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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宫内膜异位症患者的CYFRA21-1、CA19-9
与CA125表达变化及诊断价值分析

车蕾 项国谦 吴红珍 周玉利

[摘要] 目的 探究细胞角蛋白19片段抗原（CYFRA21-1）、糖链抗原19-9（CA19-9）与糖链抗原125（CA125）在子宫内

膜异位症（EM）中的表达水平变化及诊断效能。方法 选取100 例EM患者纳入病例组，100 例同期健康体检者纳入

健康组，比较病例组、健康组的 CYFRA21-1、CA19-9 与 CA125 表达水平，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分析

CYFRA21-1、CA19-9与CA125诊断EM的预测价值，并采用Pearson相关系数分析CYFRA21-1、CA19-9与CA125水平

与EM患者美国生殖医学协会子宫内膜异位症分期（r-AFS）评分的相关性。结果 病例组的CYFRA21-1、CA19-9与

CA125表达水平均高于健康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分别=15.48、10.45、14.79，P均＜0.05）。中重度组患者的CY⁃
FRA21-1、CA19-9与CA125表达水平均明显高于轻度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分别=-7.64、-17.96、-11.29，P均＜

0.05）。CYFRA21-1、CA19-9与CA125诊断EM的曲线下面积（AUC）分别为 0.92、0.82、0.92。EM患者CYFRA21-1、
CA19-9与CA125水平与 r-AFS评分均呈正相关（r分别=0.68、0.77、0.64，P均＜0.05）。结论 CYFRA21-1、CA19-9与

CA125在EM患者异常高表达，可作为敏感预测指标，并且与EM病情密切相关，可作为病情评估的可靠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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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ressions and diagnostic values of CYFRA21-1，CA19-9 and CA125 in patients with endometriosis CHE Lei，
XIANG Guoqian，WU Hongzhen，et al.Department of Clinical Laboratory，Hangzhou First People's Hospital，Hangzhou
310006，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xpression changes and diagnostic efficacy of cytokeratin 19 fragment antigen
（CYFRA21-1），glycan antigen 19-9（CA19-9），and glycan antigen 125（CA125）in endometriosis（EM）. Methods To⁃
tally 100 patients with EM were selected as the case group，and 100 healthy individuals who underwent physical examina⁃
tions during the same period were included in the health group.The expression levels of CYFRA21-1，CA19-9，and CA125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case group and the health group.Receiver operating（ROC）characteristic curves were drawn to
analyze the predictive value of CYFRA21-1，CA19-9，and CA125 in diagnosing EM.Pearson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were
used to analyz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CYFRA21-1，CA19-9，and CA125 levels and the r-AFS score of EM patients.
Results The expression levels of CYFRA21-1，CA19-9，and CA125 in the case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healthy group，and the difference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t=15.48，10.45，14.79，P＜0.05）.The expression levels of
CYFRA21-1，CA19-9，and CA125 in the moderate to severe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mild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t=-7.64，-17.96，-11.29，P＜0.05）.The AUC for diagnosing EM in CY⁃
FRA21-1，CA19-9，and CA125 were 0.92，0.82，and 0.92，respectively.The levels of CYFRA21-1，CA19-9，and CA125 in
EM patients we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r-AFS scores（r=0.68，0.77，0.64，P＜0.05）. Conclusion CYFRA21-1，CA19-
9，and CA125 are abnormally overexpressed in EM patients and can be used as sensitive predictive indicators.They a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severity of EM and can serve as
reliable indicators for disease assessment.
[Key words] endometriosis； diagnostic value；
glycochain antigen 125； glycoantigen 19-9； cy⁃
tokeratin 19 fragment anti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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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宫内膜异位症（endometriosis，EM）是一种良

性病变，但仍具有局部种植、浸润生长及远处转移

等恶性病变风险[1,2]。目前虽可通过腹腔镜检查确

诊 EM 患者病情，但腹腔镜检查会产生一定创伤

性，并且检查成本较高，因此探寻准确、价格优廉的

可靠检测方案对EM患者诊断具有重要意义[3]。糖

链抗原 125（carbohydrate antigen 125，CA125）、糖链

抗原19-9（carbohydrate antigen 19-9，CA19-9）参与

多种病变病理过程，并且可以准确预测病情变化情

况，而细胞角蛋白 19片段抗原（cytokeratin 19 frag⁃
ment，CYFRA21-1）在子宫内膜中广泛表达，可以

作为 EM 的重要诊断指标[4，5]。但关于三种因子在

EM诊断中的应用价值以及与病情变化的关系研究

较少，本次研究旨在探究 CYFRA21-1、CA19-9与

CA125在EM中的表达水平变化及诊断效能。现报

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西湖大学医学院附属杭州市

第一人民医院 2021 年 1 月至 2023 年 1 月期间的

100 例EM患者为病例组，纳入标准为：①符合《子宫

内膜异位症的诊治指南》[6]标准，结合临床症状与影

像学检查结果确诊为EM；②无精神障碍与沟通障

碍；③入院时临床资料完整，未出现明显信息缺失。

排除标准为：①入院前半年内服用激素类药物；

②合并如宫颈癌、子宫内膜癌等其他恶性肿瘤；

③入组前已经接受放化疗等干预手段；④处于妊娠

及哺乳期。病例组年龄 20~46 岁，平均（32.21±
3.48）岁；体重指数（body mass index，BMI）20.13~
24.56 kg/m2，平均（23.41±1.22）kg/m2；按照美国生殖

医学协会子宫内膜异位症分期（revised American
fertility society，r-AFS）[7]评分判定病情严重程度：

轻度（＜16 分）45 例、中重度（≥16 分）55 例。同

时，选取同期健康体检者 100 例纳入健康组，年龄

20~48 岁，平均年龄（33.67±3.12）岁；BMI 20.24~
25.02 kg/m2，平均（23.65±1.16）kg/m2。两组年龄、

BMI等基线资料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均＞

0.05）。本次研究经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

1.2 方法 所有纳入研究的对象在非月经期清

晨抽取空腹肘部静脉血 5 mL，在室温环境下静置

10 min，待样本自动凝固后，以 3 000 r/min的转速

离心 10 min，取血清样本，严格按 CYFRA21-1、
CA19-9与CA125试剂盒说明书进行检测操作。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26.0软件分析数据，

行正态与方差齐性检验，正态分布计量资料以均

数±标准差（x±s）表示，采用 t检验；绘制受试者

工作特征（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ROC）
曲线分析 CYFRA21-1、CA19-9 与 CA125 表达水

平对 EM 的诊断价值，包括曲线下面积（area un⁃
der the curve，AUC）、灵敏度、特异度；采用 Pear⁃

son相关系数分析 CYFRA21-1、CA19-9 与 CA125
与 r-AFS 评分的相关性。设 P＜0.05 为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的CYFRA21-1、CA19-9与CA125表达水

平比较见表1
表1 两组的CYFRA21-1、CA19-9与CA125表达水平比较

组别

病例组

健康组

CYFRA21-1/mg/L
7.41±3.03*
2.61±0.68

CA19-9/U/mL
80.26±37.21*
26.38±35.69

CA125/U/mL
81.88±41.39*
16.87±14.79

注：*：与健康组比较，P＜0.05。
由表 1可见，病例组的CYFRA21-1、CA19-9与

CA125表达水平均高于健康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

义（t分别=15.48、10.45、14.79，P均＜0.05）。
2.2 不同病情严重程度 EM 患者的 CYFRA21-1、
CA19-9与CA125表达水平见表2
表2 不同病情严重程度EM患者的CYFRA21-1、CA19-9与

CA125表达水平

组别

轻度组

中重度组

CYFRA21-1
/mg/L

5.43±1.79
9.03±2.87*

CA19-9/U/mL
43.68±24.39

110.18± 5.18*

CA125/U/mL
48.57±17.42

109.12±34.82*
注：*：与轻度组比较，P＜0.05。

由表 2 可见，中重度组患者的 CYFRA21-1、
CA19-9与CA125表达水平均明显高于轻度组，差异

均有统计学意义（t分别=-7.64、-17.96、-11.29，P均

＜0.05）。
2.3 CYFRA21-1、CA19-9 与 CA125 表达诊断 EM
的ROC曲线分析见表3

由表 3可见，CYFRA21-1、CA19-9与CA125预

测 EM 的诊断效能良好，AUC 分别为 0.92、0.82、
0.92。
2.4 CYFRA21-1、CA19-9 与 CA125 水平与 EM 患

者的 r-AFS 评分相关性 EM 患者 CYFRA21-1、
CA19-9与 CA125水平与 r-AFS评分均呈正相关（r

分别=0.68、0.77、0.64，P均＜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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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CYFRA21-1、CA19-9与CA125表达对EM的诊断效能

指标

CYFRA21-1
CA19-9
CA125

AUC
0.92
0.82
0.92

灵敏度/%
84.00
84.00
86.00

特异度/%
97.00
85.00
88.00

约登指数

0.81
0.69
0.74

截断值

＞ 3.00 mg/L
＞13.00 U/mL
＞12.96 U/mL

95%CI
0.88~0.96
0.75~0.87
0.87~0.95

3 讨论

EM是生育年龄女性高发的一种妇科疾病，并

且呈逐年递增趋势，典型临床症状为痛经，EM的临

床病理机制尚未完全明确，疾病症状缺乏特异性，

导致早期确诊率低于预期，而应用腹腔镜、病理检

查虽然有较高灵敏度，但是会对患者造成一定损

伤，因此探寻与EM密切相关的血液学指标，对其病

情评估与早期诊断均具有重要意义[8,9]。

CYFRA21-1是常用于临床肿瘤诊断的上皮标

志物，在鳞状上皮组织、子宫内膜等组织表面广泛

分布，正常情况下CYFRA21-1在骨髓、外周血以及

淋巴结中呈低水平表达[10]。本研究中CYFRA21-1
在EM患者中高表达，并且CYFRA21-1表达水平高

于健康组，CYFRA21-1与 r-AFS评分呈正相关，与

Fan等[11]研究结果相符。结果提示血清CYFRA21-1
异常升高与EM发生及病情进展均密切相关，结合

ROC曲线结果，CYFRA21-1水平诊断 EM的AUC、

灵敏度、特异度均较高，提示 CYFRA21-1 可作为

EM 发生的临床评估敏感指标。主要原因可能是

机体发生恶性病变会激活蛋白酶，并刺激细胞快

速降解，以此释放大量CYFRA21-1入血，导致体液

与组织液中的CYFRA21-1浓度异常升高，因此血清

CYFRA21-1水平可作为预测EM发生与病情的重要

指标[12]。

CA125是一种常用于卵巢恶性肿瘤诊断的高分

子糖蛋白标志物，主要分泌来源为卵巢上皮细胞与

支气管上皮细胞，血清正常值在35 U/mL以下，在多

种恶性肿瘤与良性病变中均会出现一定程度的升

高，在妇科良恶性病变鉴别诊断中具有较高应用价

值[13]。钱燕等[14]研究指出EM患者的血清CA125表

达水平相较于正常健康女性明显增高，并且与其病

情严重程度存在密切关联，是临床评估EM疾病分

期的重要参考指标。本次研究结果显示 EM 患者

CA125高表达，且CA125表达水平与 r-AFS评分呈

正相关，ROC曲线分析提示CA125表达水平的AUC
为 0.92，提示 CA125在 EM发生中具有较高预测价

值，并且可以有效评估病情进展程度。分析机制如

下：CA125是一种广泛表达于子宫内膜、宫颈上皮、

盆腔腹膜等人体多处上皮组织的肿瘤标记物，当发

生EM时，CA125的血清检测水平约为正常水平的

2~4倍，而发生EM的患者子宫内膜部位会出现明显

腹膜损伤，导致腹液中的 CA125 大量释放进入血

液，进而导致外周血CA125水平异常升高[15]。

CA19-9广泛分布于上皮组织，例如胃肠上皮

细胞与胰腺上皮细胞，在胃肠道与肝脏良性病变与

感染性疾病中呈高表达[16]。本研究结果显示，EM
患者的 CA19-9 表达水平更高，并且 CA19-9 水平

与 r-AFS评分呈正相关，提示血清CA19-9异常升

高与EM发生及病情进展均密切相关，结合ROC结

果分析，CA19-9诊断EM的AUC为0.82，灵敏度、特

异度均高于 80.00%，提示CA19-9可预测EM发生，

并且与病情进一步进展有关，可作为病情评估参考

指标。主要原因可能是EM患者的病灶组织及其与

血管间的正常屏障受到破坏，导致CA19-9大量释

放入血，进而引起外周血CA19-9水平异常增高，并

且随着病灶浸润内膜程度加重，CA19-9表达水平对

应升高[17]。

综上所述，CYFRA21-1、CA19-9与CA125水平

表达水平在EM患者中异常升高，并且与患者的病

情进展密切相关。但本研究仍存在研究时间短、样

本量少的不足，应扩大样本并进行深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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