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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EJ<.

C

;EAGD3EDH<

M

@=G=<@;<FA=@?

#

6)0

&和对
'

3

半乳糖苷具有

特殊亲和力的区域#根据其分子的结构分为原型'嵌合型及串

联重复性三类#因能与
'

3

半乳糖苷特异性非共价结合并参与细

557!

重庆医学
"'!"

年
&

月第
%!

卷第
!7

期



胞内信号转导#从而调节细胞的黏附'增殖'迁移能力等#可能

参与了肿瘤病程的演进*据国内外相关研究报道
ZAB3!

与多

种肿瘤的发生'发展密切有关(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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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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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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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与

癌基因
_3)A?

相互作用#为其提供膜锚定位点#增强
)A?

介导

的信号转导过程#从而促进细胞向肿瘤细胞表型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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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

可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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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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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持续活化并激活转录因子#促使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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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会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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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促进肿瘤免

疫逃逸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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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dL@

M

等(

8

)的研究中提示#乳腺癌组织中
ZAB3!

在有淋巴

结转移的患者中明显高表达*

0D@

等(

7

)的研究显示#重组的

ZAB3!

可剂量依赖性地增加肿瘤细胞对层连蛋白
3!

$

BAF=@=@3!

&

或纤连蛋白$

N=JE<@DHG=@

&的黏附*另有实验显示
ZAB3!

能增加

前列腺癌和卵巢癌细胞对细胞外基质的黏附#

ZAB3!

可通过

*263"\+

蛋白调节同型的人黑色素瘤细胞的聚集*

ZAB3!

还

能通过与整合素分子结合或调节整合素分子的表达来调控肿

瘤转移过程#肿瘤细胞通过分泌
ZAB3!

削弱
1

细胞应答#使肿

瘤细胞获得倾向于免疫抑制的生长环境#进而参与到肿瘤细胞

的免疫逃逸*另外#

ZAB3!

可通过促进肿瘤血管新生而影响肿

瘤细胞的生长*在
ZAB3!

缺陷的小鼠中#由于血管新生受到抑

制#肿瘤的生长也受到明显抑制#

ZAB3!

在肿瘤血管生长中起到

基础性作用(

!'

)

*

本研究发现
ZAB3!

表达的改变与肿瘤细胞的发生'发展'

侵袭及获得转移表型密切相关#可作为一个潜在的
4T6,6

发

病与转移的观察指标*

ZAB3!

是一种分布广泛'作用复杂'调节

精细的半乳糖结合蛋白#其参与肿瘤细胞凋亡'黏附的确切机

制尚不清楚#深化其结构分析'信号转导和基因调控方面的研

究#将为肿瘤'炎症和自身性免疫疾病的诊治提供新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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