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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为《肿瘤标志临床应用与研究进展》(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2005年8月第一版)的第二版，在原书
的基础上重新编撰，增补了近期新的研究进展。本书系统介绍了肿瘤标志的概念、分类、来源、临床
应用要点、存在的问题及解决方法，并介绍了当前与肿瘤标志有关的主要研究重点及临床应用前景，
包括肿瘤分子生物学标志、人类端粒酶与肿瘤、细胞周期调控与肿瘤、RNAi、实体瘤耐药基因及蛋白
质组学在肿瘤研究中的现状等，还介绍了与肿瘤标志检测相关的技术原理及方法。编委及参加编写的
主要人员均从事肿瘤临床及基础研究多年，具有扎实的临床实际经验和医学基础理论知识，学术态度
端正、严谨。主要读者对象为临床医师、医学检验人员、医学专业研究生、从事肿瘤基础研究人员以
及肿瘤标志检测产品研制开发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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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产生　二、抗体的分子结构　三、抗体工程　四、抗体的分离纯化技术　五、抗体与抗原的反应
及反应模式　六、抗体应用存在的问题及前景第三章　肿瘤标志的临床应用　第一节　血清(血浆)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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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问题及解决办法　第四节　血清(血浆)肿瘤标志免疫测定的质量控制和标准化一、影响血清(血浆)
肿瘤标志免疫测定的因素二、目前国内血清(血浆)肿瘤标志测定存在的问题三、血清(血浆)肿瘤标志
临床免疫测定标准化的一般原则四、甲胎蛋白、前列腺特异抗原和癌胚抗原测定的标准化　第五节　
关于血清(血浆)肿瘤标志临床应用实施准则一、肿瘤标志临床应用的一般原则二、肿瘤标志检测的质
量保证三、小结　第六节　组织细胞肿瘤标志的免疫组化检测　一、免疫组化染色方法　二、免疫组
化结果读判　三、免疫组化在肿瘤临床中的应用　第七节　乳腺癌雌激素、孕激素受体测定的临床意
义　一、雌激素受体的结构　二、受体的作用机制　三、受体作用的特点　四、雌激素受体和孕激素
受体的测定方法　五、受体的放射性配体结合分析法　六、测定乳腺癌雌激素受体和孕激素受体的临
床意义　七、注意不同检测方法对激素受体评估的影响第八节　HER-2/neu基因产物在乳腺癌诊断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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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肿瘤标志相关研究第一节　肿瘤遗传标志及其应用一、肿瘤的遗传方式二、肿瘤相关基因作为遗
传标志的应用价值第二节　实体肿瘤分子生物标志的研究和应用一、实体肿瘤分子生物标志存在的理
论依据二、肿瘤分子生物标志测定的内容及方法三、肿瘤分子生物标志测定的对象四、多种肿瘤标志
的综合分析五、肿瘤分子生物标志测定中的问题及对策六、肿瘤分子生物标志的应用前景第三节　儿
童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分子标志的研究一、t(1；19)(q23；p13)及其形成的E2A/PBXl融合基因二、MLL
基因重排及其形成的融合基因三、t(12；21)(p13；q22)易位及其形成的TEL/AML1融合基因四、t(9
；22)(q34；q11)易位及其形成的BCR/ABL融合基因五、免疫球蛋白及T细胞受体基因重排六、儿童ALL
分子标志定量检测存在的问题及展望第四节　肿瘤侵袭转移的分子机制及临床意义一、肿瘤转移的主
要途径二、肿瘤细胞侵袭转移的调节基因三、细胞黏附分子与肿瘤侵袭转移四、细胞外基质降解与肿
瘤侵袭转移五、细胞的运动能力与肿瘤侵袭转移六、肿瘤血管生成在侵袭转移中的意义七、肿瘤侵袭
转移中细胞信号传导机制的改变八、肿瘤骨转移的研究进展九、肿瘤转移的早期诊断十、新世纪肿瘤
转移研究面临的挑战第五节　人类端粒酶与肿瘤一、端粒的结构与功能二、端粒与细胞老化、永生化
三、端粒酶、肿瘤与细胞分化四、端粒酶检测五、端粒酶作为肿瘤治疗的靶点六、展望第六节　细胞
周期调控与肿瘤一、细胞周期的概念二、细胞周期调控三、细胞周期与肿瘤第七节　P16与PRb在细胞
周期调控中的作用一、p16抑癌基因的研究进展二、对Rb基因在肿瘤中的作用与调控的认识三、展望
第八节　RNAi与肿瘤一、RNAi的研究历史二、RNAi的原理三、RNAi与肿瘤的关系及其在肿瘤治疗中
的应用四、RNAi技术概要第九节　实体瘤耐药机制研究一、药理性耐药二、典型获得性MDR三、微
环境与耐药四、环氧化酶-2与耐药五、小结第十节　蛋白质组学与肿瘤研究一、蛋白质组学研究方法
二、蛋白质组学及蛋白指纹图谱技术在肿瘤研究中的应用三、面临的问题与展望第五章　肿瘤标志检
测相关技术第一节　荧光免疫分析一、荧光免疫分析技术二、流式细胞术三、荧光原位杂交第二节　
放射免疫分析一、现代免疫分析的历史背景二、现代免疫分析的构成和方法设计三、对形成灵敏度诸
因素的分析四、微点阵分析的原理与特性第三节　酶免疫测定一、原理二、操作流程、类型、使用范
围及特点三、基本实验条件四、正确进行ELISA测定的要点五、ELISA方法的改进与发展六、实验室中
的几种酶联免疫测定方法及其用途第四节　胶体金免疫层析技术一、免疫胶体金技术的基本原理二、
胶体金的制备方法三、胶体金标记技术四、胶体金的稳定性及免疫胶体金的储存五、免疫层析技术六
、现状和展望第五节　化学发光免疫分析一、化学发光免疫分析的发展由来二、化学发光反应三、化
学发光免疫分析四、化学发光免疫分析的特点和发展前景第六节　电化学发光免疫分析一、电化学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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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免疫分析的基本原理二、电化学发光免疫分析的特点第七节　时间分辨荧光免疫分析技术一、时间
分辨荧光免疫分析的原理二、时间分辨荧光免疫分析的标记三、时间分辨荧光免疫分析的方法四、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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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芯片技术存在的问题四、液态免疫芯片五、免疫芯片的应用第十节　生物芯片一、基因芯片二、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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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电泳技术一、双向电泳的原理二、双向电泳技术流程三、双向电泳技术的进展第十三节　生物质谱
与蛋白质组学一、生物质谱学发展概况二、质谱学基本概念三、质谱仪的基本结构四、生物质谱在蛋
白质组学研究中的应用五、生物质谱与生物信息学附录1 临床常用肿瘤标志检测参考临界值附录2 中英
文名词索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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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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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肿瘤分子生物学标志、人类端粒酶与肿瘤、细胞周期调控与肿瘤、RNAi、实体瘤耐药基因及蛋白
质组学在肿瘤研究中的现状等，还介绍了与肿瘤标志检测相关的技术原理及方法。编委及参加编写的
主要人员均从事肿瘤临床及基础研究多年，具有扎实的临床实际经验和医学基础理论知识，学术态度
端正、严谨。主要读者对象为临床医师、医学检验人员、医学专业研究生、从事肿瘤基础研究人员以
及肿瘤标志检测产品研制开发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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