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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增产物为
J

/85HCFP45̂ R4D,%**/;

中的一个片段#见

图
)C

#

6US&;+

细胞中因没有腺病毒而没有扩增产物#但经

/8,%**/;

感染后
6US&;+

细胞可以扩增出约
>**M

J

的目的

片段#提示经
/8D,%**/;

感染后的
6US&;+

细胞可以外源性

地引入
D,%**/;

基因'$

&

&分别提取未经处理的
6US&;+

和

经
/8D,%**/;

感染的
6US&;+

细胞的总蛋白#取
%*

&

3

样品

经
aA.BAH0MG9B

鉴定#见图
)M

#经腺病毒
/8D,%**/;

感染后

6US&;+

细胞中的
D,%**/;

蛋白水平明显增加#蛋白相对分

子质量为
%)\%*

+

#提示该重组病毒能够成功表达
D,%**/;

'

@

!

讨
!!

论

近年来对肿瘤日渐深入的研究发现肿瘤的发生和成功的

转移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肿瘤微环境的变化'肿瘤微环境能够

提供肿瘤内部或周围血管与淋巴管#包括免疫细胞和它们分泌

产物的炎性环境#以及以细胞外基质形式存在的可提供进一步

生长的支架等)

%%

*

'在肿瘤微环境中存在大量的骨髓起源细

胞#包括骨髓起源的抑制细胞(肿瘤相关性巨噬细胞(间充质细

胞等'大量研究发现
,%**/;

是产生骨髓起源的抑制细胞及

肿瘤相关性巨噬细胞的重要因子)

%&

*

#髓样细胞分泌的
,%**/;

还可通过一系列途径活化核因子
4

%

V

$

0IFGACHECFB9H4PC

JJ

CV

#

#$4

%

V

&#使这些细胞产生肿瘤相关性表型)

%+

*

#同时
#$4

%

V

也

能促进一系列转录因子的转录从而促进肿瘤的发生(发

展)

%)4%(

*

'但也有实验发现外源性的
,%**/;

能抑制肿瘤细胞

$如鼠乳腺癌细胞
TT)<

(淋巴瘤细胞
U34)

(鼠肝癌细胞
T64

%+)

(鼠纤维肉瘤细胞
34;&;

(人乳腺癌细胞
T-$4>

(人白血病

细胞
T 3̂54)

等&的生长)

%+

*

#可见对
,%**/;

的研究为探明不

同肿瘤在不同微环境中的发展情况开拓了新的视野'

重组腺病毒是复制缺陷型的腺病毒载体#已证实其为基

因(免疫治疗及基础生物学研究的有力工具'与其他载体系统

比较#它具有以下优点!宿主范围广#包装容量大#在增殖或非

增殖细胞中感染和表达基因#能有效进行增殖#滴度高#不整合

到染色体中#无插入致突变性#能同时表达多个基因#与人类基

因同源等'

%;;?

年#

6A

等)

%<

*创立
J

/8UC.

L

系统#实现细菌内

高效同源重组#与传统的构建重组腺病毒载体相比#不再进行

真核细胞内同源重组和噬斑筛选#克服了周期长(效率低等不

足#使操作过程大大简化'另外#它携带有荧光基因#在与目的

基因连接后能在细胞中产生荧光'本实验采用
J

/8UC.

L

系统

成功构建出
/8D,%**/;

#经
O-7

和
aA.BAH0MG9B

鉴定构建正

确#能在
6US&;+

细胞中成功包装及扩增#并能成功转录及表

达
D,%**/;

蛋白#为更进一步研究
,%**/;

的生物学作用及作

用机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参考文献"

)

%

*

79BDc

#

e9

1

G5

#

,I08AHP9BBAH-

#

ABCG'-DA29BCFB:FCFB:@:B

L

9E,%**/?C08,%**/;

)

c

*

'cX22I09G

#

&**+

#

%>%

$

%%

&!

(<(%4(<(;'

)

&

*

#CFPA0a

#

SAHPD9EE-'5DADABAH949G:

1

92AH:FF92

J

GAN9E

BDA,%**/?

"

,%**/;

J

H9BA:0:.ANBHA2AG

LJ

H9BAC.AHA.:.B4

C0B

)

c

*

'$UV,3ABB

#

&**>

#

(?%

$

&<

&!

(%&>4(%+*'

)

+

*

6I0BAHTc

#

-DCW:0ac'6:

1

DGA@AGAN

J

HA..:90C088:2AH

FDCHCFBAH:WCB:909EBDA,%**U$4DC08

J

H9BA:0.

#

2:

1

HCB:90

:0D:M:B9H

L

ECFB9H4HAGCBA8

J

H9BA:0.?C08%)

)

c

*

'cV:9G

-DA2

#

%;;?

#

&>+

$

&*

&!

%&)&>4%&)+('

)

)

*

7C22A./

#

79BDc

#

!9AMAGAH T

#

ABCG'T

L

AG9:84HAGCBA8

J

H9BA:0

$

T7O

&

?C08T7O%)

#

FCGF:I24M:08:0

1J

H9BA:0.9E

BDA,%**EC2:G

L

#

CHA.AFHABA8M

L

CFB:@CBA82909F

L

BA.@:CC

09@AG

#

BIMIG:048A

J

A08A0B

J

CBDKC

L

)

c

*

'cV:9G-DA2

#

%;;>

#

&>&

$

%)

&!

;);<4;(*&'

)

(

*

$H9.FDT

#

,BHA

L

/

#

e9

1

G5

#

ABCG'T

L

AG9:84HAGCBA8

J

H9BA:0.

?C08%)CHA.

J

AF:E:FCGG

L

.AFHABA88IH:0

1

:0BAHCFB:909E

J

DC

1

9F

L

BA.C08 CFB:@CBA8 A089BDAG:I2 C08 CHA I.AEIG

2CHPAH.E9H290:B9H:0

1

8:.AC.ACFB:@:B

L

:0

J

CIF:CHB:FIGCH4

90.AB

=

I@A0:GAHDAI2CB9:8CHBDH:B:.

)

c

*

'/HBDH:B:.7DAI2

#

&***

#

)+

$

+

&!

<&?4<+>'

)

<

*

$9AGG"

#

$H9.FDT

#

,9H

1

-

#

ABCG'ODC

1

9F

L

BA4.

J

AF:E:FFCGF:4

I24M:08:0

1

,%**

J

H9BA:0.C.FG:0:FCGGCM9HCB9H

L

2CHPAH.9E

:0EGC22CB:90

)

c

*

'-G:0-D:2/FBC

#

&**)

#

+))

$

%4&

&!

+>4(%'

)

>

*

OAFDP9@.P

L

"e

#

YCGIB.PC

L

C^T

#

X@C09@!X

#

ABCG'-CG

J

H94

BAFB:0

$

T7O?

"

%)

J

H9BA:0F92

J

GAN

&

HAGAC.A8IH:0

1

2

L

F94

MCFBAH:CG:0EAFB:90:0@:BH9C08:0@:@9

)

c

*

'$UT,X22I09G

TA8T:FH9M:9G

#

&***

#

&;

$

%

&!

&>4++'

)

?

*

-CHH9FF:9/

#

XCF909!

#

-9BB90AT

#

ABCG'":C

1

09.B:FCFFI4

HCF

L

9EEAFCGFCG

J

H9BAFB:0C..C

L

:08:.B:0

1

I:.D:0

1

9H

1

C0:F

FCI.A.9EFDH90:F8:CHHDACEH92:HH:BCMGAM9KAG.

L

08H92A

!

C

J

H9.

J

AFB:@A.BI8

L

:0C8IGB.C08FD:G8HA0

)

c

*

'-G:0-DA2

#

&**+

#

);

$

<OB%

&!

?<%4?<>'

)

;

*

6:HCB.IPC,

#

aCBC0CMA/

#

/MIHCBC0:6

#

ABCG'5I29IH4

2A8:CBA8I

J

HA

1

IGCB:909EFDA29CBBHCFBC0B.C08HAFHI:B4

2A0B9E2

L

AG9:8FAGG.

J

HA8ABAH2:0A.GI0

1

2ABC.BC.:.

)

c

*

'

#CB-AGGV:9G

#

&**<

#

?

$

%&

&!

%+<;4%+>('

)

%*

*

7CE::,

#

3

L

8A0"',%**FDA29P:0A.2A8:CBAM99P2CHP:0

1

9E

J

HA2ABC.BCB:F0:FDA.

)

c

*

'#CB-AGGV:9G

#

&**<

#

?

$

%&

&!

%+&%4%+&+'

)

%%

*

TC0B9@C0:/'-C0FAH

!

X0EGC2:0

1

2ABC.BC.:.

)

c

*

'#CBIHA

#

&**;

#

)(>

$

>&&(

&!

+<4+>'

)

%&

*

,:0DCO

#

-GA2A0B.eS

#

VI0B,S

#

ABCG'-H9..4BCGPMABKAA0

2

L

AG9:848AH:@A8.I

JJ

HA..9HFAGG.C08 2CFH9

J

DC

1

A..IM4

@AHB.BI29H:22I0:B

L

B9KCH8CB

LJ

A&HA.

J

90.A

)

c

*

'cX24

2I09G

#

&**>

#

%>;

$

&

&!

;>>4;?+'

)

%+

*

,:0DCO

#

P̂9H9-

#

$9AGG"

#

ABCG'OH9:0EGC22CB9H

L

,%**

J

H9BA:0.HA

1

IGCBABDACFFI2IGCB:90 9E 2

L

AG9:848AH:@A8

.I

JJ

HA..9HFAGG.

)

c

*

'cX22I09G

#

&**?

#

%?%

$

>

&!

)<<<4

)<>('

)

%)

*范艳燕
'

核因子
4

%

V

在宫颈癌组织中的表达及其临床意义

)

c

*

'

重庆医学#

&*%*

#

+;

$

%<

&!

&%<<4&%<>'

)

%(

*熊秀娟
'

核因子
4

%

V

抑制物激酶
4

核因子
4

%

V

信号途径在肿

瘤发生中的作用)

c

*

'

国际肿瘤学杂志#

&**;

#

+<

$

+

&!

%<<4

%<;'

)

%<

*

6A5-

#

YD9I,

#

8C-9.BC35

#

ABCG'/.:2

J

G:E:A8.

L

.BA2

E9H

1

A0AHCB:0

1

HAF92M:0C0BC8A09@:HI.A.

)

c

*

'OH9F#CBG

/FC8,F:f,/

#

%;;?

#

;(

$

(

&!

&(*;4&(%)'

$收稿日期!

&*%%4*+4*;

!

修回日期!

&*%%4*)4&&

&

++&&

重庆医学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