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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瘤标志物检验在胃癌诊断中的效果研究 

陈小冬，漆 波，陶青兰，赵洪民 

遂宁市第三人民医院  四川遂宁 

【摘要】目的 探究肿瘤标志物检验在胃癌诊断中的效果。方法 选择本院 2019.03-2022.03 期间收诊的

胃癌病人作为研究对象，共计 70 名设为实验组。同期选出至我院体检科进行健康体检者作为对比对象，共

计 70 名设为常规组。分别对两组对象开展肿瘤标志物检测，记录和对比肿瘤标志物含量检验结果。将实验

组纳入胃癌病人以病情分化不同，分出低分化型组（31 名）、中高分化型组（39 名），记录和对比肿瘤标

志物阳性检出率。结果 相较常规组，实验组对象肿瘤标志物检出含量更高，P＜0.05。实验组中相较低分化

型组，中高分化型组肿瘤标志物阳性检出率更高，P＜0.05。结论 胃癌诊断中检验肿瘤标志物水平应用价值

高，可提高胃癌诊断率，建议普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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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effect of tumor marker test in the diagnosis of gastric canc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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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tumor marker test in the diagnosis of gastric cancer. Methods 
a total of 70 patients with gastric cancer admitted in our hospital from March 2021 to March 2022 were selected as 
the subjects of the study. In the same period, 70 persons who went to the physical examination department of our 
hospital for physical examination were selected as the control group. The two groups were tested for tumor markers, 
and the test results of tumor marker content were recorded and compared. The patient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divided into low differentiation group (31 cases) and medium and high differentiation group (39 cases) 
according to their different conditions. The positive detection rates of tumor markers were recorded and compared. 
Results compared with the routine group, the content of tumor marker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higher 
(P<0.05). The positive rate of tumor markers in the middle and high differentiation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low differentiation group (P<0.05). Conclusion the detection of tumor markers in the diagnosis of gastric 
cancer has high application value, which can improve the diagnosis rate of gastric canc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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胃癌属于临床常见疾病，一旦发病将对患者的

健康造成极大的危害。目前临床上胃癌的发病率越

来越高，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当病人患有胃癌时，

病人必须去正规的医院，最好是在手术切除的基础

上进行综合治疗。胃癌为消化科最常见的恶性肿瘤

疾病，虽然目前治疗手段落实效果好，但因缺乏胃

癌早期发现指标预测，故而应致力于进一步提高胃

癌诊断检验手段的应用效果，明确的、及时的分辨

癌症疾病[1-2]。现阶段单一胃癌标志物检测缺乏高特

异性、敏感度性，因此倾向于选择联合指标检验来

保证胃癌诊断准确度[3-4]。为更全面观察肿瘤标志物

检验在胃癌诊断中的效果作出数据统计，详情可见

如下。 
1 资料和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我院 2020.03-2022.03 临床体检和收诊对

象，整理实验对象资料并设组对比观察。抽选体检

科进行健康体检者共计 70 名，临床收诊的胃癌病人

70 名，健康人员和患病人员均接受常规肿瘤标志物

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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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规组：男性 37 例、女性 33 例；平均年龄值

（52.28±4.00）岁（范围值 30-72 岁）。实验组：

男性 36 例、女性 34 例；平均年龄值（55.52±4.02）
岁（范围值 41-75 岁）；分型：低分化型组 31 名、

中高分化型组 39 名。纳入标准：①通过胃镜检查、

病理检查高度疑似胃癌；②患者精神状态尚佳符合

手术治疗指征；③入组前均已同意临床相关检查布

置和治疗方案确定；④临床工作人员在岗经验≥3
年，有护士执业资格证书；⑤患者有效生存实践超

过 3 个月。排除标准：①患者恶性肿瘤；②患者先

天性凝血功能障碍症。 
1.2 方法 
所有对象接受同类型检验，针对肿瘤标志物中

癌胚抗原（CEA）、糖类抗原糖链抗原72-4（CA72-4）、
糖类抗原糖链抗原 242（CA242）和糖类抗原 19-9
（CA19-9）进行区别检验。按照胃癌患者的不同肿

瘤分化程度，针对实验组对象分出低分化型、中高

分化型患者后，统计阳性检出率。 
检测步骤：选择化学发光全自动免疫系统和配

套试剂检测，为美国贝克曼公司生产的 ACCESS2

型号仪器，灵敏度、反应时间均大于 1pmol、18min。
入院后填写相关资料了解对象遗传史、特殊体征等。

清晨采集其肘静脉血（保持空腹，禁食禁水八小时）

约 5ml 将其放置在无抗凝剂真空采血管内，静置 30
分钟后将其送往检验科做离心分离血清处理，设定

每分钟 3000r 五分钟，分离血清后于-20℃度保存。 
1.3 观察指标 
在对象接受检测后统计 CEA、CA72-4、CA242、

CA19-9 含量数据，分析阳性率、分化检测分布率。 
1.4 统计 
采用 SPSS23.0 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计量

资料以（ sx ± ）表示，采用 T 检验，计数资料用率

表示，采用 χ2
检验，P＜0.05 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肿瘤标志物含量 
表 1 中，实验组对象肿瘤标志物检出含量高于

常规组，对比 P＜0.05。 
2.2 肿瘤标志物阳性检出率 
表 2 中，实验组中高分化型组对象肿瘤标志物

阳性检出率高于低分化型，P＜0.05。 

表 1  两组肿瘤标志物含量对比（ sx ± ） 

组别 例数 CEA（ng/ml） CA72-4（U/ml） CA242（U/ml） CA19-9（U/ml） 

常规组 70 2.48±1.40 3.55±0.81 3.30±1.07 29.88±2.73 

实验组 70 45.91±13.89 20.40±9.82 36.90±6.72 60.91±15.68 

T  26.028 14.308 41.313 16.312 

P  ＜0.05 

表 2  两组肿瘤标志物阳性检出率对比（n %） 

组别 例数 CEA CA72-4 CA242 CA19-9 

低分化型 31 9 9 5 7 

中高分化型 39 21 29 25 22 

χ2
  4.342 14.298 16.231 8.145 

P  ＜0.05 
 

3 讨论 
胃癌是一种起源于人胃粘膜上皮的恶性肿瘤，

在中国多种恶性肿瘤疾病的发病率中居首位。胃癌

的发病年龄通常在 50 岁以上，男性多于女性。目前，

胃癌的病因尚不清楚，胃癌患者的临床表现也不明

显。胃癌患者通常采用外科治疗和化疗。然而，根

据近年来的研究结果，胃癌患者的临床死亡率很高，

并没有降低，这主要是由于癌症的远处转移率和局

部复发率高。只有及时诊断出胃癌疾病，采用根治

性手术等合理、科学的治疗方法，才能保证患者的

有效生存期达到 5 年。肿瘤标志物已逐渐应用于胃

癌的临床诊断，针对胃癌疾病，临床需以提高病人

生存率、诊疗率为主，在介入有效治疗办法前给予

精准、有效的检验诊断，分析病情类型方便针对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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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早期无典型临床症状给予诊断随后治疗[5-6]。对此

临床也在积极做技术提升，目前效果良好的技术即

为“肿瘤标志物检验”。临床肿瘤诊断与鉴别正面

临新的挑战。随着我国医学检查诊断技术的发展和

优化，为肿瘤检查提供了越来越多样化的组合检测

方法，新的肿瘤标志物逐渐被发现，合适的肿瘤标

志物检测组合已成为大势所趋[7-8]。与胃癌相关的肿

瘤标志物中许多专业学者认为 CEA、CA72-4、CA2 
42、CA19-9 在介导胃癌细胞脱离原发灶及与邻近组

织的粘附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同时也与肿瘤细胞对

正常组织的侵袭和病灶的转移密切相关，故而对于

胃癌疾病的诊断检验此四项检查结果应用率较高
[9-10]。指标水平能针对早期胃癌病理症状并不明显

者、无典型症状者提出诊断结论，疗效确切。另外

肿瘤标志物作为如今筛查恶性肿瘤疾病的常用指标

类别较多，单一使用肿瘤标志物检测无法验证肿瘤

的恶性存在性也无法获得精准特异性、灵敏度检测

结果，所以在针对胃癌患者使用肿瘤标志物检验过

程中，联合诊断医学价值更高。目前肿瘤标志物的

应用研究依旧存在些许不足，尚未能定位组织肿瘤

特异性标志物。因此胃癌疾病的诊断与鉴别依旧存

在着全新挑战，但也为肿瘤疾病的检验提供更多样

化组合方式可行性。诊断胃癌标志物大多为非特异

性肿瘤相关抗原，敏感性较低，所以想达到检测诊

断期望值建议以肿瘤标志物综合检测来检验。简而

言之，肿瘤标志物是在正常组织中很少或很少产生

的肿瘤相关抗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癌症的发生

和发展。 
结果可见，实验组对象的肿瘤标志物检出含量

高于常规组；同时实验组中高分化型组患者肿瘤标

志物阳性检出率高于低分化型组，P＜0.05。 
综上所述，针对胃癌诊断建议应用肿瘤标志物

CEA、CA72-4、CA242、CA19-9 等联合检验，可精

准筛查疾病，阳性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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