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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最近发现的一种

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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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的细胞因子#它由抗原提呈细胞产生#通过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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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肠癌组与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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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多态性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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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态性在大肠癌组与对照组中分布频率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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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态性在两

组人群中的分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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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位基因频率

的相对风险分析发现#

?D+)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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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单倍型
Y&;I5I

分析软件对
WC.'0

基因
?D+)1

"

4

和

'D*-#

"

4

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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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
?D+)1

"

4

和
'D*-#

"

4

单核苷酸多

态性存在强烈的连锁不平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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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0

&*联合基因型分

析发现#

?D+)4

"

'D*-4

单倍型携带者显著增加了大肠癌的

发病风险 $

Q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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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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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肠癌是一种严重危害着人类身体健康最常见的一种消

化道恶性肿瘤#但至今其发病机制仍未阐明*近年来的研究表

明#细胞因子在其中的作用越来越引起研究者的高度关注*

WC.'0

是新近发现的一种属于
WC.$'

家族的一种新的细胞

因子#由
%

'3

和
;:W<

两个片段组成的异源二聚体细胞因子#主

要是由抗原呈递细胞产生的细胞因子#能促进
#

细胞增殖#并

向
#N$

细胞方向分化产生
W7Z.

)

#在抗感染免疫及抗肿瘤免疫

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参与了机体多种疾病的演变过程'

).$$

(

*

近年来#许多在动物模型研究中表明
WC.'0

在抗肿瘤和抗血管

形成中起重要作用*

YRBPJGA

等'

$'

(利用神经母细胞瘤小鼠模

型研究发现
WC.'0

主要通过活化
"/3

]

#

细胞发挥抗肿瘤活性

和抑制肿瘤转移作用*

&5IRGR

等'

$<

(在
'**)

年首次证实了
WC.

'0

的抗肿瘤活性#他们将稳定表达
WC.'0

的小鼠结肠癌细胞

"ABAE'+

移植到小鼠体内#发现肿瘤生长大大受抑制#脾细胞

分泌
W7Z.

)

增多#

WC.'0

对
"ABAE'+

细胞有特异性的杀伤活性#

并发现主要由
"/3

]

#

细胞+

W7Z.

)

和
#.2JM

介导其抗肿瘤作

用*研究还发现在
W7Z.

)

敲除小鼠和非肥胖性糖尿病重症联

合免疫缺陷小鼠
WC.'0

仍然可以发挥抗肿瘤作用#

WC.'0

可以

不依赖
W7Z.

)

通过
d18

"

Y#1#

途径发挥抗肿瘤和抗血管形

成作用'

$)

(

*最近#国内学者杨丽娟等'

$-

(将
WC.'0

基因转染到

小鼠结肠腺癌细胞中#证明
WC.'0

能在体内明显抑制肿瘤的生

长#延长荷瘤小鼠的生存期#具有一定的抗肿瘤作用*以上研

究表明
WC.'0

在抗肿瘤和抗血管形成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WC.

'0

基因位于
$+

染色体短臂上$

$+

%

$$

&#由
-

个外显子和
)

个

内含子组成*研究表明#

WC.'0

基因具有遗传多态性#这种基

因多态性影响
WC.'0

的基因转录和表达#进而影响到
WC.'0

的

生物学功能#从而影响到肿瘤的发生+发展*因而#作者推测

WC.'0

基因多态性可能与肿瘤的易患性有关*

关于
WC.'0

基因多态性与大肠癌的关系#尚未见文献报

道*为进一步明确
WC.'0

基因多态性是否与大肠癌的发生相

关#本研究采用病例
.

对照的研究方法对
WC.'0

基因多态性进

行分析#结果发现大肠癌患者
WC.'0

基因
?D+)1

"

4

多态性分

布与健康人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其中
?D+)4

等位基因

携带者频率在大肠癌组显著高于对照组$

!

"

*(*-

&*联合基

因型进一步分析发现#

WC.'0

基因
?D+)1

"

4

和
'D*-#

"

4

单

核苷酸多态性存在强烈的连锁不平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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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4

单倍型携带者显著增加了大肠癌的发病风险$

Q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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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结果提示#

WC.'0

基因
?

D+)1

"

4

多态性和
?D+)4

"

'D*-4

单倍型与大肠癌的发病具

有相关性#其中
?D+)4

等位基因可能是大肠癌的遗传易感

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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