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临床研究!

SSZ3

基因在肾癌组织中的表达及其意义'

程
!

伟!张
!

雄%

!黄
!

捷!龚晋迁!周祥梅

"重庆市第九人民医院泌尿外科
!

<##:##

#

!!

摘
!

要"目的
!

研究
SSZ3

基因在人肾癌组织中的表达变化!初步探讨其与肾癌发生的关系$方法
!

对
<$

例开放手术切除

的肾癌组织标本进行免疫组织化学染色!应用
\__

图像分析软件对染色结果进行定量分析%运用
=R)_S=

技术检测肾癌组织标

本中
SSZ3B=Z+

的表达!应用
lJ?9A2A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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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分析软件对
=R)_S=

结果进行定量分析$

3;

例距离癌区
$,B

以上的正常肾

组织标本作为对照组!均经病理检查证实为正常组织$结果
!

免疫组织化学结果显示
SSZ3

基因在肾癌组织及正常肾组织中均

有表达!但其在肾癌组织中的表达强度显著高于正常肾组织"

A

#

#4#3

#$

=R)_S=

结果显示肾癌组织中
SSZ3B=Z+

的表达显

著多于正常肾组织"

A

#

#4#3

#$结论
!

SSZ3

基因在肾癌组织中表达增高!可能与肾癌的发生有重要关系$

关键词"肾肿瘤%免疫组织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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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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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是一种生长因子诱导的立早基因的产物#具

有癌基因活性#可以介导细胞信号转导#促进细胞黏附#与血管

形成和细胞外基质形成有关#在细胞间,细胞与基质间交流中

起重要作用+最新研究表明
SSZ3

在多种肿瘤中表达失调#并

且与肿瘤血管生成以及肿瘤进程密切相关-

3)"

.

+本文通过分子

生物学技术研究其在肾癌组织中的表达变化#初步探讨其与肾

癌发生的关系+

?

!

资料与方法

?4?

!

一般资料
!

选取本院
$##:

年至
$##;

年间肾癌石蜡包埋

标本
<$

例#其中男
"#

例#女
3$

例&年龄
":

!

:5

岁#平均
!$4!

岁+肿瘤细胞的分化程度按
YJ-@B?9

病理分级#包括
"

级
$#

例,

#

级
3$

例,

$

级
3#

例&按
RZ'

分期标准#分为
"

期
3#

例,

#

期
3;

例,

$

期
33

例,

/

期
"

例+所有患者均患有明显的

泌尿系感染#均未行放疗和化疗+另取
3;

例远离肾癌的正常

肾组织作为对照组+

?4@

!

主要试剂
!

抗
SSZ3

蛋白多克隆抗体购自美国
T?9A?)

S@JM

公司+单抗工作浓度
3U3##

#

&+L

为美国
T2

I

B?

公司产

品#购自北京中山生物技术公司+

=Z+

抽提试剂盒,

=R)_S=

试剂盒均购自大连宝生物公司+

?4A

!

方法

?4A4?

!

免疫组织化学法检测不同肾脏组织中
SSZ3

的表达
!

所有标本均经
3#̂

甲醛固定#石蜡包埋常规脱水#每个石蜡切

片选取最佳切取部位切片
"

张#制成
<

%

B

厚#备染色+采用

+LS

免疫组织化学染色#用已知肾癌标本切片作为阳性对照#

以磷酸盐缓冲液$

_LT

%代替一抗作为阴性对照+采用
\__

图

像分析软件对各组织中
SSZ3

的表达进行定量分析+结果判

定#

SSZ3

表达均以细胞质呈棕黄色着色计为阳性#运用
\__

计算其
\[&

值#

\[&

值越大#表达越弱+

?4A4@

!

半定量
=R)_S=

法检测不同肾脏组织中
SSZ3B=)

Z+

的表达
!

R@2

C

J>

$

_@1B>

I

?

%常规提取各组织总
=Z+

+取

各组总
=Z+

各
$

%

I

作为模板进行逆转录+

SSZ3

上游引物!

!f)+SRRS+R((RSSS+(R(S(S)"f

#下游引物!

!f)+++

RSS(((RRRSRRRS+S+)"f

#产物大小
3#6G

C

+以
(+_)

&/

为内对照+循环参数!

5< X !B29

#

5< X <!8

#

!; X 3

B29

#

:$X$B29

#共
"#

个循环#

:$ X :B29

+反应结束后行

$̂

琼脂糖凝胶电泳#凝胶成像后采用
lJ?9A2A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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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分析

软件进行定量分析#以
SSZ3

"

(+_&/

比值表示
SSZ3

的相对

表达水平+

?4B

!

统计学处理
!

所有数据用
T_TT3"4#

统计软件进行分

析#计量资料采用
? ;̀

表达#采用独立样本
6

检验#以
A

#

#4#!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4?

!

免疫组织化学检测肾癌组织中
SSZ3

的表达
!

SSZ3

在

肾脏组织中的免疫组化染色结果见封
"

图
3

,

$

#从图中可以看

<<$

重庆医学
$#3$

年
3

月第
<3

卷第
"

期

'

基金项目"重庆市卫生局基金资助项目$

#6)$)#6:

%+

!

%通讯作者#

R>F

!

3";;"";:$3;

&

.)B?2F

!

??Q>2,-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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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SSZ3

的阳性反应定位于细胞质#在肾癌和正常肾脏组织

中均可见到棕黄色阳性染色#呈散在分布+封
"

图
3

和图
$

分

别为
SSZ3

在肾癌组织和正常肾脏组织中的阳性染色结果#由

图中可以看到#肾癌组织中
SSZ3

棕黄色阳性染色强于正常肾

脏组织+将上述免疫组织化学结果用
\__

图像分析软件进行

分析#结果显示#

SSZ3

在肾癌组织中的阳性表达显著强于正

常肾脏组织$

A

#

#4#3

%#见表
3

+

表
3

!!

肾癌和正常肾脏组织中
SSZ3

的表达情况#

? ;̀

%

组别
\[&

值

肾癌组织
!64;:!k$4<!;

'

正常肾组织
5"4#3$k<46:5

!!

'

!

A

#

#4#3

#与正常肾脏组织比较+

图
"

!!

=R)_S=

检测肾癌和正常肾脏组织中

SSZ3B=Z+

表达量

@4@

!

半定量
=R)_S=

检测
SSZ3B=Z+

表达
!

图
"

为
SSZ3

和内参
(+_&/=R)_S=

结果的凝胶成像#由图中可以看到

3#6G

C

$

SSZ3

%及
<<"G

C

$

(+_&/

%处均有条带出现#

3#6G

C

处

的条带肾癌组较正常组明显+将上述凝胶成像结果用
lJ?9A2)

A

H

19>

图像分析软件进行分析#结果显示肾癌组
SSZ3B=Z+

的相对表达量显著高于正常肾脏组$

A

#

#4#3

%#见表
$

+

表
$

!!

肾癌和正常肾脏组织中
SSZ3B=Z+

表达量#

? ;̀

%

组别
SSZ3B=Z+

表达量

肾癌组织
#45;̀ #4#:

'

正常肾脏组织
#46#̀ #4#!

!!

'

!

A

#

#4#3

#与正常肾脏组织比较+

A

!

讨
!!

论

肾癌的关键治疗手段是根治性肿瘤切除术#但手术仅能治

疗早期肿瘤#对中,晚期肾癌根治性手术并不能达到根治目标#

因此#肾癌的早期诊断对肾癌治疗有重要意义+目前#仅靠影

像学对早期肾癌诊断较为困难#迫切需要寻找一个肾癌的早期

特异性癌标+

肾癌是一种高度血管化的肿瘤+肾癌组织中肿瘤细胞生

长因子$

%.(Y

%呈高表达#可以刺激新血管生成+

SSZ3

也称

为血管形成因子#在体内具有内源性激活血管形成的活性#通

过多种直接和间接机制#参与多个控制点调节血管形成-

<);

.

+

它可调节包括
%.(Y

在内的许多血管形成分子的产生和激

活#可能对肾癌的发生,发展和转移起着重要的作用#具有成为

肾癌早期癌标的潜在价值+

国外研究已经证实#

SSZ3

在多种肿瘤细胞中高表达#并

与肿瘤侵袭性和血管形成有关-

5)3"

.

+然而#

SSZ3

在肾癌组织

中表达情况如何#其在肾癌的发生,发展及肿瘤血管形成中有

何作用#目前国内外均未见报道+

本实验是一项有关
SSZ3

基因与肾癌关系的初步研究#探

讨了其表达改变与肾癌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

SSZ3

在肾癌

组织中的表达较正常肾组织显著增高#提示其可能在肾癌的发

生,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但具体机制有待于进一

步深入研究+

SSZ3

对于新生血管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而肾

癌是一种高度血管化的肿瘤#且肾癌组织中与血管形成关系密

切的
%.(Y

表达显著增加#二者之间是否具有某种因果关系2

SSZ3

是否通过调控
%.(Y

来影响肾癌血管生成#进而调控肾

癌的发生,发展2 此外#

SSZ3

具有调控细胞信号转导的作用#

其表达改变对肾癌细胞信号转导有何影响2 这些问题对于肾

癌的发生,肾癌进程,肾癌转移均具有重要意义#值得进一步深

入研究+此外#本实验证实肾癌组织中
SSZ3

表达显著增加#

因此#

SSZ3

具有作为肾癌潜在特异性癌标的价值#对肾癌的

早期诊断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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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防止关节僵硬畸形#同时按摩小腿肌肉及足部以延缓失去

神经支配的肌肉萎缩速度和程度#为神经损伤术后功能恢复奠

定良好基础+术后
<

周拆石膏托+出院的患者在家进行肌肉

按摩,理疗及练习行走等康复治疗+神经粘连松解术后
<;-

拆除石膏托#逐步锻炼下肢功能#同时按摩小腿肌肉及足部+

康复期综合应用运动训练-

3#

.

,物理治疗等-

33)3<

.方法#以促进坐

骨神经功能恢复+

腓总神经损伤的病例数明显多于胫神经损伤的病例

数-

3!

.

#可能与髋臼处神经的排列有关+术后神经功能的恢复

与手术方式间似有一定的关系#神经外膜松解的效果最好#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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