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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腺癌是女性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据资料统计#发病

率占全部恶性肿瘤的
'P

!

!"P

'尽管目前对肿瘤的手术)化

疗和放疗三位一体的综合治疗已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仍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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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乳腺癌患者在治疗后
&

年内出现复发转移而导致治疗

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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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阐明乳腺癌侵袭转移的机制以及寻找相应的干

预措施#已成为提高患者
&

年生存率所面临的最大挑战'

有研究显示大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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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乳腺癌患者伴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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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在肺癌)食管癌)乳腺癌等恶性肿瘤发生

和演进 中 的 作 用 也 日 益 受 到 重 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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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别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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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与宫颈癌的发生)发展存在着密切的病因学关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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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与头颈部恶性肿瘤)肺癌和乳腺癌等恶性肿瘤的发生

与演进的关系也受到广泛关注'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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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7dTY5

与肿瘤的侵袭转移可能

存在着密切的关系'但是关于
dTY!/W/

和
W'

在促肿瘤细

胞侵袭和转移过程中的作用及其机制等问题仍不清楚'

人乳腺癌细胞系
*(\7'

是目前公认的具有低转移特性的

细胞系#并且已证实该细胞系
dTY!/

阴性'因此#本研究以

该细胞系为研究对象#建立了稳定高表达
dTY!/W/

)

W'

和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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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3

月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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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
%&

期



时表达
W/

"

W'

的乳腺癌细胞株#并通过
)F>65H;AA

实验进一步

探讨了
dTY!/W/

)

W'

和
W/

"

W'

对乳腺癌细胞侵袭能力的影

响'通过
+)7T(+

方法探讨
dTY!/W/

和
W'

对转移相关基

因
**T7%

表达的影响'结果显示!与
*(\7'

亲本细胞和

*(\7'7:;B<

细胞比较#

*(\7'7W/

)

*(\7'7W'

和
*(\7'7W/

"

W'

细胞穿过基膜的细胞数目明显增多#并且
**T7%J+a9

表达明显增加'表明
dTY!/W/

和
W'

可能通过诱导
**T7%

的表达而促进了
*(\7'

细胞的侵袭能力'有研究亦证实了

dTY!/W/

"

W'

可增强细胞的侵袭和转移能力*

!

#

!"

+

'

另外#

*(\7'7W/

细胞)

*(\7'7W'

细胞和
*(\7'7W/

"

W'

细胞中#以
*(\7'7W/

细胞和
*(\7'7W/

"

W'

侵袭能力增强最

为显著#表明
dTY!/W/

可能在促进肿瘤细胞侵袭和转移过

程中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其机制除促进
**T7%

的表达

之外还可能为!

dTY!/

等
?F7dTY5

的
W/

蛋白可通过其
(7

端

TXg

基序与调控细胞连接形成和细胞黏附等相关的
TXg

蛋白

相互作用#并诱导它们降解#从而引起肿瘤细胞间黏附性降低)

失去接触性抑制并有利于癌细胞侵袭和转移*

!!7!&

+

'

综上所述#本研究初步证实了
dTY!/W/

和
W'

稳定高表

达可以诱导
**T7%

的表达#并促进
*(\7'

细胞的侵袭能力'

从而为设计新的)以
dTY!/W/

和
W'

为靶点的治疗乳腺癌等

dTY5

相关肿瘤侵袭和转移的方案提供重要的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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