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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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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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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白在肝癌组织中的表达及意义$方法
!

用
e>8A>@9LF1A

法检测
!:

例肝癌组织及
$"

例肝硬化

组织的
'R+3

蛋白表达水平!并结合相关指标进行分析$结果
!

'R+3

蛋白在有转移肝癌组织中的表达明显高于无转移肝癌组

织和肝硬化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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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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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3

蛋白在肝癌组织中的表达与
.0B190819

分级不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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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结论
!

'R+3

蛋白在肝癌

组织中的表达与肝癌细胞的转移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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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瘤细胞的侵袭与转移极为复杂#其全过程受到多种基因

表达的调控+研究有关基因表达变化与其生物学现象的关系

是肿瘤学领域的重要课题+转移相关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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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白是近年来有关肿瘤侵袭,转移研究的

热点之一+现将采用
e>8A>@9LF1A

法测定
'R+3

蛋白在肝癌

组织及肝硬化组织中的表达结果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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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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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资料
!

!:

例肝癌组织和
$"

例肝硬化组织均取自本

院及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手术标本#肝癌组织为其肿瘤

边缘组织#肝硬化样本采自肝癌组织边缘
!,B

外质地坚硬组

织#转移性肝癌为有肝内或肝周围淋巴结转移者#以上样本均

经病理检查确定+肝癌患者年龄
"$

!

6:

岁#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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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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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进行分级#根据肿瘤形态,功能和分化程

度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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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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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有转移#

":

例无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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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剂与仪器
!

鼠抗人
'R+3

蛋白抗体$美国
T?9A?,@JM

公司%,电泳试剂盒$武汉博士得公司%,发光试剂盒$美国
(.

公司%,蛋白提取液$武汉博士得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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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袭小室$美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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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图像分析系统$美国
L\&)=+&

公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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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蛋白提取
!

用电子分析天平秤取组织#将该组织置

玻璃匀浆管内#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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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比例加蛋白提取液#按蛋白提

取液说明书进行操作+用分光光度法测定蛋白提取液中蛋白

含量#并调节蛋白含量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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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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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白表达
!

将上述蛋白组织液经
3##

I

"

P

T&T)

聚丙稀酰胺凝胶电泳#电转于
_%&T

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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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脂奶

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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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液封闭#经孵育一抗及二抗后#化学发光法显色#

图像分析系统拍摄并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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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将特异条带灰度数

字化+

'R+3

表达水平的相对值$

'R+3

蛋白表达系数%为

'R+3

蛋白条带灰度与内参蛋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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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白%条带灰度比

值+

'R+3

蛋白表达系数
V'R+3

蛋白积分光密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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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白积分光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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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处理
!

应用
T_TT334!

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学处

理#结果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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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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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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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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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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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白的表达
!

'R+3

蛋白在
$#

例有转移及
":

例无转移肝癌组织和
$"

例肝硬化组织中的表达系数分别为

34""̀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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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3

蛋白在有转移

的肝癌组织中的表达量明显高于无转移肝癌组织及肝硬化组

织中的表达#三者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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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检测有转移肝癌组织,无转移肝癌组织和肝硬化组织中

'R+3

蛋白表达的部分结果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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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转移的肝癌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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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转移的肝癌组织&

!

,

6

!肝硬化组织+

图
3

!!

'R+3

蛋白表达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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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3

蛋白表达与肝癌病理分级的关系
!

!:

例肝癌组

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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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白的表达与肿瘤的病理分级的关系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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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病理级别在无转移组之间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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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白的表达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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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转移肝癌组织之间比较差异也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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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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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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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白表达与肝癌组织有,无

转移相关#而与病理分级不相关+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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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3

蛋白表达与肝癌病理分级和有&无

!!!!

转移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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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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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白表达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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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

!

无转移
!

#4<5̀ #436

%%

#

级

!

有转移
<

34$5̀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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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转移
3$ #4!#̀ #43:

$

级

!

有转移
3# 34"<̀ #4$$

!

无转移
35 #4!3̀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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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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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转移
6 3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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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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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由
_>9,2F

等-

3

.于
355"

年在鼠乳腺癌细胞
3":6$

中发现#随后由
R1-

等-

$

.在人乳腺癌细胞株中找到相对应的

同源基因+其编码蛋白质含
:3!

个氨基酸残基#相对分子质量

为
;$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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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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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3

蛋白能与组蛋白去乙酰化酶$

-28A19>

0>?,>A-F?8>8

#

/&+S8

%结合#募集
/&+S8

到目标基因的启动

子区域#通过去除组蛋白的乙酰基#重塑染色质结构而不利于

转录-

<

.

#从而直接或间接下调某些抑制肿瘤浸润和转移的基因

转录+还可以改变细胞角蛋白丝的组装及细胞骨架蛋白的定

位#使细胞更具侵袭与转移的表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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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通过测定肝癌及肝硬化组织中
'R+3

蛋白的表达

发现#

'R+3

蛋白在有转移的肝癌组织中表达明显高于无转

移肝癌及肝硬化组织#但与病理分级无显著相关#这可能与本

实验样本数不够大有关#有待进一步加大样本量进行研究+本

研究结果显示#

'R+3

蛋白在肝癌组织中的高表达与肝癌细

胞转移密切相关+国内外亦有文献报道#

'R+3

蛋白在肝癌

及其他肿瘤组织中表达增高#与肿瘤细胞转移相关+

'119

等-

6

.研究发现#肝癌中
'R+F

基因的表达可促进微血管的形

成+蒋璐岑等-

:

.证实#

'R+3

蛋白在高转移潜能肝癌细胞株

的表达明显高于低转移潜能肝癌细胞株+

'R+3

能促进食管

癌细胞的侵袭,黏附和运动-

;

.

+

'R+3B=Z+

表达上调与胃

腺癌细胞的浸润及淋巴结转移相关-

5

.

+

P

I

J,-2

等-

3#

.证实#在

胰腺癌组织中
'R+3B=Z+

的过表达者#淋巴结转移率高+

在卵巢癌组织中有淋巴结转移则
'R+3B=Z+

表达亦高-

33

.

+

'R+3B=Z+

在有淋巴结转移的喉癌组织中明显高于无转移

者#提示
'R+3

是喉癌细胞转移的关键因素-

3$)3<

.

+

综上所述#

'R+3

蛋白表达的上调与包括肝癌在内的肿

瘤细胞转移相关#推测
'R+3

蛋白可能成为包括肝癌在内的

肿瘤细胞转移的标志物#亦提示
'R+3

蛋白可能成为治疗肿

瘤转移的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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