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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管内皮生长因子Ｃ和Ｄ在宫颈癌中的表达及其与淋巴转移关系


蒙玉刚，梁春燕，曾雅畅，安　明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妇产科，南宁５３００２１）

　　摘　要：目的　探讨血管内皮生长因子Ｃ、Ｄ（ＶＥＧＦＣ、ＶＥＧＦＤ）在人宫颈癌血清与组织中的表达水平及其与宫颈癌侵袭、转

移的关系。方法　采用酶联免疫分析法（ＥＬＩＳＡ）法和免疫组织化学ＳＰ方法分别检测１０例正常宫颈组，３６例宫颈上皮内瘤变

ＣＩＮⅢ组，４３例宫颈癌组血清和组织中 ＶＥＧＦＣ、ＶＥＧＦＤ表达水平，并分析表达结果与病理特征的关系。结果　（１）ＶＥＧＦＣ、

ＶＥＧＦＤ在正常宫颈组、ＣＩＮⅢ组及宫颈癌组血清和组织中的表达量依次增高（犘＜０．０５）；（２）伴淋巴结转移组ＶＥＧＦＣ、ＶＥＧＦ

Ｄ在血清及组织中的表达较无淋巴结转移组均明显升高（犘＜０．０５）；（３）宫颈癌组织中 ＶＥＧＦＣ、ＶＥＧＦＤ蛋白高表达率分别为

６５．１％、６０．５％，并均与淋巴结转移呈显著正相关（狉＝０．６１５、犘＝０．０２１；狉＝０．７０９、犘＝０．０１４）。结论　ＶＥＧＦＣ、ＶＥＧＦＤ通过促

进宫颈癌内淋巴管形成，与宫颈癌淋巴结转移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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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淋巴转移是影响宫颈癌预后的一个重要因素，淋巴结受累

与否是肿瘤的分期、治疗、判断复发及预后的主要依据。血管

内皮生长因子Ｃ（ｖａｓｃｕｌａｒｅｎｄｏｔｈｅｌｉａｌｇｒｏｗｔｈｆａｃｔｏｒＣ，ＶＥＧＦ

Ｃ）和血管内皮生长因子Ｄ（ｖａｓｃｕｌａｒｅｎｄｏｔｈｅｌｉａｌｇｒｏｗｔｈｆａｃｔｏｒ

Ｄ，ＶＥＧＦＤ）是目前已确认的淋巴管生长因子，与恶性肿瘤的

淋巴转移密切相关。关于ＶＥＧＦＣ、ＶＥＧＦＤ在宫颈癌血清表

达水平及其临床意义的研究报道较少。本研究通过联合酶联

免疫分析法（ＥＬＩＳＡ）法和免疫组化ＳＰ法检测子宫颈癌及癌前

病变患者血清及组织中 ＶＥＧＦＣ、ＶＥＧＦＤ的表达水平，进一

步全面分析ＶＥＧＦＣ、ＶＥＧＦＤ的表达水平及临床意义，为临

床宫颈癌的早期诊断，淋巴转移的发现与治疗提供新的临床

思路。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２０１１年９月至２０１２年８月本院妇科收治的

宫颈上皮内瘤变（ｃｅｒｖｉａｌｉｎｔｒａｅｐｉｔｈｅｌｉａｌｎｅｏｐｌａｓｉａ，ＣＩＮ）Ⅲ３６

例，宫颈癌患者４３例。４３例宫颈癌按ＦＩＧＯ临床分期标准分

为Ｉ期３０例，Ⅱ期１３例；鳞癌３２例，腺癌１１例；高分化１２例，

中分化１８例，低分化１３例；无淋巴结转移患者３３例，有淋巴

结转移１０例。正常宫颈１０例。患者年龄２９～６１岁，平均

（４４．３４±７．７５）岁，所有研究患者入院治疗前均无输血、化放疗

等相关治疗史。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ＶＥＧＦＣ、ＶＥＧＦＤ表达水平检测　所有研究对象均

以门诊病理检查确诊后入院，取肘静脉血，干燥试管收集４ｍＬ

血液，以２０００ｒ／ｍｉｎ离心１０～１５ｍｉｎ，取上清液置于－２０℃

保存待测，测定时注意避免反复冻融。选用双抗体夹心

ＥＬＩＳＡ法测定ＶＥＧＦＣ、ＶＥＧＦＤ浓度。试剂盒购于武汉华美

有限公司，实验步骤严格按照试剂盒说明书进行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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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２　ＨＥ染色和免疫组织化学染色　所有组织标本均经

４％甲醛固定，常规石蜡包埋，厚４μｍ连续切片，分别作ＨＥ染

色和免疫组织化学染色。兔抗人ＶＥＧＦＣ、ＶＥＧＦＤ多克隆抗

体购自Ｂｉａｗｏｒｌｄ生物技术有限公司，ＳＰ试剂盒购自北京中杉

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免疫组织化学染色方法按链霉素抗生物

素蛋白过氧化物酶（ＳＰ）法试剂盒说明书步骤进行。所有抗体

工作浓度均为１∶３５０。用已知阳性切片作阳性对照，ＰＢＳ液

代替一抗作阴性对照。

１．３　结果判定　通过设置标准品的浓度与所对应的ＯＤ值得

出ＶＥＧＦＣ、ＶＥＧＦＤ方程式分别为：Ｙ＝（１６６．０９Ｘ－６．０３）／

（１－０．０８Ｘ－０．９６Ｘ）；Ｙ＝（２４６５．２９Ｘ－２８１．８９）／（１－０．１１Ｘ

＋０．６８Ｘ）。依据对应的方程式求出研究患者血清中 ＶＥＧＦ

Ｃ、ＶＥＧＦＤ的浓度。ＶＥＧＦＣ、ＶＥＧＦＤ主要定位于肿瘤细胞

浆和（或）胞膜，阳性表达为棕黄色颗粒。按每张切片阳性细

胞比例及着色深浅计分，行半定量分析。阳性细胞所占比例判

断：无着色为０分，１／３以下着色为１分，１／３～２／３着色为２

分，２／３以上着色为３分。阳性强度：无着色０分，浅黄色为１

分，棕黄色为２分，棕褐色为３分。两项相乘，０分为－，

１～３分为＋，４～６分为＋＋，７～９分为＋＋＋。

１．４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１９．０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处理，

所有计量资料以狓±狊表示，分析方法采用狋检验，单因素方差

分析（ｏｎｅｗａｙＡＮＯＶＯ），ＳＮＫ狇检验，ＧａｍｅｓＨｏｗｅｌｌ检验，χ
２

检验，Ｓｐｅａｒｍａｎ分析。以犘＜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血清 ＶＥＧＦＣ、ＶＥＧＦＤ表达水平　２个因子中正常宫

颈组和ＣＩＮⅢ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狋＝１．８８７、犘＝

０．１０４；狋＝０．８８３、犘＝０．２０１）。宫颈癌组分别与正常宫颈组、

ＣＩＮⅢ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狋＝１２．９２４、犘＝０．００１；狋＝

７．４５３、犘＝０．００５；狋＝１１．６７４、犘＝０．００２；狋＝８．０９８、犘＝

０．０２１）。宫颈癌有转移淋巴转移组中 ＶＥＧＦＣ的表达浓度高

于宫颈癌无淋巴转移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狋＝７．４５６，犘＝

０．００３），见表１。

表１　　各组血清中ＶＥＧＦＣ、ＶＥＧＦＤ水平

　　　比较（狓±狊，ｐｇ／ｍＬ）

组别 狀 ＶＥＧＦＣ浓度水平 ＶＥＧＦＤ浓度水平

正常宫颈组 １０ ２６．４７１２±１３．２９３９ ４４．０６９０±２８．９５４５

ＣＩＮⅢ组 ３６ ２９．５１１０±２１．４９６０＆△ ７０．６５００±５６．１１５２＆△

宫颈癌无淋

巴转移组
３３ ４０．５６６９±４５．９４３４＃△ ３９０．０１３３±２９６．００６３＃△

宫颈癌淋巴

转移组
１０ ６７．９１６３±５４．６５０２＃＆ ５２５．５３７４±６１８．５２０９＃＆

　　：犘＞０．０５，与正常宫颈组比较；：犘＜０．０５，与正常宫颈组比

较；＃：犘＜０．０５，与ＣＩＮⅢ组比较；＆；犘＜０．０５，与宫颈癌无淋巴转移组

比较；△：犘＜０．０５，与宫颈癌有淋巴转移组比较。

２．２　血清 ＶＥＧＦＣ、ＶＥＧＦＤ表达水平与宫颈癌临床病理参

数的关系　血清ＶＥＧＦＣ、ＶＥＧＦＤ表达水平与宫颈癌临床分

期、病理组织类型、病理组织分化程度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犘＞０．０５），见表２～３。

２．３　ＶＥＧＦＣ、ＶＥＧＦＤ在各组宫颈组织中的表达　ＶＥＧＦ

Ｃ、ＶＥＧＦＤ在宫颈癌中均主要表达于癌细胞浆和（或）细胞

膜，在宫颈癌中表达增强并且在癌细胞间质浸润最明显处表达

最强，阳性产物为棕黄色颗粒，分别见图１～２。宫颈癌组织免

疫组化染色结果显示，ＶＥＧＦＣ、ＶＥＧＦＤ 高表达率分别为

６５．１％（２８／４３）、６０．５％ （２６／４３），ＣＩＮⅢ 组 表 达 率 分 别 为

１３．９％（５／３６）、１６．７％（６／３６）。从表４中可见，随着从正常宫

颈组织向宫颈癌的转化，ＶＥＧＦＣ、ＶＥＧＦＤ的阳性表达率均

呈递增趋势，表达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
２ ＝８．３４１、犘＝

０．００３，χ
２＝６．１３２、犘＝０．０１２；χ

２＝７．６２８、犘＝０．００６，χ
２＝

５．６４３、犘＝０．０２４）。

表２　　血清ＶＥＧＦＣ表达水平与宫颈癌临床病理

　　　参数的关系比较（狓±狊，ｐｇ／ｍＬ）

项目 狀 ＶＥＧＦＣ 狋／犉 犘

ＦＩＧＯ分期

　Ⅰ期 ３０ ４０．４８２５±１７．７４７１１ －

　Ⅱ期 １３ ５９．６１７５±２４．７２７６ １．３２５ ０．１０３

组织类型

　鳞癌 ３２ ４１．６８２９±１８．６８３８ －

　腺癌 １１ ４１．２２１７±１６．８１０７ ０．７６３ ０．７０２

组织分级

　高分化 １２ ３４．４６６０±１３．４０００ －

　中分化 １８ ４０．４０５０±１３．８６４２ －

　低分化 １３ ３２．１２４０±８．２９７１ 犉＝０．５５４ ０．５６１

　　－：表示无数据。

表３　　血清ＶＥＧＦＤ表达水平与宫颈癌临床病理

　　　参数的关系比较（狓±狊，ｐｇ／ｍＬ）

项目 狀 ＶＥＧＦＣ浓度水平（ｐｇ／ｍＬ） 狋／犉 犘

ＦＩＧＯ分期

　Ⅰ期 ３０ ３２１．５３１４±３０９．６５２９ －

　Ⅱ期 １３ ５０１．４０４０±２０９．４６９３ １．６７９ ０．０６０

组织类型

　鳞癌 ３２ ３２１．５３１４±３０９．６５２９ －

　腺癌 １１ ３９５．２６４３±２０３．７２５６ １．４３２ ０．１９９

组织分级

　高分化 １２ ３４０．１０２８±３０２．１１９８ －

　中分化 １８ ３２８．５３４３±２０３．７２５６ －

　低分化 １３ ３９５．２６４３±２１６．５６７３ 犉＝０．３２４ ０．８６３

　　－：表示无数据。

表４　　ＶＥＧＦＣ、ＶＥＧＦＤ在各类宫颈组织中的表达情况

组别 狀
ＶＥＧＦＣ

＋ －

ＶＥＧＦＤ

＋ －

正常宫颈组 １０ １ ９ １ ９

ＣＩＮⅢ组 ３６ ５ ３１ ６ ３０

宫颈癌组 ４３ ２８ １５ ２６ １７

２．４　ＶＥＧＦＣ、ＶＥＧＦＤ在宫颈癌组织中的表达与临床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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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的关系　淋巴结转移组ＶＥＧＦＣ、ＶＥＧＦＤ的表达较无淋

巴结转移组均明显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它们

的表达与肿瘤的临床分期、肿瘤大小、病理类型、病理分化程度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ＶＥＧＦＣ、ＶＥＧＦＤ表达与淋

巴结转移之间均存在正相关关系（狉＝０．６１５、犘＝０．０２１，狉＝

０．７０９、犘＝０．０１４），在淋巴结转移组ＶＥＧＦＣ、ＶＥＧＦＤ的阳性

表达率均明显高于无淋巴结转移组（犘＜０．０５），见表５。

表５　　ＶＥＧＦＣ、ＶＥＧＦＤ表达与宫颈癌临床病理

　　　参数的关系比较［狀（％）］

项目 狀
ＶＥＧＦＣ

阳性
χ
２ 犘

ＶＥＧＦＤ

阳性
χ
２ 犘

ＦＩＧＯ分期

　Ⅰ期 ３０ １８（６０．０） ２０（６６．７）

　Ⅱ期 １３ １０（７６．９）１．３２００．２５０ ８（６１．５） ２．０５１０．３２５

淋巴结转移

　无 ３３ ２２（６６．７） ２０（６０．６）

　有 １０ ８（８０．０） ７．５３２０．００４ ９（９０．０） ９．４２２０．００３

组织类型

　鳞癌 ３２ ２４（７５） ２２（６８．８）

　腺癌 １１ ７（６３．６） １．４２６０．３４０ ５（４５．５） ２．７６５０．３７７

组织分级

　高分化 １２ ８（６６．７） ７（５８．３）

　中分化 １８ ９（５０．０） ８（４４．４）

　低分化 １３ ６（４６．２） １．２３７０．５４６ ７（５３．８） １．４２３０．６１２

图１　　ＶＥＧＦＣ免疫组化染色（×２００、×４００）

图２　　ＶＥＧＦＤ免疫组化染色（×２００、×４００）

３　讨　　论

血管生成ＶＥＧＦ家族是一组分泌性糖蛋白，可以刺激内

皮细胞增殖并促进脉管生成，提高脉管特别是微小脉管的通透

性，促进新生脉管网的建立［１］。肿瘤血管生成主要受 ＶＥＧＦ

Ａ／ＶＥＧＦＲ２的调控，而肿瘤淋巴管生成主要受 ＶＥＧＦＣ、Ｄ／

ＶＥＧＦＲ３调控
［２］。近年的多数研究报道恶性肿瘤中ＶＥＧＦＣ

表达增加并促进淋巴转移是因为恶性肿瘤细胞产生ＶＥＧＦＣ，

并通过下述途径参与调节导致淋巴转移：（１）通过激活淋巴管

内皮细胞上ＶＥＧＦＲ３受体。刺激淋巴管内皮增生，诱导癌周

淋巴管增生，并降低淋巴管内皮细胞间的黏附，增加了肿瘤淋

巴转移机会［３］；（２）提高肿瘤细胞黏附作用。内皮细胞上的黏

附分子家族主要有３类免疫球蛋白基因超家族（其中包括生长

因子受体）能分泌 ＶＥＧＦＣ的肿瘤细胞通过淋巴管内皮细胞

上受体的亲和作用，使肿瘤细胞得以黏附到淋巴管内皮细胞

上；（３）作为一种趋化因子，使肿瘤细胞向淋巴管方向迁移
［４］。

研究显示ＶＥＧＦＣ的表达在人类乳腺癌、结肠直肠癌、前

列腺癌、睾丸癌、食管癌、胃癌、甲状腺癌、宫颈癌和子宫内膜癌

中与淋巴结转移显著相关［５１０］。本研究中，ＥＬＩＳＡ法检测各组

血清ＶＥＧＦＣ表达，正常宫颈组和ＣＩＮⅢ组比较，差异均无统

计学意义（狋＝１．８８７、犘＝０．１０４，狋＝０．８８３、犘＝０．２０１）。从正常

宫颈组、ＣＩＮⅢ组到宫颈癌组血清 ＶＥＧＦＣ表达依次升高，两

两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机制可能是宫颈癌肿

瘤细胞分泌ＶＥＧＦＣ，从而促进肿瘤细胞迁移和浸润，进一步

导致肿瘤淋巴管浸润和淋巴结转移。Ｍｉｔｓｕｈａｓｈｉ等
［１１］发现３０

例宫颈癌患者血清中 ＶＥＧＦＣ的表达水平与肿瘤分期、肿瘤

大小呈显著正相关，认为血清中 ＶＥＧＦＣ可以成为宫颈癌肿

瘤标志物。

Ｆｕｊｉｍｏｔｏ等
［１２］研究发现宫颈癌淋巴结转移中的 ＶＥＧＦＣ

表达明显增加，在原发肿瘤和转移淋巴结中 ＶＥＧＦＣ的高表

达是影响患者预后的因素。本研究中免疫组化结果示：其免疫

组化法表达与血清表达结果一致，可见 ＶＥＧＦＣ可作为判定

宫颈癌淋巴结转的有用指标。

相关研究认为ＶＥＧＦＤ的高表达与恶性肿瘤的淋巴结转

移或不良预后密切相关，也有研究认为两者间没有显著相关

性。Ｋｏｙａｍａ等
［１３］和 Ｈａｎｒａｈａｎ等

［１４］研究认为 ＶＥＧＦＤ的表

达水平在肿瘤中并不明显升高，而在正常组织中明显升高，并

与患者的淋巴结转移及预后无明显相关性。Ｓｔａｃｋｅｒ等
［１５］在

小鼠肿瘤异种移植模型中证实ＶＥＧＦＤ能够诱导肿瘤内淋巴

管形成，肿瘤细胞上表达的 ＶＥＧＦＤ能够促进肿瘤细胞向淋

巴结转移。本研究中ＶＥＧＦＤ在宫颈癌血清及组织中的表达

均明显升高，提示 ＶＥＧＦＤ在宫颈癌中是高表达的６０．５％

（２６／４３），同样血清及组织中 ＶＥＧＦＤ的表达与肿瘤临床分

期、病理类型、病理分化程度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

但ＶＥＧＦＤ的表达水平与患者的淋巴结转移密切相关（狉＝

０．７０９、犘＝０．０１４），宫颈癌伴淋巴结转移组患者ＶＥＧＦＤ血清

的高表达、组织的高表达率均明显高于无淋巴结转移组（犘＜

０．０５）。宫颈癌组织中 ＶＥＧＦＣ和 ＶＥＧＦＤ阳性率明显高于

正常宫颈组织及宫颈上皮内瘤样病变组织。且表达程度随肿

瘤的恶性程度上升而增高，说明 ＶＥＧＦＣ和 ＶＥＧＦＤ在宫颈

癌发展过程中起重要作用。ＶＥＧＦＤ在宫颈疾病组织中的表

达与ＶＥＧＦＣ呈正相关，二者在宫颈癌癌变过程中表达逐步

增强。

参考文献：

［１］ ＶｅｉｋｋｏｌａＴ，ＡｌｉｔａｌｏＫ．ＶＥＧＦｓ，ｒｅｃｅｐｔｏｒｓａｎｄａｎｇｉｏｇｅｎｅｓｉｓ

［Ｊ］．ＳｅｍｉｎＣａｎｃｅｒＢｉｏｌ，１９９９，９（３）：２１１２２０．

［２］ ＲｏｕｚａｕｔＡ，ＩｒｉｇｏｙｅｎＭ，ＭｏｎｔｕｅｎｇａＬＭ．Ｌｙｍｐｈａｎｇｉｏｇｅｎ

８７０２ 重庆医学２０１３年６月第４２卷第１８期



ｅｓｉｓａｎｄｌｕｎｇｃａｎｃｅｒ［Ｊ］．ＪＴｈｏｒａｃＯｎｃｏ，２００７，２（５）：３８４

３８６．

［３］ＪｏｕｋｏｖＶ，ＰａｊｕｓｏｌａＫ，ＫａｉｐａｉｎｅｎＡ，ｅｔａｌ．Ａｎｏｖｅｌ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ｅｎｄｏｔｈｅｌｉａｌｇｒｏｗｔｈｆａｃｔｏｒ，ＶＥＧＦＣ，ｉｓａｌｉｇａｎｄｆｏｒｔｈｅ

Ｆｉｔ４（ＶＥＧＦＲ３）ａｎｄＫＤＲ（ＶＥＧＦＲ２）ｒｅｃｅｐｔｏｒｔｙｒｏｓｉｎｅ

ｋｉｎａｓｅｓ［Ｊ］．ＥＭＢＯＪ，１９９６，１５（２）：２９０２９８．

［４］ ＯｈＳＪ，ＪｅｈｓｃｈＭＭ，ＢｉｒｋｅｎｈａｇｅｒＲ，ｅｔａｌ．ＶＥＧＦａｎｄＶＥＧＦ

Ｃ：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ｉｎｄ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ａｎｇｉｏｇｅｎｅｓｉｓａｎｄｌｙｍｐｈａｎｇｉｏｇｅｎｅ

ｓｉｓｉｎ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ｅｄａｖｉａｎｃｈｏｒｉｏａｌｌａｎｔｏｉｃｍｅｍｂｒａｎｅ

［Ｊ］．ＤｅｖＢｏｉｌ，１９９７，１８８（１）：９６１０９．

［５］ ＣｒｏｗｅＭＪ，ＶｏｎＤｅｒＷｅｉｄＰＹ，ＢｒｏｃｋＪＡ，ｅｔａｌ．Ｃｏｏｒｄｉｎａ

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ｉｌｅ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ｉｎｇｕｉｎｅａｐｉｇｍｅｓｅｎｔｅｒｉｅｌｙｍ

ｐｈａｔｉｃｓ［Ｊ］．ＪＰｈｙｓｉｏｌ，１９９７，５００（２）：２３５２４４．

［６］ ＹａｎＣ，ＺｈｕＺＧ，ＹｕＹＹ，ｅｔａｌ．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ｖａｓｃｕｌａｒｅｎ

ｄｏｔｈｅｌｉａｌｇｒｏｗｔｈｆａｃｔｏｒＣａｎｄｃｈｅｍｏｋｉｎｅｒｅｃｅｐｔｏｒＣＣＲ７

ｉｎｇａｓｔｒｉｃ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ｖａｌｕｅｓｉｎ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ｎｇｌｙｍｐｈ

ｎｏｄｅｍｅｔａｓｔａｓｉｓ［Ｊ］．ＷｏｒｌｄＪＧａｓｔｒｏｅｎｔｅｒｏｌ，２００４，１０（６）：

７８３７９０．

［７］ ＫａｒｋｋａｉｅｎＭＪ，ＨａｉｋｏＰ，ＳａｉｎｉｏＫ，ｅｔａｌ．Ｖａｓｃｕｌａｒｅｎｄｏｔｈｅ

ｌｉａｌｇｒｏｗｔｈｆａｃｔｏｒＣｉｓｒｅｑｕｉｒｅｄｆｏｒｓｐｒｏｕｔ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ｆｉｒｓｔ

ｌｙｍｐｈａｔｉｃｖｅｓｓｅｌｆｒｏｍ ｅｍｂｒｙｏｎｉｃｖｅｉｎｓ［Ｊ］．ＮａｔＩｍ

ｍｏｕｎｏｌ，２００４，５（１）：７４７６．

［８］ ＹｏｎｅｍｕｒａＹ，ＥｎｄｏＹ，ＴａｂａｔａＫ，ｅｔａｌ．ＲｏｌｅｏｆＶＥＧＦＣ

ａｎｄＶＥＧＦＤｉｎｌｙｍｐｈａｎｇｉｏｇｅｎｓｉｓｉｎｇａｓｔｒｉｃｃａｎｃｅｒ［Ｊ］．

ＩｎｔＪＣｌｉｎＯｎｃｏｌ，２００５，１０（５）：３１８３２１．

［９］ＬｉＬ，ＬｉｕＱ，ＤｏｎｇＰ．Ｔｈｅ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ｎｄｒｏｌｅｏｆＶＥＧＦＣ

ａｎｄｉｔｓｒｅｃｅｐｔｏｒＦＬＴ４ｉｎｌａｒｙｎｇｅａｌａｎｄｈｙｐｏｐｈａｒｙｎｇｅｒｌ

ｓｑｕａｍｏｕｓｃｅｌｌ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ｍｅｔａｓｔａｓｉｓ［Ｊ］．ＬｉｎＣｈｕａｎｇＥｒＢｉ

ＹａｎＨｏｕＫｅＺａＺｈｉ，２００５，１９（８）：８４５８４７．

［１０］ＯｎｏｇａｗａＳ，ＫｉｔａｄａｉＹ，ＴａｎａｋａＳ，ｅｔａｌ．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ＶＥＧＦ

ＣａｎｄＶＥＧＦＤａｔｔｈｅｉｎｖａｓｉｖｅｅｄｇｅ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ｅｗｉｔｈｌｙｍｐｈ

ｎｏｄｅｍｅｔａｓｔａｓｉｓａｎｄｐｒｏｇｎｏｓｉｓｏ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ｗｉｔｈｃｏｌｏｒｅｃｔａｌ

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Ｊ］．ＣａｎｃｅｒＳｃｉ，２００４，９５（１）：３２３６．

［１１］ＭｉｔｓｕｈａｓｈｉＡ，ＳｕｚｕｋａＫ．Ｓｅｒｕｍｖａｓｃｕｌａｒｅｎｄｏｔｈｅｌｉａｌｇｒｏｗｔｈ

ｆａｃｔｏｒＣ（ＶＥＧＦＣ）ａｎｄＶＥＧＦＣｌｅｖｅｌａｓｔｕｒｍｏｒｍａｒｋｅｒｓ

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ｗｉｔｈ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Ｊ］．Ｃａｎｃｅｒ，２００５，１０３

（４）：７２４７３０．

［１２］ＦｕｊｉｍｏｔｏＪ，ＴｏｙｏｋｉＨ，ＳａｔｏＥ，ｅｔａｌ．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ｖａｓｃｕｌａｒｅｎｄｏｔｈｅｌｉａｌｆａｃｔｏｒＣｉｎｌｙｍｐｈｎｏｄｅ

ｍｅｔａｓｔａｓｉｓｏｆｕｔｅｒｉｎｅ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ｃａｎｃｅｒ［Ｊ］．ＢｒＪＣａｎｃｅｒ，

２００４，９１（３）：４６６４６９．

［１３］ＫｏｙａｍａＹ，ＫａｎｅｋｏＫ，ＡｋａｚａｗａＫ，ｅｔａｌ．Ｖａｓｃｕｌａｒｅｎｄｏ

ｔｈｅｌｉａｌｆａｃｔｏｒＣａｎｄｖａｓｃｕｌａｒｅｎｄｏｔｈｅｌｉａｌｆａｃｔｏｒＤｍｅｓｓｅｎ

ｇｅｒＲＮＡ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ｉｎｂｒｅａｓｔｃａｎｃｅｒ：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

ｌｙｍｐｈｎｏｄｅｍｅｔａｓｔａｓｉｓ［Ｊ］．ＣｌｉｎＢｒｅａｓｔＣａｎｃｅｒ，２００３，４

（５）：３５４３５６．

［１４］ＨａｎｒａｈａｎＭＪ，ＣｕｒｒｉｅＳＰ，Ｇｕｎｎｉｎｇｈａｍ，ｅｔａｌ．Ｔｈｅａｎｇｉｏ

ｇｅｎｉｃｓｗｉｔｃｈｆｏｒｖａｓｃｕｌａｒｅｎｄｏｔｈｅｌｉａｌｆａｃｔｏｒＶＥＧＦＡ，

ＶＥＧＦＢ，ＶＥＧＦＣａｎｄＶＥＧＦＤｉｎａｄｅｎｏ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ｓｅ

ｑｕｅｎｃｅｄｕｒｉｎｇｃｏｌｏｒｅｃｔａｌｃａｎｃｅｒ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Ｊ］．ＪＰａｔｈｏｌ，

２００３，２００（２）：１８３１８５．

［１５］ＳｔａｃｋｅｒＳＡ，ＣａｅｓａｒＣ，ＢａｌｄｗｉｎＭＥ，ｅｔａｌ．ＶＥＧＦＤｐｒｏ

ｍｏｔｅｓｔｈｅｍｅｔａｓｔａｔｉｃｓｐｒｅａｄｏｆｔｕｍｏｒｃｅｌｌｓｖｉａｔｈｅｌｙｍ

ｐｈａｔｉｃｓ［Ｊ］．ＮａｔＭｅｄ，２００９，７（２）：１８６１８９．

（收稿日期：２０１２１２３０　修回日期：２０１３０２１８）

（上接第２０７５页）

参考文献：

［１］ ＨｅｒｂｓｔＲＳ，ＨｅｓｓＫＲ，ＴｒａｎＨＴ，ｅｔａｌ．ＰｈａｓｅⅠｓｔｕｄｙｏｆ

ｒｅｃｏｍｂｉｎａｎｔｈｕｍａｎｅｎｄｏｓｔａｔｉｎ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ｓｏｌｉｄｔｕｍｏｒｓ［Ｊ］．ＪＣｌｉｎＯｎｃｏ，２００２，２０（１８）：３７９２３８０３．

［２］ ＴｈｏｍａｓＪＰ，ＡｒｚｏｏｍａｎｉａｎＲＺ，ＡｌｂｅｒｔｉＤ，ｅｔａｌ．ＰｈａｓｅⅠ

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ｋｉｎｅｔｉｃａｎｄ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ｔｕｄｙｏｆｒｅｃｏｍｂｉ

ｎａｎｔｈｕｍａｎｅｎｄｏｓｔａｔｉｎ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ｓｏｌｉｄ

ｔｕｍｏｒｓ［Ｊ］．ＪＣｌｉｎＯｎｃｏ，２００３，２１（２）：２２３２３１．

［３］ 杨林，王金万，汤仲明，等．重组人血管内皮抑制素Ⅰ期临

床研究［Ｊ］．中国新药杂志，２００４，１３（６）：５４８５５３．

［４］ 杨林，王金万，崔成旭，等．重组人血管内皮抑素 ＹＨ１６

联合用药治疗非小细胞肺癌的多中心Ⅱ期临床试验［Ｊ］．

中国新药杂志，２００５，１４（２）：２０４２０７．

［５］ 王金万，孙燕，刘永煜，等．重组人血管内皮抑素联合 ＮＰ

方案治疗晚期ＮＳＣＬＣ随机、双盲、对照、多中心Ⅲ期临床

研究［Ｊ］．中国肺癌杂志，２００５，８（４）：２８３２９０．

［６］ ＷａｎｇＪ，ＳｕｎＹ，ＱｉｎＳＫ，ｅｔａｌ．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ｐｈａｓｅⅣ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ｔｒｉａｌｏｆｃｏｍｂｉｎｉｎｇｅｎｄｏｓｔａｒｗｉｔｈｃｈｅｍｏｔｈｅｒａｐｙｆｏｒｔｒｅａｔ

ｍｅｎｔｏｆ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ｎｏｎｓｍａｌｌｃｅｌｌｌｕｎｇｃａｎｃｅｒ（ＮＳＣＬＣ）

［Ｊ］．ＪＣｌｉｎＯｎｃｏｌ，２０１０，２８（５）：７５９７６２．

［７］ ＦｏｌｋｍａｎＪ．Ｔｕｍｏｒａｎｇｉｏｇｅｎｅｓｉｓ：ｔｈｅｒａｐｅｕｔｉｃ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Ｊ］．ＮＥｎｇｌＪＭｅｄ，１９７１，２８５（２１）：１１８２１１８６．

［８］ＣｏｎｔｅＰＦ，ＧｕａｍｅｒｉＶ，ＢｒｕｚｚｉＰ，ｅｔａｌ．Ｃｏｎｃｏｍｉｔａｎｔｖｅｒｓｕｓ

ｓｅｑｕｅｎｔｉａｌ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ｅｐｉｒｕｂｉｃｉｎａｎｄｐａｃｌｉｔａｘｅｌａｓ

ｆｉｒｓｔｌｉｎｅｔｈｅｒａｐｙｉｎｍｅｔａｓｔａｔｉｃｂｒｅａｓｔ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ｒｅｓｕｌｔｓ

ｆｒｏｍｔｈｅＧｒｏｕｐｐｏＯｎｃｏｌｏｇｉｃｏＮｏｒｄＯｖｅｓｔ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

Ｔｒｉａｌ［Ｊ］．Ｃａｎｃｅｒ，２００４，１０１（４）：７０４７１２．

［９］ 张志强，江泽飞，宋三泰．吉西他滨在乳腺癌化疗中的临

床应用［Ｊ］．国外医学：肿瘤学分册，２００５，３０（２）：２３２２３５．

［１０］王健．多西紫杉醇联合卡培他滨治疗晚期乳腺癌临床观

察［Ｊ］．河北医药，２０１１，３３（２３）：３５５２３５５３．

［１１］柴文英，马芸，李萍，等．多西紫杉醇联合卡培他滨治疗蒽

环类耐药的晚期乳腺癌［Ｊ］．肿瘤预防与治疗，２０１１，２４

（４）：１６４１６６．

［１２］苏春荣．多西紫杉醇联合顺铂治疗蒽环类耐药的晚期乳

腺癌的临床疗效观察［Ｊ］．中国实用医药，２０１０，３６（１）：４４

４５．

［１３］唐朝锋，马月琴．多西紫杉醇联合顺铂治疗晚期乳腺癌

２３例［Ｊ］．中国实用医药，２０１１，６（１）：１２０１２１．

（收稿日期：２０１２１２０８　修回日期：２０１３０２２２）

９７０２重庆医学２０１３年６月第４２卷第１８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