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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乳腺癌中的表达及其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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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

要"目的
!

探讨环氧化酶
1&

!

A[e1&

#在乳腺癌中的表达及其意义%方法
!

采用免疫组化法!

HE

法#检测
"2

份乳腺癌组织

中
A[e1&

蛋白表达情况"分析其与患者年龄"肿瘤大小"雌&孕激素受体状况"临床分期"腋窝淋巴结转移的关系%结果
!

在
"2

份

乳腺癌组织中"

A[e1&

蛋白表达阳性率为
!","=

!

%!

*

"2

#"在
$

h

%

期乳腺癌中表达阳性率明显高于
"

h

#

期"分别为
-%,%=

&

!%,%=

!

!

#

$,$2

#$在腋窝淋巴结阳性组
A[e1&

表达阳性率高于腋窝淋巴结阴性组"分别为
-&,-=

&

!&,&=

!

!

#

$,$2

#%

A[e1&

阳性表达与患者年龄"肿瘤大小"雌&孕激素受体状况等无明显相关性!

!

$

$,$2

#%结论
!

乳腺癌组织中
A[e1&

表达与肿瘤临床

分期&腋窝淋巴结转移呈明显相关关系%

关键词"乳腺肿瘤$环氧化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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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氧化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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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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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e1&

)是前列腺素合成的

限速酶"仅在炎症和肿瘤中表达"可通过抑制肿瘤细胞凋亡#促

进肿瘤血管生成#增加肿瘤侵袭力等多种机制参与调节多种肿

瘤的发生#发展过程+

+

,

$近期研究发现"

A[e1&

可促进肿瘤淋

巴管生成"导致远处转移$本实验拟通过检测乳腺癌组织中

A[e1&

蛋白表达情况"探讨
A[e1&

在乳腺癌中的表达及其

意义$

!

!

材料与方法

!,!

!

标本来源
!

收集本院普外科
&$$2

年
+$

月至
&$$!

年
%

月手术切除乳腺癌标本石蜡块
"2

份"均经病理组织学检查证

实$均为女性患者"术前未接受放疗或化疗"年龄
&#

!

'+

岁"

平均
"#,#

岁$肿瘤大小
B

+

"

例"

B

&

+'

例"

B

%

&+

例"

B

"

%

例$

病理类型!浸润性导管癌
%2

例"单纯癌
"

例"黏液癌
%

例"髓样

癌
&

例"浸润性小叶癌
+

例$其中腋窝淋巴结转移
&!

例"无腋

窝淋巴结转移
+'

例$

!,"

!

主要试剂及仪器
!

兔抗人
A[e1&

单克隆抗体(工作液)#

HE

试剂盒#

F4J

显色剂均购于福建迈新公司$

!,#

!

检测方法
!

将乳腺组织石蜡块制成
"

'

9

厚组织切片"

分别进行
Î

染色和免疫组化研究$免疫组化研究采用链霉

菌抗生物素蛋白
1

过氧化物酶亲和免疫组化法(

HE

法)"具体步

骤按试剂盒说明书进行$以
EJH

代替一抗作为阴性对照"阳

性对照为福建迈新公司已证实的有
A[e1&

表达阳性的结肠癌

组织切片$

!,G

!

结果判断
!

免疫组化结果以胞质内出现特异性染色深浅

评分+

&

,

!

$

分为无色"

+

分为淡黄色"

&

分为棕色"

%

分为棕褐色*

再按照染色细胞所占百分比打分!无阳性细胞为
$

分"

+=

!

+$=

为
+

分"

++=

!

2$=

为
&

分"

%

2+=

为
%

分$两项乘积即

为免疫组化得分$乘积大于
%

分者定为阳性$

!,H

!

统计学方法
!

采用
HEHH+$,$

统计分析软件中
(

& 检验

进行统计学处理"以
!

#

$,$2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A[e1&

在乳腺癌组织中的表达
!

A[e1&

阳性表达的乳

腺癌组织在镜下均表现为细胞浆内出现黄棕色颗粒"且绝大多

数定位于肿瘤细胞"少量在间质中淋巴管内皮细胞也有表达$

"2

份乳腺癌石蜡组织标本中
%!

份在胞质中检测到
A[e1&

表

达"阳性率为
!","=

$

","

!

A[e1&

表达与临床病理特征的关系
!

A[e1&

表达情况

与患者年龄"肿瘤大小"雌#孕激素受体状况等因素无明显相关

性$肿瘤临床分期
$

h

%

组
A[e1&

表达阳性率为
-%,%=

"明

显高于
"

h

#

期组(

##,'=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2

)"

见表
+

$

",#

!

A[e1&

表达与乳腺癌腋窝淋巴结转移的关系
!

A[e1&

2'-+

重庆医学
&$+$

年
!

月第
%-

卷第
+2

期



表达情况与乳腺癌腋窝淋巴结转移状况关系密切$腋窝淋巴

结阴性组
A[e1&

表达阳性率为
'$,#=

(

+&

'

+'

)"腋窝淋巴结阳

性组
A[e1&

表达阴性
&

例"

A[e1&

表达阳性
&#

例"阳性率为

-&,-=

"明显高于腋窝淋巴结阴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2

)"见表
&

$

A[e1&

表达阳性组中发生腋窝淋巴结转移
&#

例"转移率为
#!,"=

(

&#

'

%!

)"较
A[e1&

表达阴性组高+

&!,#=

(

&

'

'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2

)$

"2

例乳腺癌患者共有

淋巴结标本
&+#

份"发生癌转移
-!

份"总阳性率为
"2,"=

$

A[e1&

表达阳性组发生腋窝淋巴结转移
'#

份"阳性率为

%2,&=

(

'#

'

&+#

)*

A[e1&

表达阴性组腋窝淋巴结转移率为

+$,&=

(

&&

'

&+#

)$

A[e1&

表达阳性组腋窝淋巴结转移率较阴

性组高(

!

#

$,$2

)$

表
+

!!

A[e1&

表达与临床病理特征的关系

项目
A[e1&

表达

)

阳性(

)

) 阴性(

)

)

!

年龄(岁)

!*

2$ &" &$ " $,+!+

!$

2$ &+ +! %

雌激素受体状况

!

阳性
+# ++ 2 $,+&2

!

阴性
&- &' &

孕激素受体状况

!

阳性
+- +2 " $,&"'

!

阴性
&# &% %

肿瘤大小

!

B

+

hB

&

&+ +- & $,$!%

!

B

%

hB

"

&" && &

临床分期

!"

h

#

+2 +$ 2 $,$+2

!$

h

%

%$ &! &

表
&

!!

A[e1&

表达与乳腺癌腋窝淋巴结转移的关系

组别
)

A[e1&

表达+

)

(

=

),

阳性 阴性

腋窝淋巴结阴性组
+' +&

(

'$,#

)

2

(

&-,"

)

腋窝淋巴结阳性组
&! &#

(

-&,-

)

&

(

',+

)

"

!!

"

!与腋窝淋巴结阴性组比较"

!L$,$%&

$

#

!

讨
!!

论

大量研究表明"

A[e1&

在多种肿瘤中有较高表达+

%12

,

"且

一直被认为是消化系统癌症发生过程中的早期事件+

#

,

$本实

验结果显示"

A[e1&

在乳腺癌中表达阳性率为
!","=

"但与患

者年龄"肿瘤大小"雌#孕激素受体状况等无明显相关性$

A[e1&

表达阳性乳腺癌组织发生腋窝淋巴转移的概率为

#!,"=

"较
A[e1&

表达阴性者发生腋窝淋巴转移概率高

(

&!,#=

)$检测的
&+#

份淋巴结中"发生腋窝淋巴结转移
-!

份"阳性率为
"2,"=

$

A[e1&

表达阳性组较表达阴性组发生

腋窝淋巴结转移的概率高"分别为
%2,&=

#

+$,'=

*腋窝淋巴

结阳性组
A[e1&

表达阳性率也明显高于腋窝淋巴结阴性组"

分别为
-&,-=

#

'$,#=

(

!

#

$,$2

)$此外"临床分期
$

h

%

组

中
A[e1&

表达阳性率明显高于
"

h

#

组"分别为
-%,%=

#

##,

'=

(

!

#

$,$2

)$可见
A[e1&

与乳腺癌恶性程度和淋巴结转移

具有高度一致性"

A[e1&

高表达与肿瘤淋巴结转移#临床分期

密切相关$与
A[e1&

在其他肿瘤(如口腔鳞癌#胃癌)中的表

达基本一致$

目前发现
A[e1&

的致癌机制主要为
A[e1&

可以促进细

胞增殖"抑制凋亡+

'

,

"增加肿瘤细胞侵袭力"而且
A[e1&

高表

达可促使
EWI&

生成增多"后者作用于
IE

&

受体或
IE

"

受体

或
EE436

"通过
IE

'

:4KE

途径激活各种胞内激酶"或通过核

受体直接激活促血管生成因子基因"如
]IWD

等"导致肿瘤血

管生成+

!

,

*另外
A[e1&

表达升高可使前列腺癌中
a05

信号通

路抑制因子分泌增加"从而导致肿瘤转移+

-

,

$但目前尚不清楚

A[e1&

导致乳腺癌转移的分子机制"有待进一步研究确定$

总之"

A[e1&

与乳腺癌恶性程度和淋巴结转移高度相关"

是评价乳腺癌恶性程度和预测肿瘤转移与否的良好指标"为针

对
A[e1&

开发抑制剂治疗乳腺癌提供了新的靶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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