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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癌分子标记物在病理诊断及临床治疗中应用的效果

宋连芳

兰陵县人民医院，山东 临沂 277700

【摘要】 目的 对肺癌分子标记物应用在临床诊断与治疗中的效果。方法 本次研究所选取

的对象为 2020 年 2 月 —2022 年 2 月我院收治的 84 例肺癌患者。所有的患者都采取肺癌分子标记

物进行诊断，并对癌细胞的敏感性、特异性以及小细胞癌的细胞膜强阳性进行观察记录。单克隆抗体

对肺癌的监测诊断效果以及临床疗效。结果 异质性胞核核糖核蛋白为免疫组化染色对象，其中，

癌细胞特异性和敏感性分别为 95．24% 与 83．33%。采用神经内分泌标记物来确定肿瘤的表型，常用

的有神经细胞黏附分子和嗜铬粒，神经细胞黏附分子主要是对小细胞癌特异性进行诊断，90．48% 的

小细胞肺癌细胞膜为强阳性。单克隆诊断显示，特异性和敏感性分别为 89．29% 和 92．86%。治疗之

后，所有的肺癌患者有 5 例病灶完全消失，有 15 例部分缓解，有 35 例稳定，有 29 例进展，其治疗总

有效率为 65．48%（55/84）。结论 在肺癌的临床诊断以及治疗当中，采取肺癌分子标记物有着重

要的作用，能够在临床治疗中提供科学有效的作用，其临床价值较高。

【关键词】 肺癌；临床治疗；免疫组化；标记物；单克隆抗体

在临床中，肺癌这种恶性肿瘤较为常见，这种

疾病会对患者的身体、心理以及生活质量造成严

重的影响［1-2］。根据相关调查显示，最近几年肺

癌的发病率一直居高不下，甚至还出现了上升的

趋势，我国每年患肺癌的患者预计到 2025 年将会

增加到一百万左右，更甚者有可能会成为全世界

肺癌大国。临床中对肺癌疾病的治疗是非常复杂

的，所以，及时的检查、及早的发现以及及时的治

疗才是最为重要的［3-4］。本次研究所选取的对象

为 2020 年 2 月 —2022 年 2 月我院收治的 84 例

肺癌患者，来探究与分析在病理诊断及临床治疗

中采取肺癌分子标记物的效果，现结果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次研究所选取的对象为

2020 年 2 月 —2022 年 2 月我院收治的 84 例肺

癌患者，其中有 55例是男性，有 29例是女性，年

龄在 34 ～ 79岁之间，平均年龄为（51．76±3．61）

岁，小学文化水平的有 13 例，初中文化水平的有

21 例，高中文化水平的有 25 例，大专及以上文

化水平的有 25 例。纳入标准：①意识清晰、依从

性良好的患者；②临床资料完整的患者；③符合

WHO 肺癌诊断标准的患者。排除标准：①合并

恶性肿瘤的患者；②孕妇或哺乳期患者；③严重

心肝肾病变的患者。所有的患者均签有知情同意

书，本次研究能够得以进行，是经过医学伦理委

员会审批通过的。

1．2   方法 对肺癌的病理以及治疗情况，所有

的患者都采用肺癌分子标记物进行诊断分析，具

体实施情况如下：根据临床病理学对肺癌的分析

可以发现，肺癌主要有小细胞和非小细胞两类。

在临床中，肺癌病灶有腺鳞癌、腺癌以及大细胞

癌等。通常进行观察的时候，需要采取光学显微

镜来进行检查，但还不能准确判断，因此，在检

查中，还需要通过分子标志物进行分析诊断。此

外，需要用内分泌标记物来对肿瘤的具体表型进

行确定，最基本的标志物有神经细胞黏附分子、

突触素以及嗜铬素。神经细胞黏附分子是诊断小

细胞癌特异性的标记物。临床中对于胸膜肺腺癌



中国保健营养  2023 年 04 月（下）    第 33 卷第 08 期健康管理

 146  

和恶性胸膜间皮瘤的诊断以及鉴别存在着很大的

困难，通常来讲，需要免疫组化染色的协助才能

完成，所以，需要有一组抗体诊断，包括 TTF-

1、CEA、Ber-EP4 以及 Leu-M-1 指标。对患者

进行化疗时，采用经皮股动脉穿刺，让操作者在

左减影血管造影的监视下，把 4-5F 胃左管放置

在患者的支气管动脉当中，对造影的变化进行观

察，以此来确定具体的肿瘤供血情况和支气管动

脉解剖特点，另外，还要对患者没有造影剂反流

以及没有脊髓动脉的情况进行保证。之后，把化

疗药物慢慢地通过导管注入到患者的身体当中，

其中采取的药物为 1g 尿嘧啶（批准文号：国药准

字 H41025247；生产企业：仁合熙德隆药业有限公

司；规格：0．162g），40 ～ 60mg 的注射用盐酸表

柔比星（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H20183145；生产企

业：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规格：10mg）。

如果患者检查为鳞癌，需要采用 60 ～ 80mg 的盐

酸纳曲酮片（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H20020666；

生产企业：北京华素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规格：

50mg），4 周每次，1 个疗程为 12 周。

1．3   观察指标 对癌细胞的敏感性、特异性以

及小细胞癌的细胞膜强阳性进行观察记录。单克

隆抗体对肺癌的监测诊断效果以及临床疗效。疗

效判定标准为，完全消失：经过治疗之后，患者

增加 2kg 以上的体重，Karnofsky 评分增加 10 分

以上，维持 28d；部分缓解：经过治疗之后，患者

增加 1 ～ 2kg 左右，Karnofsky 评分增加 5 分左

右，病灶缩小 50% 以上，持续 28d；稳定：经过

治疗之后，患者 Karnofsky 评分没有增加，病灶

体积缩小 25% 左右的；进展：经过治疗之后，患

者 Karnofsky 评分增加 10 分以上，病灶缩小低于

25%，并且发现新病灶。治疗总有效率 =（完全

消失例数 + 部分缓解例数 + 稳定例数）/ 总例数

*100．00%。

1．4   统计方法 对于数据情况采用统计学软件

进行分析，计量资料使用均数 ± 标准差（ ±s）

表示，并进行 t 检验；计数资料使用百分比（%）

表示，并进行 χ2 检验。P<0．05，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

2  结  果

异质性胞核核糖核蛋白为免疫组化染色对

象，其中，癌细胞特异性和敏感性分别为 95．24%

与 83．33%。采用神经内分泌标记物来确定肿瘤

的表型，常用的有神经细胞黏附分子和嗜铬粒，神

经细胞黏附分子主要是对小细胞癌特异性进行诊

断，90．48% 的小细胞肺癌细胞膜为强阳性。单克

隆诊断显示，特异性和敏感性分别为 89．29% 和

92．86%。治疗之后，所有的肺癌患者有 5 例病灶

完全消失，有 15 例部分缓解，有 35 例稳定，有 29

例进展，其治疗总有效率为 65．48%（55/84）。

3  讨  论

在临床中肺癌作为恶性肿瘤的一种，其病情

会逐渐的发展，对于患者的身心健康以及生命质

量造成严重的威胁［5-6］。有相关研究表明［7］，对

于肺癌要早发现、早诊断以及早治疗，这样才能

增加肺癌患者的康复概率，才能显著地延长患者

的生命周期。基于此，临床中对肺癌进行加强研

究，以此来对临床诊断准确率进行提升［8-9］。

本次研究结果显示，异质性胞核核糖核蛋白为

免疫组化染色对象，其中，癌细胞特异性和敏感性

分别为 95．24% 与 83．33%。采用神经内分泌标记

物来确定肿瘤的表型，常用的有神经细胞黏附分

子和嗜铬粒，神经细胞黏附分子主要是对小细胞

癌特异性进行诊断，90．48% 的小细胞肺癌细胞

膜为强阳性。单克隆诊断显示，特异性和敏感性

分别为 89．29% 和 92．86%。治疗之后，所有的肺

癌患者有 5 例病灶完全消失，有 15 例部分缓解，

有 35 例稳定，有 29 例进展，其治疗总有效率为

65．48%（55/84）。通过结果能够看出，表皮细

胞生长因子受体与癌症的发生以及发展之间都有

着很大的关系［10］。因为受体生物学效应，对细胞

的凋亡在一定情况下能够起到抑制的作用，并且

还能够对细胞的增殖进行促进，这种情况和肺癌

发生与发展关联性较大［11-12］。另外，与肺癌患者

的实际情况结合，通过化疗能够给起到良好的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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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对病理诊断采取肺癌分子标记物有着显著的

效果，更加清晰了解疾病的治疗情况［13-14］。

综上所述，在肺癌的临床诊断以及治疗当中，

采取肺癌分子标记物有着重要的作用，能够在临

床治疗中提供科学有效的作用，其临床价值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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