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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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呈升高趋势"临床监

测乳腺癌患者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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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可能对患者病

情发展及预后评价有一定意义(进一步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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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可作为前列腺癌诊断和预后的标志物(邓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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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丙型肝炎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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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肝癌发生存在相关性(有

学者研究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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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断头颈部鳞癌的敏感

度和特异度均较高(以上研究结果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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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多种恶性肿瘤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其或将成为

早期恶性肿瘤的一个非侵入性诊断标志物(

综上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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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乳腺癌患者血清中表

达明显上调"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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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乳腺癌诊断的敏感

性和特异性均较高"其或将成为乳腺癌临床诊断的生

物学标志物之一(今后"本院会加大对样本量的收

集"深入探讨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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