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通讯作者!

%3>=,:

&

K<=1

F

E=+!"&

(

(!"-8+>

"

!临床研究!

一氧化氮合酶和血管内皮生长因子
@

在结肠癌组织中的表达

李
!

焱%张
!

涛(

%高
!

辉%魏
!

东%程
!

朋

!成都军区总医院肿瘤中心%成都
"(''4.

#

!!

摘
!

要"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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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诱导型一氧化氮合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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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血管内皮生长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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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结肠癌组织中的表达及与淋巴结转

移之间的关系&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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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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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结肠癌标本%应用免疫组织化学染色方法%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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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Y%\J3@

在其中的表达%同时对它们与

临床病理参数的关系进行分析&结果
!

,C̀ #

在结肠癌组织中的阳性表达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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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有淋巴结转移的阳性表达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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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淋巴结转移的阳性表达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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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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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结肠癌组织中的阳性表达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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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有淋巴结转移的阳性表达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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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淋巴结转移的阳性表达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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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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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呈正相关!

8i'-.6&

%

!i'-'(2

#&结论
!

,C̀ #

和
Y%\J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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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移是恶性肿瘤的基本特征!淋巴管是大部分肿瘤最常见

的转移途径!但其机制目前仍不十分清楚"近年来文献报道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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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诱导肿瘤淋巴管生成!增加肿瘤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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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人体内重

要的信号传递分子!参与机体内多种生理过程!还涉及包括肿

瘤生长%侵袭及转移在内的诸多病理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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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其是否参与

肿瘤淋巴管生成及其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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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关性尚不清楚"为此本

研究应用免疫组织化学方法!检测结肠癌组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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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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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表达!现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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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克隆抗体购于福州迈新生物技术开发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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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克隆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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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疫组织化学染色试剂盒等

均购于北京中杉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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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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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本经脱水%多聚甲醛固定%石蜡包埋"切片%脱

水后!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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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进行免疫组织化学染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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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替一抗作为

阴性对照"以胞质内出现淡黄色至棕褐色颗粒!定位明确%染

色明显!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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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细胞染色的组织切片视为表达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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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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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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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软件进行处理"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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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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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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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表达
!

,C̀ #

表达主要位于癌细胞和间质细胞的

细胞质*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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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

在结肠癌组织中的阳性表达率为

".-.U

!其中有淋巴结转移的阳性表达率为
2'-6U

!无淋巴结

转移的阳性表达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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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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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表达与肿瘤病理学参数之间的关系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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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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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于癌细胞及间质细胞的

细胞质!在肿瘤周围正常组织中则基本没有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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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肠癌组织中的阳性表达率为
2(-2U

!其中有淋巴结转移的阳

性表达率为
26-'U

!无淋巴结转移的阳性表达率为
"!-6U

!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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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表达与肿瘤病理学

参数之间的关系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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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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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疫组织化学染色结果及阴性对照

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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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与临床病理参数的关系

临床病理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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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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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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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转移是恶性肿瘤的主要生物学特征!虽然目前肿瘤淋巴管

转移的机制并不清楚!但普遍认为肿瘤淋巴管的生成有助于癌

细胞的转移"

Y%\J3@

作为目前比较明确的淋巴管生成因子!

与主要在淋巴管内皮细胞上表达的受体
Y%\J5.

结合!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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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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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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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径引起淋巴管内皮细胞增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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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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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增加肿瘤淋巴结转移机制的普遍

认识是!它可通过激活淋巴管内皮!刺激淋巴管增生或扩张!这

些新生或扩张的淋巴管!为肿瘤细胞的淋巴转移增加了机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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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中也检测了
Y%\J3@

的表达与肿瘤淋巴结转

移的关系"实验结果中!有淋巴结转移情况的结肠癌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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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也较多!这与国内外研究结果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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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表达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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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低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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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蛋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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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突变等并

不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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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表达!而是对炎症细胞因子有反应性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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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氨酸转化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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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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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同工酶!即神经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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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皮型*

?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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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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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病理条件下!内毒素%干扰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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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皮质激素等均可刺激
,C̀ #

的大量产生!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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催化产生

的高浓度的
C̀

则可通过以下作用参与肿瘤的发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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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有致癌作用的亚硝胺!诱发
RC7

碱基脱氨基和基因

突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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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量的
C̀

可引起膜脂质过氧化的细胞毒性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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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在
Y%\J

促血管内皮细胞增殖和迁移中起重要作

用(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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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

,C̀ #

可能在肿瘤的浸润和转移中起重要

作用"

本研究结果显示!伴有淋巴结转移的结肠癌!其
,C̀ #

%

Y%\J3@

阳性表达高于无淋巴结转移者!提示二者阳性表达与

结肠癌细胞的淋巴结转移有关系"实验结果统计分析提示!

,C̀ #

表达与
Y%\J3@

表达具有相关性!说明结肠癌环境中存

在的
,C̀ #

可能与
Y%\J3@

在促进结肠癌的淋巴结转移方面

存在相互作用"但在结肠癌中二者的具体相互作用方式还有

待于进一步进行实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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辐照前%后完全抗体效价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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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66-'" )-!))

"

'-''(

T

型抗
37

抗体
6' )6-'6 )(-24 .-6"2

"

'-''(

I=113]<,E1?

9

秩和检验
K )-&(' )-(4!

!

"

'-''(

"

'-''(

#

!

讨
!!

论

输血是临床治疗疾病的重要手段之一!输血传播疾病!主

要是供血者的血液中携带有感染性微生物!如肝炎病毒%人类

免疫缺陷病毒*

GSY

+%疟原虫%梅毒螺旋体等"在筛查过程中

被检者若处于血清学抗体检测的窗口期!则其检测结果通常呈

阴性!这在无明显临床症状时尤其容易引起漏诊(

(

)

"近年来!

随着检测技术的提高!试剂敏感度的增强!病毒的检出率有很

大提高!如
GSY

抗体的检出!由原来的
.

周缩短到现在的
)

!

((*

(

!

)

"但是窗口期感染始终是广大医务工作者关注的焦点!

亚甲蓝'光化学照射血浆灭活病毒!得到国内外学者的认

同(

.36

)

!现已广泛应用于临床"亚甲蓝'光化学照射血浆灭活病

毒对凝血因子及血浆中
S

F

\

的影响已有报道(

"34

)

!但未见对血

型
S

F

I

抗体的报道"本研究检测结果显示&

7

型血浆抗
3T

!照

射前%后比较效价%积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T

型血

浆抗
37

照射前%后比较效价%积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抗体是一类具有共同结构和功能形式的糖蛋白!可与

抗原发生特异性反应"抗体结构的微小变化可明显影响抗原

抗体反应的强度(

&

)

"作者曾对
(')

例肿瘤患者化疗前后进行

血型抗体调查!

7

型血型抗原%抗体化疗后明显低于化疗前!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

"

'-'6

+"

`

型%

T

型男女患者抗原抗体效

价与积分进行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6

+

(

('

)

!亚甲蓝'

光化学照射血浆灭活病毒后!血浆
S

F

I

抗体!抗
37

%抗
3T

差异

均有统计学意义"是否人的血型抗体容易受光化学与药物化

疗的影响!导致抗体结构的微小改变!影响抗原抗体的结合能

力!有待于进一步观察和研究"在临床工作中进行血型鉴定

时!要加强责任心!防止因病毒灭活后血型抗体下降出现假阴

性!导致血型鉴定错误!保障临床输血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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