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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和 ;@A在肺癌骨转移诊断和
疗效评价中的价值

通信作者"赵婉婷!检验技师!本科"联勤保障部队第九一
!

医院检验

科! 福建省泉州市丰泽区花园路
8B"

号#

CD!"""

$"

A!E+0,

%

C!$"$$FG!CHII:4'E

收稿日期"

!J8$KJCL88

#修回日期"

!J8$LJFLJF

肺癌晚期患者极易发生骨转移! 肺癌骨转移的

早期没有明显的临床特征" 常规的影像学检测很难

精确诊断" 因此绝大部分肺癌患者确诊为骨转移时

已经骨转移晚期"治疗效果显著性降低#

8

$

! 新型血清

学骨转移标志物反映不同层面对骨的形成和吸收状

态" 目前已经有血清骨转移标志物逐渐成为癌症骨

转移早期诊断的依据! 骨性碱性磷酸酶%

M'*1 +,N+!

,0*1 O/'2O/+P+21

"

<=>?

& 由成骨细胞合成和分泌"当

骨内磷酸钙沉积增加时 "

<=>?

水平增加 " 因此

<=>?

常用来反映成骨性病变! 糖类抗原
#!%

%

4+)!

M'/6Q)+P1 +*P051* #!%

"

.=#!%

& 是
#$B#

年由
<+2P

等

从上皮性卵巢癌抗原检测出可被单克隆抗体
.=#!%

结合的一种糖蛋白"来源于胚胎发育期体腔上皮!近

年来研究发现肺癌患者
.=#!%

水平也会升高#

!

$

! 神

经元特异性烯醇化酶%

*1()'*!2O140-04 1*',+21

"

;@A

&

是参与糖酵解途径的烯醇化酶中的一种" 存在于神

经组织和神经内分泌组织中! 在与神经内分泌组织

起源有关的肿瘤中"特别是小细胞肺癌%

2E+,, 41,,!

,(*5 4+*41)

"

@.>.

&中有过量的
;@A

表达"导致血清

;@A

明显升高#

C

$

! 本文分析肺癌骨转移患者上述血

清标志物水平变化及与骨转移相关性!

#

资料与方法

!"!

研究对象

选择
!J#%

年
B

月至
!J#B

年
G

月在我院接受治

疗的肺癌患者
BF

例!纳入标准'%

#

&肺癌患者的预估

生存时间大于
D

个月(%

!

&无严重心)肝)肾)血液系

统等疾病(%

C

&神经系统功能正常"全程配合本研究(

%

F

&患者或家属知情且签署知情同意书! 排除标准'

%

#

& 肺癌患者除肺部和骨之外还有其他癌症病灶(

%

!

&有骨转移病史(%

C

&服用有影响骨转移的药物!

根据患者是否发生骨转移而分为转移组和未转

移组! 转移组
FF

例"男性
!F

例"女性
!J

例"平均年

龄%

DC:!#"B:GB

&岁(未转移组
FJ

例"男性
!!

例"女性

#B

例"平均年龄%

D#:CF"G:DJ

&岁! 另选择同期在我院

接受治疗的良性肺部肿瘤患者
FJ

例为良性肿瘤组"

男性
!#

例"女性
#$

例"平均年龄%

D!:#J"D:B$

&岁!肺

部良性和恶性病变均经组织病理学或细胞学确诊"

R/1 9+,(1 '- S0+5*'202 +*Q A--14P AT+,(+P0'* '- <=>?

"

.=#!% +*Q ;@A 0* >(*5 .+*41) ?+P01*P2

U0P/ <'*1 V1P+2P+202 WW !"#$ %&'!()'*

"

!"+#,- ./0!10'*

"

#$ "&)!2&'

赵婉婷!庄岳鹏!敖海燕

%联勤保障部队第九一
!

医院"福建 泉州
CD!JJJ

&

摘 要"#目的$ 探究骨性碱性磷酸酶%

<=>?

&)糖类抗原
#!%

%

.=#!%

&和神经元特异性烯醇化酶
%

;@A

&对肺癌骨转移的诊断和疗效评价价值! #方法$ 选择
!J#%

年
B

月至
!J#B

年
G

月在我院接受
治疗的肺癌患者

BF

例"根据患者是否发生骨转移而分为转移组%

FF

例&和未转移组%

FJ

例&"选择
同期良性肺部肿瘤患者

FJ

例为良性肿瘤组! 检测各组患者血清中
<=>?

)

.=#!%

和
;@A

水平!

#结果$ 未转移组和转移组患者血清
.=#!%

)

<=>?

和
;@A

水平均显著性高于良性肿瘤组 %

?XJ:J%

&!

未转移组患者血清中
.=#!%

)

<=>?

和
;@A

水平均显著性低于转移组%

?XJ:J%

&! 转移组和未转移
组患者随着治疗时间的延长"血清

.=#!%

)

<=>?

和
;@A

水平均显著性降低%

?XJ:J%

&! 肺癌骨转移
患者骨转移病灶数量与血清

.=#!%

)

<=>?

和
;@A

水平均呈正相关! #结论$ 检测肺癌患者血清

.=#!%

)

<=>?

和
;@A

水平可以较早地诊断肺癌骨转移"并对治疗疗效进行评价!

主题词"肺癌(骨转移(骨性碱性磷酸酶(糖类抗原
#!%

(神经元特异性烯醇化酶
中图分类号"

YGCF:!

文献标识码"

<

文章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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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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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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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癌骨转移均经
&C

确诊! 本研究经医院伦理委员

会审核批准!

3?4

方 法

治疗及随访! 转移组和未转移组患者根据个体

疾病分期以及患者身体状况并按照肺癌治疗指南

选择多学科综合治疗模式进行治疗! 局限期患者在

身体状况允许的情况下通过外科手术切除癌症病

灶"淋巴结清扫术"术后放化疗或生物靶向治疗! 广

泛期患者采用放化疗或生物靶向治疗"最大限度地

控制肿瘤进展"延长患者的生存时间和提高患者生

活质量! 两组患者进行为期
!

年的随访!

血清指标检测!所有患者于治疗前#治疗后
#

个

月#

8

个月和
<

个月的清晨空腹抽取静脉血" 离心"

分离收集血清! 使用电化学发光法
)

罗氏
4<;#

全自

动电化学发光免疫分析仪$ 检测血清
&'#!%

#

234

水平%使用连续监测法&东芝
C/'"#!;HO

全自动

生化分析仪$检测血清
/'01

水平!

@?A

统计学处理

统计软件采用
3133#$9;

! 组间计量资料差

异采用
F

检验或
H

检验"组间计数资料的差异采

用卡方检验"采用
3BDE?,E5

相关性分析!

1J;9;%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结 果

&?3

血清
&'#!%

"

/'01

和
234

水平比较

未转移组和转移组患者血清
&'#!%

#

/'01

和
234

水平均显著性高于良性肿瘤组 &

1J

;9;%

$% 未转移组患者血清
&'#!%

#

/'01

和
234

水平均显著性低于转移组&

1J;9;%

$&

CEP-D #

$!

&?&

肺癌患者治疗前后血清
&'#!%

"

/'01

和

234

水平比较

转移组和未转移组患者随着治疗时间的延

长" 患者血清
&'#!%

#

/'01

和
234

水平均显著

性降低&

1J;9;%

$&

CEP-D !

$!

&?B

骨 转 移 患 者 血 清

&'#!%

"

/'01

和
234

水平与

骨转移相关性

骨转移病灶数量以
#

#

!

及
!8

个计算"

3BDE?,E5

相关

性分析显示肺癌骨转移患者

骨转移病灶数量与血清
&'#!%

#

/'01

和
234

水平

均呈正相关
)CEP-D 8.

!

8

讨 论

骨转移是恶性肿瘤常见的生物学行为" 骨转移

发生率高达
%;Q

左右'

:

(

!据统计有
8;QR:;Q

肺癌患

者会发生骨转移'

%

(

! 目前临床上对于骨转移诊断主

要依据骨的影像学检查结果! 影像学检查对于晚期

骨转移诊断较为理想"但骨转移早期"病灶尚未有明

显的解剖结构改变" 因此骨转移早期的影像学改变

不明显! 现有的影像学检查方法对骨转移早期诊断

十分不理想'

<

(

! 诊断骨转移的常用影像学方法为骨

扫描" 骨扫描可较
S

线检查早
8R<

个月发现骨损

伤" 但骨扫描只有在癌细胞侵蚀骨的反应期或进行

!"#$% 3 ;%+0) 123CD

!

6278 ".9 :;< $%=%$- ,. %"EF G+(0*

!"#$% B !F% E(++%$">,(. #%>H%%. -%+0) 12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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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5UDV

2A,PD? @I ,DFEKFEFLM -DKL@5K

! "

# ! !8

&'#!%)*+,-. #!<988!#%9;8 #:$97!!#<98% #7;9:<!#79:; ;9%77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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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才能阳性诊断!且特异性较差!假阳性率较高" 另

外肺癌患者往往会患有骨质疾病! 更加大了影像学

方法诊断肺癌骨转移的难度" 对肺癌骨转移进行准

确的诊断及采取诊断性的治疗! 对延长患者生存时

间!提高患者生活质量!减少和避免骨相关疾病的发

生十分重要"

.<#!%

是卵巢癌的特异性肿瘤标志物" 研究发

现!

.<#!%

在子宫内膜癌#乳腺癌#输卵管癌#肺癌等

多种癌症患者的体内处于高水平状态" 当恶性肿瘤

发生复发时!

.#<#!%

会早于复发后的临床症状而增

高$

=

%

"

;>?

是神经元和神经内分泌细胞所特有的一

种酸性蛋白!研究发现
;>?

是肺癌最特异的肿瘤标

志物之一$

@

%

"

A<BC

是碱性磷酸酶的同工酶!当骨代

谢出现异常时!血清
A<BC

水平显著性升高!在临床

中
A<BC

对骨代谢异常的病理变化的诊断具有十分

重要的意义$

$

%

" 血清中
A<BC

癌细胞的骨转移具有

较高的特异性和敏感性" 国内外多位学者研究表明

肺癌患者发生骨转移时血清
.<8!%

和
;>?

水平显

著性增加 $

8"

%

" 在本研究中骨转移患者血清
.<8!%

#

A<BC

和
;>?

水平均显著性高于骨未转移患者!骨

转移患者随着治疗时间的延长! 患者血清
.<8!%

#

A<BC

和
;>?

水平均显著性降低! 另外研究发现肺

癌骨转移患者骨转移病灶数量与患者血清
.<8!%

#

A<BC

和
;>?

水平均呈正相关" 上述研究结果说明

肺癌患者血清中的
.<8!%

#

A<BC

和
;>?

水平对于

骨转移具有一定的预测作用"

综上所述!肺癌患者血清
.<8!%

#

A<BC

和
;>?

水平可以较早地对肺癌骨转移进行诊断! 并对治疗

疗效进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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