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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前列腺特异性抗原(ＰＳＡ)作为前列腺癌(ＰＣａ)应用最广泛的诊断标记物ꎬ在提高早期诊断率、减少

死亡率的同时ꎬ也暴露出低特异性、低敏感性的缺点ꎮ 前 ２ 肽前列腺特异性抗原([－２]ｐｒｏＰＳＡ / ｐ２ＰＳＡ)是 ＰＳＡ 前体

的一种同源异构体ꎬ具有不被水解的稳定性、肿瘤特异性、组织区域特异性的特点ꎬ[ － ２] ｐｒｏＰＳＡ 百分比值(％
ｐ２ＰＳＡ)和前列腺健康指数(ＰＨＩ)是[－２]ｐｒｏＰＳＡ 的两个衍生物ꎮ 目前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与传统的 ＰＳＡ 等相

比ꎬ[－２]ｐｒｏＰＳＡ 及％ｐ２ＰＳＡ、ＰＨＩ 能显著提高 ＰＣａ 的诊断特异性ꎬ减少不必要的前列腺穿刺活检ꎬ并且在肿瘤恶性

度预测及低风险、局限性的 ＰＣａ 患者的主动监测中均显示出良好的应用价值ꎮ 本文就[－２] ｐｒｏＰＳＡ 及％ｐ２ＰＳＡ、
ＰＨＩ 在 ＰＣａ 临床诊断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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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列腺癌(Ｐｒｏｓｔａｔｅ ｃａｎｃｅｒꎬＰＣａ)是美国男性发

病率最高的恶性实体肿瘤ꎬ也是美国因肿瘤致死第

二大病因[１]ꎮ 我国 ＰＣａ 的发病率虽低于欧美发达

国家和地区ꎬ但近年来一直处于显著上升的趋势ꎬ且
增长更为迅速ꎬ特别是在经济发达地区ꎮ 根治性前

列腺切除术是临床上治愈 Ｔ１ 期、Ｔ２ 期 ＰＣａ 的首选

治疗方式ꎬ因此ꎬ提高 ＰＣａ 的早期诊断率对其预后

至关重要ꎮ 前列腺特异性抗原(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ａｎ￣
ｔｉｇｅｎꎬＰＳＡ)作为 ＰＣａ 诊断标记物ꎬ临床上被广泛应

用于 ＰＣａ 的筛查ꎬ显著提高了 ＰＣａ 的诊断率ꎬ减少

了死亡率ꎮ 但其弊端也逐渐显露:灵敏度偏低ꎬ在总

前列腺特异性抗原( ｔｏｔａｌ ＰＳＡꎬｔＰＳＡ)处于正常范围

(<４.０ ｎｇ / ｍＬ)ꎬ前列腺癌穿刺阳性率为 １５.２％[２]ꎻ
其次、 特 异 性 偏 低ꎬ 在 ｔＰＳＡ 的 诊 断 灰 区 ( ４ ~
１０ ｎｇ / ｍＬ)ꎬ前列腺穿刺及反复穿刺阴性率为 ７８％
和 ９０％[３]ꎬ这意味在血清 ｔＰＳＡ 处于 ４~１０ ｎｇ / ｍＬ 的

人群中ꎬ７８％的人群 ＰＳＡ 水平因良性前列腺增生、
炎症、按摩等原因而升高ꎬ却接受了不必要的前列腺

穿刺活检ꎬ其中再次或多次行穿刺的阴性率高达

９０％ꎮ 最后ꎬ预测肿瘤病理分级的精确度不足ꎮ 据

报道ꎬｔＰＳＡ 在<１０ ｎｇ / ｍＬ 时ꎬ难以鉴别有临床意义

的 ＰＣａ(病理 ＧＳ 评分>７)和惰性肿瘤(局限性、低风

险、分化好) [４]ꎮ 因此ꎬ临床上急需找到一种新的、

准确度更高的 ＰＣａ 诊断的标记物ꎮ
ＰＳＡ 前体 ( ｐｒｏＰＳＡ) 是游离 ＰＳＡ ( ｆｒｅｅ ＰＳＡꎬ

ｆＰＳＡ)的一种前体形式ꎬ根据其前端肽链的数目为

２、４、５、７ꎬ分别命名为[－２]ｐｒｏＰＳＡ、[－４]ｐｒｏＰＳＡ、[－
５] ｐｒｏＰＳＡ、[ － ７] ｐｒｏＰＳＡꎮ Ｍｉｋｏｌａｊｃｚｙｋ 等[２] 研究发

现ꎬｐｒｏＰＳＡ 在前列腺的外周带高表达ꎬ而在移形带

低表达ꎮ 该小组对前列腺组织分离提纯的 ｐｒｏＰＳＡ
进行氨基酸测序后进一步发现ꎬ其中外周带的

ｐｒｏＰＳＡ 主要由[ －２] ｐｒｏＰＳＡ 组成ꎮ 此外ꎬ它因不能

被人类激肽释放酶 ２(ｈｕｍａｎ ｋａｌｌｉｋｒｅｉｎ２ꎬｈｋ２)降解ꎬ
所以能在血清中稳定存在ꎮ％ｐ２ＰＳＡ 为[－２]ｐｒｏＰＳＡ
与 ｆＰＳＡ 之比ꎬ即([－２]ｐｒｏＰＳＡ / ｆＰＳＡ) × １００％ꎻＰＨＩ

为[－２] ｐｒｏＰＳＡ / ｆＰＳＡ× ｔＰＳＡꎮ 初步研究表明:[ －
２]ｐｒｏＰＳＡ、％ｐ２ＰＳＡ、ＰＨＩ 在 ＰＣａ 患者中较非癌患者

明显升高ꎬ并且和传统 ＰＳＡ 相比ꎬ具有更高的诊断

效能(ａｒｅａ ｕｎｄｅｒ ｃｕｒｖｅꎬＡＵＣ)ꎮ

１ 　 [ － ２] ｐｒｏＰＳＡ 及％ ｐ２ＰＳＡ、 ＰＨＩ 在
ＰＣａ 中的诊断效能

１.１　 血清％ｐ２ＰＳＡ 在 ＰＣａ 诊断中的价值 　 　 近年

来ꎬ[－２]ｐｒｏＰＳＡ、％ｐ２ＰＳＡ 在 ＰＣａ 的临床应用的研究

被相继报道ꎮ Ｓｏｋｏｌｌ 等[５] 研究表明ꎬＰＣａ 患者血清

中ꎬ游离 ＰＳＡ 百分比值(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ｏｆ ｆｒｅｅ ＰＳＡꎬ％
ｆＰＳＡ)偏低ꎬ而[－２]ｐｒｏＰＳＡ 和％ｐ２ＰＳＡ 较高ꎻ当 ｔＰＳＡ
值为 ２.０~１０.０ ｎｇ / ｍＬ 时ꎬ[－２]ｐｒｏＰＳＡ 和％ｐ２ＰＳＡ 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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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Ｃａ 相关性明显ꎬ％ｐ２ＰＳＡ 与％ｆＰＳＡ 的 ＡＵＣ 分别为

０.７３、０.５３ꎮ Ｇｕａｚｚｏｎｉ 等[６]的研究证实上述结论ꎬ并进
一步对实验结果进行单变量精度分析后表明ꎬ％
ｐ２ＰＳＡ 是 ＰＣａ 诊断效能最高的预测指标(其 ＡＵＣ 为

０.７６)ꎬ其次为患者年龄(０.６３)、ＰＳＡ 密度(０.６１)、％
ｆＰＳＡ(０.５８)、ｔＰＳＡ(０.５３)ꎮ Ｓｔｅｐｈａｎ 等[７]报道ꎬ把诊断

灵敏度设为 ９０％ꎬ％ｐ２ＰＳＡ、％ｆＰＳＡ、ｔＰＳＡ 和患者年龄

４ 个指标的联合检测的 ＡＵＣ(０.８４)最高ꎬ较单独检测

ｔＰＳＡ、％ｆＰＳＡ 和％ｐ２ＰＳＡ有显著升高ꎬ且诊断特异性

达到了 ５３.１％ꎮ Ｒｈｏｄｅｓ 等[８] 研究表明:[－２]ｐｒｏＰＳＡ
值随患者年龄增长、前列腺体积增大而逐渐增加ꎻ[－
２]ｐｒｏＰＳＡ 增幅较大的人群比增幅无明显变化的人群

患 ＰＣａ 的几率更大(＋８.１％ / ｙ ｖｓ.＋３.５％ / ｙ)ꎮ 以上研

究均表明ꎬ和 ｔＰＳＡ 及％ｆＰＳＡ、ＰＳＡ 密度、患者年龄等

相比ꎬ[－２]ｐｒｏＰＳＡ 及％ｐ２ＰＳＡ 具有更高的诊断灵敏

度、特异度ꎮ
１.２　 血清 ＰＨＩ 在 ＰＣａ 诊断中的价值　 　 最新研究

发现ꎬ[－２]ｐｒｏＰＳＡ 和其他指标的联合应用ꎬ能更准

确地鉴别诊断前列腺良恶性疾病ꎮ 于是 Ｂｅｃｋｍａｎ
公司提出了前列腺健康指数(Ｐｒｏｓｔａｔｅ Ｈｅａｌｔｈ Ｉｎｄｅｘꎬ
ＰＨＩ)的概念ꎬＬｅ 等[９]实验表明ꎬＰＨＩ 的预测 ＰＣａ 能

力最强 (ＡＵＣ:０.７７)ꎬ其次为％ｐ２ＰＳＡ、％ｆＰＳＡꎻ设定

灵敏度为 ８８. ５％ꎬ ＰＨＩ 及％ ｐ２ＰＳＡ 的特 异 性 较

％ｆＰＳＡ及 ｔＰＳＡ 均有显著的提高ꎬ此外、ｔＰＳＡ 在 ２.５~
１０ ｎｇ / ｍＬ 范围内ꎬ缺乏敏感性和特异性 ( ＡＵＣ:
０ ５０)ꎮ Ｇｕａｚｚｏｎｉ 等[６]研究表明ꎬＰＨＩ 和％ｐ２ＰＳＡ 均

是预测 ＰＣａ 精确度最高的指标ꎮ 联合检测 ｔＰＳＡ、
ｆＰＳＡ、患者年龄、前列腺体积能够使 ＰＨＩ 和％ｐ２ＰＳＡ
的诊断 ＡＵＣ 分别提高了 １１％和 １０％ꎮ ＰＨＩ 可指导

前列腺穿刺活检ꎬＬａｚｚｅｒｉ 等[１０] 报道ꎬ取 ＰＨＩ 正常参

考值(或临界值)为 ２８.８ꎬ能够避免 ５２.２５％的穿刺活

检ꎮ Ｌｏｅｂ 等[１１]研究表明ꎬＰＨＩ 可以提高 ｔＰＳＡ 及％
ｆＰＳＡ 预测前列腺活检时 ＰＣａ 发生率及恶性度的准

确性ꎮ Ｉｔｏ 等[１２] 报道:当 ｔＰＳＡ 值为 ２ ~ １０ ｎｇ / ｍＬꎬ
ＰＨＩ 的灵敏度设为 ９５％ꎬ能够避免患者中 ２９％的不

必要穿刺ꎮ Ｎｇ 等[１３] 在另一项回顾性研究表明:在
灵敏度设为 ９０％时ꎬＰＨＩ 是预测前列腺活检结果的

最佳指标ꎻ应用 ＰＨＩ 可以减少(４５.２％)患者不必要

的穿刺活检ꎮ

２ 　 [ － ２] ｐｒｏＰＳＡ 及％ ｐ２ＰＳＡ、 ＰＨＩ 在
ＰＣａ 的病理分级中的作用

　 　 目前ꎬ临床上采用 Ｇｌｅａｓｏｎ 评分(ＧＳ 评分)和肿

瘤分期来评估 ＰＣａ 的恶性程度(侵袭性)ꎬ但这些指

标均受到观测者不同程度主观判断的影响ꎮ 因此ꎬ
诊断标记物能否具有预测肿瘤侵袭性成为研究者最

为关心的问题ꎮ Ｓｏｋｏｌｌ 等[５]对 ＰＣａ 可疑患者的血清

样本进行前瞻性研究ꎬ来探讨[ －２] ｐｒｏＰＳＡ 与 ＰＣａ
的侵袭性的关系ꎮ 研究表明ꎬｔＰＳＡ 处于较低水平

(２~４ ｎｇ / ｍＬ)ꎬ％ｐ２ＰＳＡ 与 ＰＣａ 的侵袭性呈明显正

相关ꎮ Ｃａｔａｌｏｎａ 等[１４]研究发现ꎬＰＨＩ 与 ＧＳ 评分具有

相关性ꎬＧＳ 评分≥ ４＋３ 的 ＰＣａꎬ其 ＡＵＣ 为 ０.７２４ꎮ
此外、ＰＨＩ>５５.０ 的男性 ＰＣａ 阳性穿刺率为 ５４％ꎬ而
ＰＨＩ<２５.０ 的男性ꎬ阳性穿刺率只有 ２６％ꎮ Ｓｔｅｐｈａｎ
等[１５]进一步研究表明:ＰＨＩ>５５.０ 的患者肿瘤ꎬＧＳ
评分高于 ７ 分的风险是 ＰＨＩ<２５.０ 患者的 １.６ 倍多ꎮ
Ｇｕａｚｚｏｎｉ 等[６] 发现ꎬ术后病理分期为 ｐＴ３ꎬ、病理分

级 ＧＳ 评分≥７、ＧＳ 评分升级(术后病检 ＧＳ 评分较

术前穿刺活检评分高)的患者中ꎬ术前％ｐ２ＰＳＡ 和

ＰＨＩ 均显著升高ꎬ提示血清％ｐ２ＰＳＡ 及 ＰＨＩ 能够更

好地预测 ＰＣａ 的侵袭性及肿瘤分期ꎮ 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
等[１６]报道ꎬ与 ＣＳ 评分≤７ 的患者相比ꎬＧＳ 评分≥８
的患者血清[－２]ｐｒｏＰＳＡ 水平在 ３ 年前就有了显著

差别(ｐ<０.００１)ꎬ且病理分期 ｐＴ３ａ 或更高的肿瘤患

者[－２] ｐｒｏＰＳＡ 水平同样明显高于 ｐＴ２ｃ 及以下分

期患者ꎮ 研究表明:[ －２] ｐｒｏＰＳＡ 取 ２２.５ ｐｇ / ｍＬ 水

平为临界值ꎬ能够更加准确的鉴别诊断前列腺局限

性和已扩散的肿瘤ꎮ

３　 [ － ２] ｐｒｏＰＳＡ、％ ｐ２ＰＳＡ 和 ＰＨＩ 在
ＰＣａ 患者的主动监测中的作用

　 　 由于 ＰＳＡ 广泛应用于 ＰＣａ 的初筛ꎬ可发现低风

险、无进展的(小体积或分化较好的局限性)肿瘤ꎮ
为了减少这类患者后续过度医疗ꎬ主动监测( ａｃｔｉｖｅ
ｓｕｒｖｅｉｌｌａｎｃｅꎬＡＳ)这一概念被学术界提出并达成共

识ꎮ 即对低风险、无进展的 ＰＣａ 患者ꎬ不即刻实施

手术治疗而积极监测、严密随访的方式ꎬ在肿瘤达到

进展阈值时再给予治疗ꎮ 参与 ＡＳ 的患者每隔 １ ~ ２
年就要接受前列腺穿刺ꎬ并承受疼痛、出血、急性感

染等并发症ꎮ 在给病人带来痛苦的同时ꎬ增加了患

者的经济负担ꎮ 此外ꎬ由于肿瘤多中心生长及肿瘤

内异质性等原因ꎬ临床上容易造成 ＰＣａ 假阴性率的

病理结果ꎮ 若[－２]ｐｒｏＰＳＡ 及 ＰＨＩ 能够用于 ＰＣａ 的

主动监测ꎬ这样可以减少患者前列腺穿刺的频率ꎬ更
有利于增加患者对主动监测的依从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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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研究表明ꎬ[ －２] ｐｒｏＰＳＡ、％ｐ２ＰＳＡ 及 ＰＨＩ
在 ＰＣａ 临床 ＡＳ 中显示了良好的潜能ꎮ Ｍａｋａｒｏｖ
等[１７]通过对[－２]ｐｒｏＰＳＡ 监测与前列腺活检病理报

告进行相关性分析ꎬ研究发现:％ｐ２ＰＳＡ 越高的患

者ꎬ恶性度越高ꎮ Ｉｓｈａｒｗａｌ 等[１８] 研究表明ꎬＰＨＩ 在预

后差的患者中显著升高ꎬ如果在 ＡＳ 中联合 ＰＨＩ、
％ｐ２ＰＳＡ及活检组织中 ＤＮＡ 含量的测定ꎬ可以提高

７０％的 ＰＣａ 恶性度的预测精确度ꎮ Ｈｉｒａｍａ 等[１９] 报

道ꎬ[－２] ｐｒｏＰＳＡ 基线水平及相关指数与患者病理

ＧＳ 评分升级的风险密切相关ꎻ多因素逻辑回归分析

表明ꎬ％ｐ２ＰＳＡ 和 ＰＨＩ 联合检测是唯一在 ＡＳ 期间

能够独立预测 １ 年后病理 ＧＳ 评分升级的标记物ꎮ
以上实验结论仍需要进一步大样本的研究所证实ꎮ

４　 展　 　 望

ＰＣａ 是严重威胁男性健康的重要恶性肿瘤之

一ꎬ死亡率也较高ꎬ故寻找早期诊断 ＰＣａ 的方法非

常重要ꎮ 现有的研究表明[ －２]ｐｒｏＰＳＡ、％ｐ２ＰＳＡ 及

ＰＨＩ 作为新的诊断标记物比传统的 ｔＰＳＡ、ｆＰＳＡ 和

％ｆＰＳＡ等在鉴别诊断前列腺良恶性疾病的精确度更

高ꎬ不但有助于 ＰＣａ 的早期发现、早期诊断、早期治

疗ꎬ而且能够降低不必要的前列腺穿刺活检率ꎮ 更

重要的是ꎬ％ｐ２ＰＳＡ 与 ＰＨＩ 水平的上升还与 ＰＣａ 侵

袭性密切相关ꎬ它与 ＧＳ 评分结合在术前病理结果

预测、 预 后 判 断 均 有 重 要 意 义ꎮ 此 外ꎬ ＰＨＩ 和

％ｐ２ＰＳＡ对低风险、无进展的 ＰＣａ 患者的主动监测

中也凸显了良好的价值ꎬ在肿瘤的术后判断其复发

及转移有较好的应用潜能ꎮ
但目前的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ꎬ回顾性研究多ꎬ

样本量少ꎬ研究对象存在种族(研究人群多为白种

人)、年龄、 家族史等差异ꎬ 且大多都在 ｔＰＳＡ <
１０ ｎｇ / ｍＬ范围内进行等ꎬ使得现有研究的结果尚具

有一定的局限性ꎬ因此ꎬ尚需作进一步的探讨ꎬ为
[－２]ｐｒｏＰＳＡ 及％ｐ２ＰＳＡ、ＰＨＩ 作为前列腺癌的诊断

标记物提供更多的依据ꎮ

参考文献:
[１] 　 Ｓｉｅｇｅｌ ＲꎬＮａｉｓｈａｄｈａｍ ＤꎬＪｅｍａｌ Ａ.Ｃａｎｃｅｒ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ꎬ２０１３

[Ｊ] .ＣＡ Ｃａｎｃｅｒ Ｊ Ｃｌｉｎꎬ２０１３ꎬ６３(１):１１￣３０.
[２] 　 Ｂｉｒｎｅｙ ＥꎬＳｔａｍａｔｏｙａｎｎｏｐｏｕｌｏｓ ＪＡꎬＤｕｔｔａ Ａꎬｅｔ 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

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ｉｎ １％ ｏｆ ｔｈｅ
ｈｕｍａｎ ｇｅｎｏｍｅ ｂｙ ｔｈｅ ＥＮＣＯＤＥ ｐｉｌｏｔ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Ｊ] .Ｎａｔｕｒｅꎬ

２００７ꎬ４４７(７１４６):７９９￣８１６.
[３] 　 Ｔｓａｎｇ ＪＣꎬＬｏ ＹＭ.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ｎｇ ｎｕｃｌｅｉｃ ａｃｉｄｓ ｉｎ ｐｌａｓｍａ / ｓｅｒ￣

ｕｍ[Ｊ] .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ｙꎬ２００７ꎬ３９(２):１９７￣２０７.
[４] 　 Ｈｏｒｉ ＳꎬＢｌａｎｃｈｅｔ ＪＳꎬＭｃＬｏｕｇｈｌｉｎ Ｊ.Ｆｒｏｍ 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ａｎｔｉｇｅｎ (ＰＳＡ) ｔｏ ｐｒｅｃｕｒｓｏｒ ＰＳＡ (ｐｒｏＰＳＡ) ｉｓｏｆｏｒｍｓ: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ｒｏｌｅ ｏｆ ｐｒｏＰＳＡｓ ｉｎ ｔｈｅ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ｅａｒｌｙ ｐｒｏｓｔａｔｅ ｃａｎｃｅｒ [ Ｊ] . ＢＪＵ Ｉｎｔꎬ
２０１３ꎬ１１２(６):７１７￣７２８.

[５] 　 Ｓｏｋｏｌｌ ＬＪꎬＣｈａｎ ＤＷꎬＭｉｋｏｌａｊｃｚｙｋ ＳＤꎬｅｔ ａｌ.Ｐｒｏｅｎｚｙｍｅ ｐｓａ
ｆｏｒ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ｒｏｓｔａｔｅ ｃａｎｃｅｒ ｉｎ ｔｈｅ ２. ５￣４. ０
ｎｇ / ｍＬ ｔｏｔａｌ ｐｓａ ｒａｎｇｅ: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Ｊ] .Ｕｒｏｌｏｇｙꎬ
２００３ꎬ６１(２):２７４￣２７６.

[６] 　 Ｇｕａｚｚｏｎｉ ＧꎬＮａｖａ ＬꎬＬａｚｚｅｒｉ Ｍꎬｅｔ ａｌ.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ａｎ￣
ｔｉｇｅｎ ( ＰＳＡ) ｉｓｏｆｏｒｍ ｐ２ＰＳＡ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ｉｍｐｒｏｖｅｓ ｔｈｅ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ｒｏｓｔａｔｅ ｃａｎｃｅｒ ａｔ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ｅｘｔｅｎｄｅｄ ｐｒｏｓｔａｔｅ
ｂｉｏｐｓｉｅｓ ｉ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ｔｏｔａｌ ＰＳＡ ｂｅｔｗｅｅｎ ２. ０ ａｎｄ １０
ｎｇ / ｍＬ: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ａ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ｓｔｕｄｙ ｉｎ ａ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ｓｅｔｔｉｎｇ
[Ｊ] .Ｅｕｒ Ｕｒｏｌꎬ２０１１ꎬ６０(２):２１４￣２２２.

[７] 　 Ｓｔｅｐｈａｎ ＣꎬＫａｈｒｓ ＡＭꎬＣａｍｍａｎｎ Ｈꎬｅｔ ａｌ.Ａ [－２]ｐｒｏＰＳＡ￣
ｂａｓｅｄ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ｎｅｕｒ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ｉｍｐｒｏｖｅｓ ｄｉｆ￣
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ｐｒｏｓｔａｔｅ ｃａｎｃｅｒ ａｎｄ ｂｅｎｉｇｎ ｐｒｏｓｔａｔｉｃ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Ｊ] .Ｐｒｏｓｔａｔｅꎬ２００９ꎬ６９(２):１９８￣２０７.

[８] 　 Ｒｈｏｄｅｓ Ｔꎬ Ｊａｃｏｂｓｏｎ ＤＪꎬＭｃＧｒｅｅ ＭＥꎬｅｔ ａｌ. 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ｉｎ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ｂｅｎｉｇｎ 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ａｎｔｉｇｅｎ ａｎｄ [－２]ｐｒｏ￣
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ａｎｔｉｇｅｎ ｉｎ ｓｅｖｅｎ ｙｅａｒｓ ｉｎ ａ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ｂａｓｅｄ ｓａｍｐｌｅ ｏｆ ｍｅｎ[Ｊ] .Ｕｒｏｌｏｇｙꎬ２０１２ꎬ７９(３):６５５￣６６１.

[９] 　 Ｌｅ ＢＶꎬＧｒｉｆｆｉｎ ＣＲꎬＬｏｅｂ Ｓꎬｅｔ ａｌ.[－２]Ｐｒｏｅｎｚｙｍｅ ｐｒｏｓｔａｔｅ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ａｎｔｉｇｅｎ ｉｓ ｍｏｒｅ ａｃｃｕｒａｔｅ ｔｈａｎ ｔｏｔａｌ ａｎｄ ｆｒｅｅ ｐｒｏｓ￣
ｔａｔｅ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ａｎｔｉｇｅｎ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ｉｎｇ ｐｒｏｓｔａｔｅ ｃａｎｃｅｒ ｆｒｏｍ
ｂｅｎｉｇｎ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ｉｎ ａ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ｐｒｏｓｔａｔｅ ｃａｎｃｅｒ ｓｃｒｅｅｎｉｎｇ
ｓｔｕｄｙ[Ｊ] .Ｊ Ｕｒｏｌꎬ２０１０ꎬ１８３(４):１３５５￣１３５９.

[１０] 　 Ｌａｚｚｅｒｉ ＭꎬＢｒｉｇａｎｔｉ ＡꎬＳｃａｔｔｏｎｉ Ｖꎬｅｔ ａｌ.Ｓｅｒｕｍ ｉｎｄｅｘ ｔｅｓｔ
％[－２]ｐｒｏＰＳＡ ａｎｄ Ｐｒｏｓｔａｔｅ Ｈｅａｌｔｈ Ｉｎｄｅｘ ａｒｅ ｍｏｒｅ ａｃ￣
ｃｕｒａｔｅ ｔｈａｎ ｐｒｏｓｔａｔｅ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ａｎｔｉｇｅｎ ａｎｄ ％ｆＰＳＡ ｉｎ ｐｒｅ￣
ｄｉｃｔｉｎｇ ａ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ｒｅｐｅａｔ ｐｒｏｓｔａｔｅ ｂｉｏｐｓｙ [ Ｊ] . Ｊ Ｕｒｏｌꎬ
２０１２ꎬ１８８(４):１１３７￣１１４３.

[１１] 　 Ｌｏｅｂ Ｓ. Ｐｒｏｓｔａｔｅ Ｈｅａｌｔｈ Ｉｎｄｅｘ (ＰＨＩ):ｇｏｌｄｅｎ ｂｕｌｌｅｔ ｏｒ
ｊｕｓｔ ａｎｏｔｈｅｒ ｐｒｏｓｔａｔｅ ｃａｎｃｅｒ ｍａｒｋｅｒ[ Ｊ] .Ｅｕｒ Ｕｒｏｌꎬ２０１３ꎬ
６３(６):９９５￣９９６ꎻ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９９６￣９９７.

[１２] 　 Ｉｔｏ ＫꎬＭｉｙａｋｕｂｏ ＭꎬＳｅｋｉｎｅ Ｙꎬｅｔ ａｌ.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ｏｆ [－２]ｐｒｏ￣ＰＳＡ ａｎｄ ｐｒｏｓｔａｔｅ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ｄｊｕｓｔｅｄ ＰＳＡ￣ｒｅ￣
ｌａｔｅｄ ｉｎｄｉｃｅｓ ｉｎ ｍｅｎ ｗｉｔｈ ｔｏｔａｌ ＰＳＡ ｉｎ ｔｈｅ ２.０~１０.０ ｎｇ / ｍＬ
ｒａｎｇｅ[Ｊ].Ｗｏｒｌｄ Ｊ Ｕｒｏｌꎬ２０１３ꎬ３１(２):３０５￣３１１.

[１３] 　 Ｎｇ ＣＦꎬＣｈｉｕ ＰＫꎬＬａｍ ＮＹꎬ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Ｐｒｏｓｔａｔｅ Ｈｅａｌｔｈ
Ｉｎｄｅｘ ｉｎ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ｎｇ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ｐｒｏｓｔａｔｅ ｂｉｏｐｓｙ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 ｉｎ Ａ￣
ｓｉａｎ ｍｅｎ ｗｉｔｈ 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ａｎｔｉｇｅｎ ｌｅｖｅｌｓ ｏｆ ４￣１０
ｎｇ / ｍＬ[Ｊ] .Ｉｎｔ Ｕｒｏｌ Ｎｅｐｈｒｏｌꎬ２０１４ꎬ４６(４):７１１￣７１７.

７０１中南医学科学杂志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第 ４５ 卷第 １ 期



[１４] 　 Ｃａｔａｌｏｎａ ＷＪꎬＰａｒｔｉｎ ＡＷꎬＳａｎｄａ ＭＧꎬｅｔ ａｌ.Ａ ｍｕｌｔｉｃｅｎｔｅｒ
ｓｔｕｄｙ ｏｆ [ － ２] ｐｒｏ￣ｐｒｏｓｔａｔｅ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ａｎｔｉｇｅｎ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ｗｉｔｈ ｐｒｏｓｔａｔｅ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ａｎｔｉｇｅｎ ａｎｄ ｆｒｅｅ ｐｒｏｓｔａｔｅ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ａｎｔｉｇｅｎ ｆｏｒ ｐｒｏｓｔａｔｅ ｃａｎｃｅｒ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２. ０ ｔｏ
１０.０ ｎｇ / ｍＬ ｐｒｏｓｔａｔｅ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ａｎｔｉｇｅｎ ｒａｎｇｅ[ Ｊ] . Ｊ Ｕｒｏｌꎬ
２０１１ꎬ１８５(５):１６５０￣１６５５.

[１５] 　 Ｓｔｅｐｈａｎ ＣꎬＶｉｎｃｅｎｄｅａｕ ＳꎬＨｏｕｌｇａｔｔｅ Ａꎬｅｔ ａｌ.Ｍｕｌｔｉｃｅｎｔｅｒ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 － ２] ｐｒｏ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ａｎｔｉｇｅ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ｏｓｔａｔｅ ｈｅａｌｔｈ ｉｎｄｅｘ ｆｏｒ ｄｅｔｅｃｔｉｎｇ ｐｒｏｓｔａｔｅ ｃａｎｃｅｒ[ Ｊ] .
Ｃｌｉｎ Ｃｈｅｍꎬ２０１３ꎬ５９(１):３０６￣３１４.

[１６] 　 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 ＩꎬＫｌｏｃｋｅｒ ＨꎬＳｔｅｉｎｅｒ Ｅꎬｅｔ ａｌ.[－２]ｐｒｏＰＳＡ ｉｓ
ａｎ ｅａｒｌｙ ｍａｒｋｅｒ ｆｏｒ ｐｒｏｓｔａｔｅ ｃａｎｃｅｒ ａｇｇｒｅｓｓｉｖｅｎｅｓｓ[ Ｊ] .
Ｐｒｏｓｔａｔｅ Ｃａｎｃｅｒ Ｐｒｏｓｔａｔｉｃ Ｄｉｓꎬ２０１４ꎬ１７(１):７０￣７４.

[１７] 　 Ｍａｋａｒｏｖ ＤＶꎬ Ｉｓｈａｒｗａｌ ＳꎬＳｏｋｏｌｌ ＬＪꎬｅｔ ａｌ. Ｐｒｏ￣ｐｒｏｓｔａｔｅ￣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ａｎｔｉｇｅｎ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ｓｅｒｕｍ ａｎｄ ｔｉｓｓｕｅ ａｒ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ｎｅｃｅｓｓｉｔｙ ａｍｏｎｇ ｍｅｎ ｅｎｒｏｌｌｅｄ
ｉｎ ｅｘｐｅｃｔａｎ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ｐｒｏｓｔａｔｅ ｃａｎｃｅｒ [ Ｊ] . Ｃｌｉｎ
Ｃａｎｃｅｒ Ｒｅｓꎬ２００９ꎬ１５(２３):７３１６￣７３２１.

[１８] 　 Ｉｓｈａｒｗａｌ ＳꎬＭａｋａｒｏｖ ＤＶꎬＳｏｋｏｌｌ ＬＪꎬｅｔ ａｌ.ＰｒｏＰＳＡ ａｎｄ ｄｉ￣
ａｇｎｏｓｔｉｃ ｂｉｏｐｓｙ ｔｉｓｓｕｅ ＤＮＡ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ｉｍｐｒｏｖｅｓ ａｃｃｕｒａｃｙ ｔｏ ｐｒｅｄｉｃｔ ｎｅｅｄ ｆｏｒ ｐｒｏｓｔａｔｅ ｃａｎｃｅｒ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ａｍｏｎｇ ｍｅｎ ｅｎｒｏｌｌｅｄ ｉｎ ａｎ ａｃｔｉｖｅ ｓｕｒｖｅｉｌｌａｎｃｅ
ｐｒｏｇｒａｍ[Ｊ] .Ｕｒｏｌｏｇｙꎬ２０１１ꎬ７７(３):７６３.ｅ１￣６.

[１９] 　 Ｈｉｒａｍａ ＨꎬＳｕｇｉｍｏｔｏ ＭꎬＩｔｏ Ｋꎬｅｔ ａｌ.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ｂａｓｅｌｉｎｅ
[－２]ｐｒｏＰＳＡ￣ｒｅｌａｔｅｄ ｉｎｄｉｃ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ａｔｈｏ￣
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ｔ １ ｙｅａｒ ｄｕｒｉｎｇ ａｃｔｉｖｅ ｓｕｒｖｅｉｌｌａｎｃｅ
ｆｏｒ ｌｏｗ￣ｒｉｓｋ ｐｒｏｓｔａｔｅ ｃａｎｃｅｒ: ｔｈｅ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ｍｕｌｔｉｃｅｎｔｅｒ
ｓｔｕｄｙ ｃｏｈｏｒｔ[Ｊ] .Ｊ Ｃａｎｃｅｒ Ｒｅｓ Ｃｌｉｎ Ｏｎｃｏｌꎬ２０１４ꎬ１４０(２):
２５７￣２６３.

(本文编辑:蒋湘莲)


　 　 (上接第 ８７ 页)
参考文献:
[１] 　 Ｅｄｏ ＡＥꎬＫａｋａ Ｅｚｅａｎｉ ＩＵ.ｈｙｐｅｒｇｌｙｃｅｍｉｃ ｃｒｉｓｉｓ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ｅｄ

ｂｙ Ｌａｓｓａ ｆｅｖｅｒ ｉｎ ａ ｐａｔｉａｎｔ ｗｉｔｈ ｐｒｅｖｉｏｕｓｌｙ ｕｎｄｉａｇｎｏｓｅｄ
ｔｙｐｅ ２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ｍｅｌｌｉｔｕｓ[ Ｊ] .Ｎｉｇｅｒ Ｊ Ｃｌｉｎ Ｐｒａｃｔꎬ２０１４ꎬ１７
(５):６５８￣６６１.

[２] 　 Ｓｉｎｇｌａ ＡＡꎬＴｉｎｇ ＦꎬＳｉｎｇｌａ Ａ.Ａｃｕｔｅ ｐａｎｃｒｅａｔｉｔｉｓ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ｔｏ ｄｉａｂｅｔｉｃ ｋｅｔｏａｃｉｄｏｓｉｓ ｉｎｄｕｃｅｄ ｈｙｐｅｒｔｒｉｇｌｙｃｅｒｉｄｅｍｉａ ｉｎ ａ
ｙｏｕｎｇ ａｄｕｌｔ ｗｉｔｈ ｕｎｄｉａｇｎｏｓｅｄ ｔｙｐｅ ２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Ｊ] . ＪＯＰꎬ
２０１５ꎬ１６(２):２０１￣４.ｄｏｉ:１０.６０９２ / １５９０￣８５７７ / ２９６１.

[３] 　 王丽娜ꎬ刘东屏ꎬ李茵茵ꎬ等.以腹痛为首发症状的糖尿

病酮症酸中毒临床分析[ Ｊ] .中华实用诊断与治疗杂

志ꎬ２０１６ꎬ３０(１):７８￣７９.
[４] 　 陈锡得ꎬ杨立勇ꎬ林志鸿ꎬ等.老年糖尿病患者酮症酸中

毒预后的相关因素 [ Ｊ] . 中国老年学杂志ꎬ２０１４ꎬ３４
(２):６１２￣６１４.

[５] 　 刘丽娜ꎬ薛峥ꎬ林财威ꎬ等.糖尿病酮症酸中毒合并高脂

血症性急性胰腺炎病例分析[ Ｊ] .中国临床医生杂志ꎬ

２０１６ꎬ４４(８):３１￣３３.
[６] 　 佟平丽ꎬ扬辉ꎬ扬平.糖尿病酮症酸中毒合并急性胃粘

膜病变的内镜观察与分析[ Ｊ] .中国实用内科杂志ꎬ
２００９ꎬ２９(１):１０２￣１０４.

[７] 　 Ｃｌａｒｋ ＫＨꎬＳｔｏｐｐａｃｈｅｒ Ｒ.Ｇａｓｔｒｉｃ Ｍｕｃｏｓａｌ Ｐｅｔｅｃｈｉａｌ Ｈｅｍ￣
ｏｒｒｈａｇｅｓ (Ｗｉｓｃｈｎｅｗｓｋｙ Ｌｅｓｉｏｎｓ)ꎬＨｙｐｏｔｈｅｒｍｉａꎬａｎｄ Ｄｉａ￣
ｂｅｔｉｃ Ｋｅｔｏａｃｉｄｏｓｉｓ[ Ｊ] .Ａｍ Ｊ Ｆｏｒｅｎｓｉｃ Ｍｅｄ Ｐａｔｈｏｌꎬ２０１６ꎬ
３７(３):１６５￣１６９.

[８] 　 杨黎红.糖尿病酮症酸中毒的临床分析[ Ｊ] .现代医药

卫生ꎬ２０１０ꎬ２６(１６):２５００￣２５０１.
[９] 　 Ｃｒｏｓｓｅｎ ＳＳꎬＷｉｌｓｏｎ ＤＭꎬＳａｙｎｉｎａ Ｏꎬｅｔ ａｌ.Ｏｕｔｐａｔｉｅｎｔ Ｃａｒｅ

Ｐｒｅｃｅｄｉｎｇ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Ｄｉａｂｅｔｉｃ Ｋｅｔｏａｃｉｄｏｓｉｓ [ Ｊ] .
Ｐｅｄｉａｔｒｉｃｓꎬ２０１６ꎬ１３７(６):ｅ２０１５３４９７.

[１０] 　 Ｂａｊｗａ ＳＪꎬＪｉｎｄａｌ Ｒ.Ｅｎｄｏｃｒｉｎｅ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ｉｅｓ ｉｎ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ｌｙ ｉｌｌ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ｉｎ 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 Ｊ] .
Ｉｎｄｉａｎ Ｊ Ｅｎｄｏｃｒｉｎｏｌ Ｍｅｔａｂꎬ２０１２ꎬ１６(５):７２２￣７２７.

(本文编辑:蒋湘莲)

８０１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ꎬ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１７ꎬＶｏｌ.４５ꎬＮｏ.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