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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腺癌患者血清糖类抗原 153、癌胚抗原、铁蛋白及
降钙素水平变化的价值

朱丽 黎莉 (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武汉市中心医院综合一科，湖北 武汉 430014)

〔摘 要〕 目的 探讨乳腺癌患者血清糖类抗原( CA) 153、癌胚抗原( CEA)、铁蛋白( SF) 及降钙素( PCT) 水平变化的临
床意义。方法 乳腺癌患者 293例为观察组，乳腺良性肿块 100例作为对照组。所有研究对象于入院后第 2天清晨空腹抽取3
ml外周静脉血，采用化学发光免疫分析法测定血清 CA153、CEA和SF含量，采用散射比浊法测定 PCT含量。结果 观察组血
清 CA153、CEA、SF 和 PCT 含量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 05) 。Ⅲ～ Ⅳ期血清 CA153、CEA、SF 和 PCT 含量显
著高于Ⅰ ～ Ⅱ期，有统计学意义( P＜0. 05) 。CA153+CEA+SF+PCT 联合诊断的灵敏度和特异度高于各单项。结论 乳腺癌患
者血清 CA153、CEA、SF 和 PCT 高表达，联合诊断灵敏度和特异度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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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腺癌是常见的一种女性恶性肿瘤，临床调查
显示其发病率呈不断上升趋势，且趋于年轻化，严重
威胁女性健康〔1〕。目前，临床上对于乳腺癌的诊断
主要依赖于乳房 X 射线检查，但该方法存在很大的
局限性〔2〕

。因此，寻找新的乳腺癌早期诊断方法具
有重要意义〔3〕

。肿瘤标志物在乳腺癌诊断中具有
重要意义，糖类抗原( CA) 153 和癌胚抗原( CEA) 是
重要的肿瘤标志物，用于评价乳腺癌临床疗效及预
后尤为重要〔4〕

。近年来研究发现，铁蛋白( SF) 及降
钙素( PCT) 应用于乳腺癌诊断具有一定相关性，但
研究甚少，缺乏可靠的参考依据〔5〕

。本研究旨在探
讨乳腺癌患者血清 CA153、CEA、SF 和 PCT 水平变
化的临床意义。

1 对象与方法
1. 1 研究对象 选择武汉市中心医院 2015 年 11 月
至 2017 年 11 月收治的乳腺癌患者 293 例作为研究
对象，均经乳腺组织影像学诊断或术后病理证实为乳
腺癌，且获得患者知情同意，排除合并其他恶性肿瘤
者。纳入的 293 例患者均为女性，年龄 47 ～ 71
岁，平均 ( 57. 38 ± 5. 14 ) 岁; 平均体重 ( BMI)
( 23. 13±2. 54) kg /m2 ;临床分期:Ⅰ～Ⅱ期 178 例，
Ⅲ～ Ⅳ期 115 例。另选择同期收治的乳腺良性肿块
患者 100 例作为对照组，排除乳腺癌及合并其他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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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肿瘤者;均为女性，年龄 45～70 岁，平均( 56. 73 ±
4.29) 岁; 平均 BMI( 22. 89±3. 71) kg /m2。两组一般
资料具有可比性( P＞0. 05) 。
1. 2方法 所有研究对象于入院后第 2 天清晨空腹抽
取 3 ml 外周静脉血，分离血清，离心 10 min，半径 10
cm，放置于－20℃ 保存待测。采用化学发光免疫分
析法测定血清 CA153、CEA 和 SF 含量，采用散射比
浊法测定 PCT 含量。检测仪器: 美国雅培 Ar-
chitect i2000 化学发光免疫分析仪，日立 7600 型全
自动生化分析仪。人 CA153 试剂盒、人 CEA 试剂
盒，人 SF 试剂盒、人PCT 试剂盒( 上海仁捷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严格依据试剂盒说明书标准测定。

1. 3 观察指标 ( 1) 两组血清 CA153、CEA、SF 和
PCT 含量变化; ( 2) 乳腺癌患者不同临床分期血清
CA153、CEA、SF 和PCT 水平比较; ( 3) CA153、CEA、
SF 和 PCT 联合诊断效能，包括灵敏度和特异度，以
真阳性患者/( 真阳性患者+假阴性患者) ×100%为
灵敏度，以真阴性患者/ ( 真阴性患者+ 假阳性患
者) ×100%为特异度。

1. 4 统计学方法 运用 SPSS22. 0 软件，计量资料
行 t 检验，计数资料行 χ2 检验。

2 结 果
2. 1 两组血清 CA153、CEA、SF 和 PCT 含量比较
观察组血清 CA153、CEA、SF 和 PCT 含量显著高于
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 05) 。见表 1。
2. 2 不同临床分期乳腺癌患者血清 CA153、CEA、
SF 和 PCT 含量比较 Ⅲ ～ Ⅳ期乳腺癌患者血清
CA153、CEA、SF和PCT含量显著高于Ⅰ～Ⅱ期，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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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有统计学意义( P＜0. 05) 。见表 2。

表 1两组血清 CA153、CEA、SF和 PCT 含量比较( x±s)

组别 n CA153( U / ml) CEA( ng / ml) SF( ng /ml) PCT( pg /ml)

观察组 293 17. 49±3. 72 3. 27±0. 48 127. 32±24. 51 3. 82±0. 49
对照组 100 8. 98±1. 52 2. 10±0. 29 68. 94±12. 45 1. 82±0. 32

t 值 22. 236 22. 974 22. 822 38. 119
P 值 ＜0. 05 ＜0. 05 ＜0. 05 ＜0. 05

表 2不同临床分期乳腺癌患者血清 CA153、CEA、SF和
PCT含量比较( x±s)

临床分期 n CA153( U / ml) CEA( ng / ml) SF( ng / ml) PCT( pg / ml)

Ⅰ ～Ⅱ期 178 14. 68±3. 29 2. 67±0. 30 114. 35±18 94 3. 10±0. 36
Ⅲ ～ Ⅳ期 115 19. 93±4. 15 4. 19±0. 61 148. 93±30 09 4. 63±0. 60

t 值 12. 019 28. 373 12. 076 22. 274
P 值 ＜0. 05 ＜0. 05 ＜0. 05 ＜0. 05

2. 3 CA153、CEA、SF 和 PCT 联合诊断效能
CA153+CEA+SF+PCT 联合诊断灵敏度和特异度高
于各单项，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均 P ＜0. 05) 。见
表 3。

表 3 CA153、CEA、SF 和 PCT 单独与联合诊断效能( %)

指标 灵敏度 特异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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胃肠道等恶性肿瘤的肿瘤标志物，广泛应用于临床
〔11，12〕。CEA 是广谱的肿瘤标志物，不仅在消化道癌
中表达，并且在其他肿瘤中也 有一定的表达
〔13，14〕

。本研究提示乳腺癌患者血清 CEA 含量明显
升高，且随着病情不断进展升高越明显。

SF 生物学功能主要是贮存铁调节肠黏膜对铁的
吸收。临床研究报道显示，SF 与肿瘤的发生发展
具有一定关联，当肿瘤患者体内铁含量没发生改变
时，SF 水平已有显著升高〔15〕

。肿瘤患者血清 SF 含
量升高，原因主要在于肿瘤发生过程中铁的利用下
降，从而导致血清 SF 含量增高。此外，一些肿瘤
细胞相比于正常细胞 SF 的成分发生改变。近年来
研究报道显示，乳腺癌患者血色素沉积发 病率呈不
断增加趋势〔16〕

。而血色素沉积主要是因 铁吸收过
量及沉积于组织中的代谢紊乱疾病，含 铁血黄素在
组织中大量、广泛沉积，可引起多器官 损害。铁参与
肿瘤细胞增殖，并且铁与过氧化物 导致 DNA 氧化
损伤而引发肿瘤〔17〕

。故监测乳腺癌患者 SF 水平
变化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表明，乳腺癌患者血清
SF 含量明显升高，且随着病情不断进展升高越明显。

PCT 是由哺乳动物的甲状腺滤泡旁 C 细胞分泌的
激素，其水平升高可见于乳腺癌、肺癌等引起的一
种内分泌综合征。当乳腺

， 〔18〕

癌患者发生骨转移时 PCT 水平升高 。本文研

CA153+CEA+SF+PCT 84. 91 89. 42

与 CA153+CEA+SF+PCT 比较: 1) P＜0. 05

3 讨 论
乳腺癌细胞失去正常特性后极易脱落，常通过

淋巴细胞和血液系统进行扩散转移〔6〕
。乳腺癌主

要表现为乳腺皮肤松弛塌陷、乳腺肿瘤刺痛及腋窝
有淋巴肿瘤等〔7〕。目前，临床上缺乏有效的乳腺癌
患者标准肿瘤标准物。

CA153 是表达在乳腺癌细胞的一种相关抗原，
在大部分乳腺癌的恶化过程中高表达，并且在乳腺 癌
早期诊断中具有重要意义〔8〕。临床相关报道显 示，
血清 CA153 含量监测对诊断乳腺癌转移具有良好灵
敏度和特异度，且转移病灶越多、范围越广〔9〕。

CA153 含量越高，动态观察其变化，能够早期发现乳
腺癌转移或者复发〔10〕

。本研究也提示乳腺癌患者血
清 CA153 含量明显升高，且随着病情进展升高越明
显。CEA 主要是一种由内胚层细胞分泌的糖蛋白，
主要是空腔脏器如乳腺、卵巢、泌尿道、呼吸道及

究表明，乳腺癌患者血清 PCT 含量明显升高，且随
着病情不断进展升高越明显。

综上所述，乳腺癌患者血清 CA153、CEA、SF 和
PCT 高表达，联合诊断灵敏度和特异度高，具有重要
临床研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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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列腺癌骨及精囊转移的MRI 诊断价值

黄榕 柴华 ( 云南省第三人民医院放射科，云南 昆明 650011)

〔摘 要〕 目的 探讨前列腺癌骨及精囊转移的磁共振成像( MRI) 诊断价值。方法 前列腺癌患者 68 例，均行穿刺活检、

MRI 检查及骨扫描检查。观察前列腺癌患者穿刺活检、MRI 诊断结果及 MRI 诊断效能，包括敏感性、特异性和准确性。结果 前
列腺癌患者 68 例穿刺活检结果显示，骨转移和精囊转移患者 16 例，其中骨转移 10 例，精囊转移 6 例; MRI 检测结果显示，骨转
移和精囊转移患者 13 例，其中骨转移 9 例，精囊转移 4 例。MRI 诊断骨转移及精囊转移敏感性为 65. 41%，特异性为
78. 29%，准确性为 81. 25%。结论 前列腺癌骨及精囊转移的 MRI 诊断价值良好，敏感性、特异性和准确性较高。

〔关键词〕 骨转移; 精囊转移; 前列腺癌; MRI 诊断
〔中图分类号〕 Q5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9202( 2019) 05-1071-03; doi: 10. 3969 / j. issn. 1005-9202. 2019. 05. 015

前列腺癌是常见的一种男性恶性肿瘤，临床 调
查显示其发病率呈不断上升趋势，严重影响男性生
活质量和身心健康〔1，2〕

。前列腺癌是一种早诊断、

早治疗有治愈可能的恶性肿瘤，但仅局限于 前列腺
包膜内的前列腺癌才能实施根治性手术，因此，早
期诊断及准确分期前列腺癌，能够有助于 正确选择
治疗方法，降低病死率，提高治愈率和改善预后〔3，4〕

。

近年来，随着磁共振成像( MRI) 技术的不断发展，作
为术前诊断及分期前列腺癌最有 效的手段之一，通
过小视野高分辨率的磁共振扫 描，能够获取高分辨
率及高质量的 MRI 结果，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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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晰显示前列腺的解剖和病变〔5〕。本研究旨在分
析MRI诊断前列腺癌骨及精囊转移的价值，为临
床诊断和治疗提供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1. 1 对象 选择云南省第三人民医院 2016 年 2 月
至2018 年 2 月68 例前列腺癌患者。纳入标准: ( 1)
所有研究对象符合《前列腺癌诊断治疗指南》中相
关诊断标准; ( 2) 均为初诊前列腺癌; ( 3) 所有研究
对象实施全身放射性核素骨显像检查; ( 4) 签订知
情同意书。排除标准: ( 1) 合并其他恶性肿瘤; ( 2)
无法耐受前列腺系统性穿刺活检; ( 3) 凝血功能异
常者; ( 4) 精神疾病者。纳入的 68 例患者年龄 28～
76 岁，平均年龄( 52. 31 ± 5. 16 ) 岁; 平均体重指数
( 22. 73±1. 82) kg /m2; 吸烟史 31 例，高血压 23 例，
糖尿病 14 例。所有研究对象经医院伦理委员会
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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