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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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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种细胞自分泌及旁分泌同时作用

的一类细胞因子#它们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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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路平衡和细胞新陈代谢过程

中发挥重要作用'既往研究发现#在胰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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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受体的表达#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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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体可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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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其激活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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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增殖及分化具有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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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提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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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浓度依赖性地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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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是通过调节钙通路的活性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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胰岛素的分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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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多外#还需排除胰岛素合成增多的因素#为此#本研究进行胰

岛素合成的相关调控因子检测以阐明该机制#结果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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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中胰岛素分泌及合成#特别针对
)

型糖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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陷#也常常合并胰岛细胞凋亡导致胰岛功能衰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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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病因上

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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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的优势可促使
9=V'9

更有望成为糖尿病治疗

药物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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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发挥重要的作用'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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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表达与某些肿瘤的组

织类型相关#其功能主要是促进细胞增殖#是
8

;

期细胞增殖

信号的关键蛋白质#被视为癌基因#其过度表达可致细胞增殖

失控而恶性化#但是它在不同肿瘤中阳性检出率不同#与组织

分化程度相关#在分化差的肿瘤中表达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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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是一类

重要的丝氨酸"苏氨酸蛋白激酶#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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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主要生物

学作用是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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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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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有明显的生长抑制作用#并呈现一定的量效关

系'本研究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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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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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度之上可明显诱导食

管癌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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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周期阻滞#可明显增强
6.G-+H

细胞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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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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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基因的表达#明显降低
..C%;

*

.%X*%

等基因的

表达#但是否
=7D

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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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的生长还与其它基因表

达的改变相关#具体的机制有待继续研究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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