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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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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
AX,0E

和
Y%\J

在乳腺癌组织中的表达及其相关性&方法
!

采用免疫组化
%:,Y,0,+1_:D0

法检测
".

例

乳腺癌及
!'

例乳腺纤维腺瘤组织中
AX,0E

和
Y%\J

的表达%并结合临床病理特点进行分析&结果
!

AX,0E

和
Y%\J

在乳腺癌组

织中的表达阳性率分别为
62-()U

'

".-)&U

%明显高于其在乳腺纤维腺瘤中的表达阳性率!

(6-''U

'

.6-''U

#%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i'-''(

%

!i'-'!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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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X,0E

和
Y%\J

的表达阳性率与乳腺癌腋窝淋巴结转移有关!

!i'-''.

%

!i'-'.4

#%与组织学分级呈

正相关!

!i'-'!.

%

!i'-''"

#%与患者年龄'肿瘤大小无关!

!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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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X,0E

表达与
Y%\J

表达呈显著正相关!

!

"

'-'(

#&结论

!

AX,0E

和
Y%\J

在乳腺癌组织中呈高表达&

AX,0E

可能通过上调
Y%\J

的表达而促进乳腺癌浸润'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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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腺癌是女性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近年来其发病率有逐

渐上升的趋势!其发生%发展和浸润扩散机制尚不清楚"肿瘤

细胞增殖'凋亡失衡及新生血管形成与大多数肿瘤的发生%发

展有重要关系!研究发现
AX,0E

能通过多种途径抑制细胞凋

亡!在肿瘤的发生%发展和转移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

)

,

Y%\J

在人类多种恶性肿瘤中过度表达!并与肿瘤的侵袭性生长有

关(

!

)

"本研究采用免疫组化技术检测乳腺癌组织中
AX,0E

和

Y%\J

的表达!并分析
AX,0E

和
Y%\J

表达的相关性及其临床

意义"

!

!

材料与方法

!-!

!

标本来源
!

选择本院病理科存档的
!''4

年
"

月至
!''&

年
6

月外检乳腺浸润性导管癌组织标本蜡块
".

份*术前均未

经放疗%化疗及激素治疗+!均为女性患者!年龄
.!

!

2(

岁!平

均
)&-24

岁"根据
%:0+13%::,0

半定量分级法进行组织学分级&

+

级
!!

例!

,

级
!&

例!

#

级
(!

例,选择
!'

例乳腺纤维腺瘤为

对照组"病理诊断经两位病理学专家复核证实"

!-"

!

试剂
!

AX,0E

鼠抗人单克隆抗体为
#=1E=@LDK

公司产品

*工作浓度为
(j!''

+,鼠抗人
Y%\J

单克隆抗体*即用型+及

免疫组化试剂盒购自福州迈新公司!操作步骤按说明书进行"

!-#

!

方法
!

所有标本经
('U

中性甲醛溶液固定!常规脱水!

石蜡包埋"将每例蜡块作
)

&

>

厚连续切片!采用免疫组化

%:,[,0,+1_:D0

法检测组织中
AX,0E

和
Y%\J

的表达"用已知

的阳性切片作阳性对照!用
_T#

代替一抗作阴性对照"

!-$

!

结果判断
!

AX,0E

%

Y%\J

表达以胞质呈棕黄色或棕褐色

颗粒为阳性"参照文献(

.

)半定量判断
AX,0E

%

Y%\J

免疫组

化结果!光镜下随机观察免疫组化切片
6

个高倍镜视野!每个

视野计数
!''

个细胞!共计
('''

个细胞,按着色程度评分&

'

分为无着色!

(

分为浅黄色!

!

分为棕黄色!

.

分为棕褐色,按阳

性细胞所占比例评分&

'

分为阴性!

(

分为小于
('U

!

!

分为

((U

!

6'U

!

.

分为
6(U

!

26U

!

)

分为大于
26U

"以两者乘

积判定结果&

)

!

(!

分为阳性!

)

分以下为阴性"

!-J

!

统计学处理
!

应用
#_##((-6

软件进行统计学处理!组

'2(.

重庆医学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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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比较采用
-

! 检验!

AX,0E

和
Y%\J

表达的相关分析采用非

参数相关性
#

;

?=L>=1

检验!以
!

"

'-'6

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

!

结
!!

果

"-!

!

AX,0E

%

Y%\J

在乳腺癌和乳腺纤维腺瘤组织中的表达比

较
!

AX,0E

%

Y%\J

在 乳 腺 癌 组 织 中 表 达 阳 性 率 分 别 为

62-()U

%

".-)&U

!明显高于其在乳腺纤维腺瘤中的表达阳性

率*

(6-''U

%

.6-''U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i'-''(

!

!i

'-'!6

+!见表
(

"

"-"

!

AX,0E

%

Y%\J

表达水平与乳腺癌临床病理特征的关系
!

AX,0E

表达阳性率与乳腺癌腋窝淋巴结转移%组织学分级呈显

著正相关*

!i'-'.

!

!i'-'!.

+,

Y%\J

表达阳性率与乳腺癌

腋窝淋巴结转移%组织学分级呈显著正相关*

!i'-'.4

!

!

"

'-''"

+"

AX,0E

和
Y%\J

阳性表达率均与患者年龄%肿瘤大小

无关*

!

%

'-'6

+!见表
!

"

表
(

!!

乳腺癌及乳腺纤维腺瘤组织中

!!

AX,0E

和
Y%\J

的阳性表达

检测

项目

乳腺纤维腺瘤

2 c b

阳性率*

U

+

乳腺癌

2 c b

阳性率*

U

+

-

!

!

AX,0E !'(2 . (6-'' ".!2 ." 62-() ('-4!)'-''(

Y%\J !'(. 2 .6-'' ".!. )' ".-)& 6-'(4 '-'!6

表
!

!!

AX,0E

%

Y%\J

表达与乳腺癌临床病理特征的关系

临床病理指标
2

AX,0E

c b

阳性率*

U

+

-

!

!

Y%\J

c b

阳性率*

U

+

-

!

!

患者年龄*岁+

!$

6' !& (. (" 66-(2 (' (& "6-6!

!%

6' .) () !' 64-4! '-'46 '-22' (. !( "(-2" '-'&6 '-264

肿瘤直径*

8>

+

!$

! !4 () () 6'-'' (! (" 62-()

!

!

!

6 (& 2 (! ".-(" (-'6! '-6&( " (. "4-)! '-422 '-")6

!%

6 (" " (' "!-6' 6 (( "4-26

淋巴结转移

!

无
.. !' (. .&-.& (" (2 6(-6(

!

有
.' 2 !. 2"-"" 4-&() '-''. 2 !. 2"-"" )-!4& '-'.4

组织学分级

!+

!! () 4 ."-." (. & )'-&(

!,

!& (( (4 "!-'2 2-6!2 '-'!. & !' "4-&" ('-((2 '-''"

!#

(! ! (' 4.-.. ( (( &(-""

"-#

!

乳腺癌组织中
AX,0E

%

Y%\J

表达的相关性
!

".

例乳腺

癌组织中
AX,0E

和
Y%\J

同时表达阳性
.'

例*

)2-"!U

+,

AX,0E

和
Y%\J

同时表达阴性
(2

例*

!"-&4U

+"经非参数相

关性
#

;

?=L>=1

检验!

8i'-)2"

!

!

"

'-'(

!说明
AX,0E

表达与

Y%\J

表达呈显著正相关"见表
.

"

表
.

!!

乳腺癌组织中
AX,0E

%

Y%\J

表达的相关性

Y%\J

表达
AX,0E

表达

#

b

E+E=: 8 !

#

(2 " !.

b (' .' )' '-)2"

"

'-'(

E+E=: !2 ." ".

#

!

讨
!!

论

AX,0E

作为果蝇%鼠%人等生物体内的一种碱性螺旋
3

环
3

螺

旋转录因子!在胚胎生长发育阶段诱导细胞迁移的调控过程中

起着关键作用(

)

)

"研究发现
AX,0E

具有癌基因的特征!能编码

凋亡抑制蛋白!通过多种途径引起恶性肿瘤的发生%发展!如通

过抑制分化%阻断
;

6.

通路及
C3I

9

8

的促凋亡作用%抑制
CJ3

VT

'

ACJ

通路等!显示抗凋亡作用(

6

)

,

AX,0E

还可通过对
7NE

途径的正性调控作用抑制细胞凋亡(

"

)

"上皮间质化*

%IA

+是

胚胎发育阶段一种重要形态学特征!也是慢性炎症%纤维化及

肿瘤进展中的一个重要过程(

2

)

"

AX,0E

与其他一些基因如

01=,:

%

0:D

F

等能够诱导
%IA

!造成
%3@=*<?L,1

表达下调!导致

其介导的细胞
3

细胞间黏附功能减弱或丧失!促进肿瘤细胞从

原发灶脱落!侵入周围组织(

4

)

"

5+0,[=EK

等(

&

)研究证实!

AX,0E

表达显著上调见于弥散性胃癌等恶性程度高%侵袭性强的肿瘤

组织中"李坤等(

('

)采用免疫组化
#_

法研究
((!

例食管鳞癌

组织中
AX,0E

蛋白的表达!显示
AX,0E

表达增强与食管鳞癌的

发生和远处转移有关!对患者术后生存时间有显著影响"

血管生成在实体肿瘤的恶变%生长和转移等方面起着重要

作用"

Y%\J

被认为是最重要的血管生成因子之一!它能够促

进血管内皮细胞增殖!增强血管壁通透性!还可以诱导内皮细

胞降解细胞外基质!介导其迁移和浸润(

((

)

"大量研究证实

Y%\J

过表达可促进恶性肿瘤的生长%浸润和转移(

(!

)

"

e=1

F

等(

(.

)研究显示
AX,0E

对癌细胞的血管内渗和肺转移起重要作

用!应用
5C7

干扰技术抑制
AX,0E

的表达后能明显降低肿瘤

肺转移效率和肿瘤细胞进入血液循环的数目"

(2(.

重庆医学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本实验结果显示乳腺癌组织中
AX,0E

和
Y%\J

的表达阳

性率分别为
62-()U

%

".-)&U

!明显高于对照组*

!i'-''(

!

!

i'-'!6

+!

AX,0E

和
Y%\J

的表达阳性率与患者有无腋窝淋巴

结转移及组织学分级显著相关*

!

"

'-'6

+!提示
AX,0E

和

Y%\J

共同参与了乳腺癌的发生%发展!并与乳腺癌的恶性程

度密切相关!肿瘤级别越高!

AX,0E

%

Y%\J

表达越强!越容易发

生浸润%转移"本实验结果表明!乳腺癌组织中
AX,0E

表达!与

Y%\J

表达呈显著正相关*

!

"

'-'(

+!二者关联可能源于

AX,0E

表达上调增强了
Y%\J

的表达"有研究表明在乳腺癌

细胞株中
AX,0E

过表达可增强
Y%\J

表达%诱导血管生成!并

且与染色体不稳定性密切相关(

()

)

"由此可见
AX,0E

和
Y%\J

在乳腺癌发生%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AX,0E

可能通过上调

Y%\J

的表达!促进肿瘤组织血管生成!增强肿瘤细胞的侵袭

力!从而成为其促进乳腺癌浸润%转移的可能途径之一!联合检

测
AX,0E

和
Y%\J

的表达状况!对于正确评估乳腺癌的恶性

程度%发展和预后具有一定意义!对乳腺癌的诊断和治疗具有

重要的临床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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