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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浆D⁃二聚体检测在肺癌化疗评估中的临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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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讨血浆D⁃二聚体在肺癌化疗评估中的意义。方法 观察组选取2017年1月至2019 年1月阜阳市人民医院68
例首次确诊的肺癌病人，所有病人经含铂双药一线方案进行化疗，同时另选取同医院34例健康体检者为健康对照组。采用免

疫比浊法测定肺癌组病人化疗前后血浆D⁃二聚体的含量，以及体检者的血浆D⁃二聚体含量。结果 肺癌组化疗前及化疗后

血浆D⁃二聚体水平均高于对照组（P＜0.001）；Ⅳ期肺癌病人血浆D⁃二聚体含量高于Ⅲ期肺癌病人（P＜0.05）；小细胞肺癌

（SCLC）与非小细胞肺癌（NSCLC）病人的血浆D⁃二聚体含量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化疗后，疗效评估为有效组病人的

血浆D⁃二聚体含量0.650（0.360，1.000）mg/L低于化疗前0.810（0.360，1.680）mg/L（Z＝-2.989，P＝0.003）；进展组血浆D⁃二聚体

含量0.830（0.550，2.130）mg/L高于化疗前0.470（0.240，1.030）mg/L（Z＝-3.582，P＜0.001）。结论 肺癌分期越晚、化疗效果越

差、病情越重，血浆D⁃二聚体水平越高，血浆D⁃二聚体检测对于肺癌化疗疗效、病情变化的评估具有一定临床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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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significance of plasma D⁃dimer in evaluating the chemotherapeutic efficacy of lung cancer.
Methods Sixty⁃eight patients with lung cancer confirmed for the first time in Fuyang People’s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17 to Jan⁃
uary 2019 were all treated by platinum⁃based chemotherapy.In addition，34 healthy people in the same hospital were selected as
the control group.Immunoturbidimetry was used to determine the level of plasma D⁃dimer in patients with lung cancer before and af⁃
ter chemotherapy，and the level of plasma D⁃dimer in healthy controls.Results The levels of plasma D⁃dimer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P＜0.001）.The levels of plasma D⁃dimer in patients with stage IV
lung cancer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patients with stage Ⅲ lung cancer（P＜0.05）.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level of plasma D⁃dimer between small cell lung cancer（SCLC）patients and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NSCLC）patients
（P＞0.05）.After chemotherapy，the level of plasma D⁃dimer in patients with CR and PR was lower than that before chemotherapy
［0.810（0.360，1.680）mg/L vs. 0.650（0.360，1.000）mg/L，Z＝-2.989，P＝0.003］；but the level of plasma D⁃dimer in patients
with PD was higher than that before chemotherapy［0.470（0.240，1.030）mg/L vs. 0.830（0.550，2.130）mg/L，Z＝-3.582，P＜
0.001］.Conclusion The later the stage of lung cancer，the poorer the chemotherapeutic efficacy，the worse the disease，the higher
the level of the plasma D⁃dimer.The detection of plasma D⁃dimer may be helpful to evaluate chemotherapeutic efficacy and change
in patients’condition in patients of lung canc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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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统计，目前世界上死亡率最高的恶性肿瘤是

肺癌［1］，我国肺癌 2015年的新发病例数为 73万，其

所致的死亡病例数为 61万［2］，手术、放疗、化疗、靶

向治疗是目前肺癌主要的治疗方法。研究发现，凝

血和纤溶活性与大多数恶性肿瘤密切相关［3］，目前

血浆D⁃二聚体（D⁃dimer）检测已被列为肺癌常规检

测项目，其能否预测肺癌的预后及评价疗效，临床

中最近有相关研究报道［4］。本研究对 68例肺癌病

人及34例健康对照组的血浆D⁃二聚体进行检测，以

探讨血浆D⁃二聚体水平与肺癌分期、病理类型、化

疗疗效的关系。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7年 1月至 2019 年 1月阜

阳市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首次确诊的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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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病人 68 例，年龄（64.91±9.1）岁，范围为 32～83
岁，其中男49例，女19例。所有病人均经病理检查

确诊为肺癌，经含铂双药方案进行一线化疗，且每

例病人均完成2个周期化疗后再进行评估。排除严

重心、肝、肾、感染性疾病，1个月内有手术史、创伤

史，及近期有服用抗凝药物或（和）激素类史的病

人。按照国际肺癌研究协会第 8 版 TNM 分期标

准［5］，对纳入的68例病人进行TNM分期，其中 I期1
例，II期 1例，Ⅲ期 25例，Ⅳ期 41例；68例病人根据

不同病理结果，其中小细胞肺癌（SCLC）25例，非小

细胞肺癌（NSCLC）43例。同时从同医院体检中心

另选取34例健康体检者作为健康对照组，其中男18
例，女 16例，年龄（61.79±12.89）岁，范围为 26～82
岁。两组性别、年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3.675，
P＝0.055；t＝1.410，P＝0.162）。研究对象或其近亲

属知情同意，本研究符合《世界医学协会赫尔辛基

宣言》相关要求。

1.2 血浆D⁃二聚体检测方法 ①血浆制备：肺癌组

病人化疗前及化疗2个周期结束后3周分别抽取空

腹静脉血2 mL。体检当天，健康对照组空腹抽取静

脉血 2 mL。肺癌组及健康对照组的血标本均按照

抗凝剂与血1∶9的比例进行配制，然后再以3 800 r/
min离心 10 min，分离出待检测的血浆。②血浆D⁃
二聚体检测：使用免疫比浊法检测血浆D⁃二聚体，

严格按照说明书进行操作，使用的是日本希森美康

产品有限公司的全自动血液凝固分析仪Sysmex CS⁃
5100及其配套试剂。③记录分析结果，检测结果的

可报告区间：0.19~35.20 mg/L。
1.3 疗效评价 采用实体瘤疗效评价标准（RE⁃
CIST），将化疗效果分为：完全缓解（CR）、部分缓解

（PR）、进展（PD）、稳定（SD），本研究将（CR+PR）组

化划分为化疗有效组。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20.0统计软件进行分

析，非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中位数（下、上四分位

数）［M（P25，P75）］表示，采用Wilcoxon秩和检验，以

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健康对照组与肺癌组化疗前血浆D⁃二聚体比

较 健康对照组血浆D⁃二聚体水平低于肺癌组化

疗前的水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0.205（0.190，
0.273）mg/L比0.630（0.298，1.370）mg/L，Z＝-5.570，
P＜0.001］。
2.2 健康对照组与肺癌组化疗后血浆D⁃二聚体比

较 健康对照组血浆D⁃二聚体水平低于化疗后的

肺癌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0.205（0.190，0.273）mg/L

比0.715（0.413，1.113）mg/L，Z＝-6.602，P＜0.001］。
2.3 肺癌组不同临床分期D⁃二聚体水平比较（化疗

前） 肺癌病人的D⁃二聚体水平与临床分期有关，

Ⅲ期肺癌病人D⁃二聚体含量低于 IV期，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0.360（0.200，0.835）mg /L 比 0.840（0.420，
2.335）mg/L，Z＝-3.062，P＝0.002］。
2.4 肺癌组不同病理类型D⁃二聚体水平比较 肺

癌组D⁃二聚体水平与病理类型不相关，小细胞肺癌

和非小细胞肺癌D⁃二聚体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0.810（0.305，1.105）mg/L比0.610（0.290，1.760）mg/L，
Z＝-0.407，P＝0.684］。
2.5 化疗有效组化疗前后D⁃二聚体水平比较 化

疗有效组（CR+PR）共47例，化疗前D⁃二聚体水平高

于化疗后D⁃二聚体水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0.810
（0.360，1.680）mg/L比 0.650（0.360，1.000）mg/L，Z＝
-2.989，P＝0.003］。
2.6 PD组化疗前后D⁃二聚体水平比较 进展组

（PD组）共 19例，化疗前D⁃二聚体水平低于化疗后

D⁃二聚体水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0.470（0.240，
1.030）mg/L比0.830（0.550，2.130）mg/L，Z＝-3.582，
P＜0.001］。
3 讨论

肺癌是全球癌症相关死亡最主要的原因，且肺

癌病人化疗期间会产生多种症状群，给病人生活质

量带来严重影响［6］。根据WHO公布的数据（GLOB⁃
OCAN 2012），2012年全球新发肺癌人数 182.5万，

占所有癌症（不包括非黑色素瘤皮肤癌）发病人数

的13.0%，由于约75%病人就诊时已是肺癌晚期，故

其 5年生存率低于 20%。因此，要提高病人的生存

率就必须重视早期诊断和规范化治疗，临床上亟需

一些简单、便携生物标记物对肺癌诊断及治疗提供

指导。血浆D⁃二聚体是交联纤维蛋白在纤溶系统

作用下产生的可溶性降解产物，为一个特异性的纤

溶过程标志物，对血栓形成具有很高的敏感性，可

作为深静脉血栓的特异性诊断指标，常见于肺栓

塞、下肢深静脉血栓、感染［7］、手术后等，近几年国内

外研究发现，多种恶性肿瘤如肺癌、胃肠道癌、鼻咽

癌等［8⁃11］均出现D⁃二聚体增高现象，这与癌组织崩

解、坏死、释放促凝物质有关。

本研究中，首诊肺癌病人，化疗前血浆D⁃二聚

体含量较健康体检者明显升高，经过化疗后，不论

化疗效果是进展还是缓解，肺癌病人D⁃二聚体较健

康体检者均明显升高，提示肺癌病人体内可能存在

血液的高凝状态，虽然经过化疗控制一部分癌细胞

扩散，但这种高凝状态无法消除。既往研究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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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癌病人存在血液高凝状态可能与肺癌干扰纤溶

系统、分泌促进凝血的物质、肿瘤坏死因子α（TNF⁃
α）过表达等相关［12］。本研究还发现，肺癌病人血浆

D⁃二聚体水平与临床分期相关，临床分期为Ⅳ期肺

癌病人的血浆D⁃二聚体水平高于Ⅲ期肺癌病人，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2），说明肺癌病人临床分

期越晚，血浆 D⁃二聚体含量越高，这与国内缪敏

等［8，13］研究结果是一致的，肺癌临床分期越晚，凝血

异常越严重，也预示着预后越差，可见血浆D⁃二聚

体持续高水平可作为肺癌预后不良的独立危险因

素。肺癌的组织病理学分为非小细胞肺癌和小细

胞肺癌两大类，其中，非小细胞肺癌最为常见，约占

肺癌总发病率的 85%，该研究结果发现，小细胞肺

癌与非小细胞肺癌化疗前血浆D⁃二聚体水平无统

计学意义（P＝0.684），说明D⁃二聚体水平与病理类

型无明显相关性，无论小细胞肺癌还是非小细胞肺

癌，D⁃二聚体水平均升高，与王会芳等［13］的研究

一致。

本研究结果，肺癌组经过 2个周期含铂双药一

线化疗后，评估疗效为有效组（CR+PR）的病人血浆

D⁃二聚体含量水平较化疗前明显下降（P＝0.003），

与田文等［14］研究结果一致，考虑有效的化疗使得病

情好转，原发灶缩小，肿瘤负荷减少，一定程度上改

善了血液的高凝状态，血栓的风险亦减少。但是化

疗后评估为进展组（PD）的病人，血浆D⁃二聚体含量

水平则较化疗前明显升高（P＜0.001），表明化疗效

果差的病人，体内肿瘤负荷加重，分泌促凝血因子

增多，血栓栓塞的危险性增大，预后相对较差，因

此，监测肺癌病人化疗前后血浆D⁃二聚体含量的变

化，不仅可以评估肺癌病人的化疗疗效，另外也可

以预测肺癌的病情进展情况。

综上所述，血浆D⁃二聚体含量虽然是血栓的特

异性标志物，但与肺癌的早期发现、分期、化疗效

果、评估预后密切相关，分期越晚、化疗效果越差、

病情越重，血浆D⁃二聚体水平越高，且血浆D⁃二聚

体含量的检测方法简单、方便、快速、价廉，灵敏度

及特异度较高，临床上容易获取，在肺癌诊断、治

疗、判断预后等方面中具有一定的临床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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