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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黄地鼠颊黏膜鳞癌动物模型的建立及其生物学特性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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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目的　建立金黄地鼠颊黏膜鳞癌动物模型，观察其生物学特性。方法　４０只采用０．０５％４硝基喹啉１氧化物

（４ＮＱＯ）涂抹颊黏膜，１０只采用自来水涂抹颊黏膜。苏木精伊红（ＨＥ）、转录因子蛋白（Ｆｏｘｍ１）免疫组织化学观察第８、１２周组

织标本。有限稀释法体外传代培养颊黏膜组织标本，观察平板克隆形成率，检测单克隆细胞内细胞角蛋白（ＣＫ）和波形蛋白

（Ｖｉｍ）表达，染色体分析确定细胞核型。结果　第１２周时２６（８４．６％）只颊黏膜病理为原位癌，ＨＥ染色、Ｆｏｘｍ１免疫组织化学结

果表明，符合鳞癌细胞基本特征，ＣＫ和Ｖｉｍ免疫组织化学阳性率约为９６．０％，染色体为四倍体核型。结论　４ＮＱＯ涂抹诱发金

黄地鼠颊黏膜癌变，建立金黄地鼠颊黏膜鳞癌动物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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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腔鳞癌是口腔颌面部恶性肿瘤最多见的一类，本课题组

采用水溶性致癌剂，４硝基喹啉１氧化物（４ｎｉｔｒｏｑｕｉｎｏｌｉｎｅ１

ｏｘｉｄｅ，４ＮＱＯ）涂擦诱发金黄地鼠颊黏膜鳞癌，通过检测细胞角

蛋白、波形蛋白等与肿瘤密切相关的蛋白表达，研究金黄地鼠

颊癌的诱发情况。角蛋白的是一种常用的肿瘤免疫组织化学

标记物，阳性表达见于癌，间皮瘤等［１］，多种上皮源性肿瘤均可

表达波形蛋白，且与肿瘤细胞的分化、侵袭和转移密切相关［２］。

本文通过诱发金黄地鼠颊黏膜鳞癌旨在寻找更简便、更接近人

类自然生癌过程的建模方法，为基础和临床研究提供较理想的

口腔鳞癌动物模型。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动物与主要试剂　金黄地鼠５０只（南京医科大学提供）；

细胞角蛋白（ｃｙｔｏｋｅｒａｔｉｎ，ＣＫ）单克隆抗体（克隆 ＡＥ１／ＡＥ３）和

波形蛋白（ｖｉｍｅｎｔｉｎ，Ｖｉｍ）单克隆抗体，购自 ＤＡＫＯ 公司；

４ＮＱＯ购自Ｓｉｇｍａ公司；ＣｙｃｌｅＴｅｓｔｔｍｐｌｕｓＤＮＡ试剂盒购自美

国 ＢＤ 公司，转录因子蛋白质 （ｆｏｒｋｈｅａｄｂｏｘｐｒｏｔｅｉｎ Ｍ１，

Ｆｏｘｍ１）抗体购自ＳａｎｔａＣｒｕｚ公司。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造模及标本采集　５０只金黄地鼠，４０只采用０．０５％

化学致癌剂４ＮＱＯ涂抹金黄地鼠颊黏膜为实验组，１０只采用

自来水涂抹颊黏膜为对照组。分别于第８周处死实验组１０

只、对照组５只。第１２周处死实验组３０只、对照组５只，无菌

条件下切取涂抹处颊黏膜组织块，１０％中性甲醛固定，苏木精

伊红（ＨＥ）染色、Ｆｏｘｍ１免疫组织化学观察第８、１２周组织标

本肿瘤诱发情况。

１．２．２　有限稀释法筛选单克隆肿瘤细胞
［３］
　将第１２周组织

标本用磷酸盐缓冲液（ＰＢＳ）清洗数次，去除成纤维细胞，制备

成单细胞悬液。将上述细胞悬液移入２４孔板内，１毫升／孔，

连续传代培养。培养细胞８０％汇合后，收集细胞，用培养液稀

释细胞密度至５～１０个／毫升，以每孔２００μＬ接种于９６孔板，

２４ｈ后标记含有单个细胞的孔。第４天开始对单克隆细胞形

成的细胞集落继续培养；培养条件为含１０％胎牛血清的 ＲＰ

ＭＩ１６４０培养液，３７℃、５％ＣＯ２ 培养箱。

１．２．３　疫组织化学法　将细胞悬浮液置于培养板中，使盖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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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完全浸在培养液中，当细胞生长至覆盖培养板底部２／３面积

时，用盖片镊轻轻取出盖玻片，ＰＢＳ轻轻漂洗，４℃预冷１０％中

性甲醛固定４５ｍｉｎ，ＰＢＳ洗涤３次。０．２％ ＴｒｉｔｏｎＸ１００破膜

１０ｍｉｎ，３％ Ｈ２Ｏ２ 孵育３０ｍｉｎ。室温下ＰＢＳ洗涤后，吸净水

分，加一抗，孵育２ｈ。ＰＢＳ洗涤后，吸净水分，滴加 Ｅｎｖｉ

ｓｉｏｎＴＭ二抗，孵育３０ｍｉｎ，ＰＢＳ洗涤后，加ＤＡＢ于盖玻片细胞

上，显色室温静置５～１０ｍｉｎ，自来水洗涤，ＨＥ淡染，梯度酒精

脱水，树脂封片，镜下观察，照相。

１．２．４　４６代细胞分裂中期的染色体核型分析　取指数分裂

期细胞加入秋水仙素，终浓度为０．０３μｇ／ｍＬ，温箱培养过夜，

轻轻吹打分裂象细胞，移入１０ｍＬ离心管，经０．０８ｍｏｌ／ＬＫＣｌ

低渗２次，每次３０ｍｉｎ；用固定液（醋酸∶甲醇＝１∶３）预固定

３次后，加入１ｍＬ固定液轻吹打均匀，将细胞悬液滴于预冷载

玻片，室温干燥，新 Ｇｉｅｍｓａ液染色２０ｍｉｎ，冲洗，干燥，封片。

油镜下观察分散良好的染色体，并拍照［４］。

２　结　　果

２．１　模型外观观察　对照组金黄地鼠颊黏膜呈粉红色富有弹

性，无白斑样改变，黏膜下可见清晰血管，为正常金黄地鼠颊黏

膜外观。实验组金黄地鼠第８周９（９０．０％）只金黄地鼠颊黏

膜呈大小不等的片状、均匀浅白色样改变，略高出黏膜表面；表

面粗糙，第１２周２６（８４．６％）只金黄地鼠颊黏膜白色斑块中间

夹杂数个２～４ｍｍ大小不等红色斑块区，表面较粗糙，高出正

常黏膜表面，见图１。

２．２　组织切片的细胞形态学观察　药物涂抹８周后，细胞细

胞核质比例增加，上皮钉突伸长呈点滴状，颊黏膜不典型增生；

药物涂抹１２周颊鳞癌形成，可见细胞有核分裂象和异常核分

裂（图２）。Ｆｏｘｍ１免疫组织化学结果显示，正常黏膜（图３Ａ）；

第８周颊黏膜标本，细胞异型性和细胞间黏聚力显著降低，基

底细胞极性消失，细胞核仁增大、浓染（图３Ｂ）；第１２周颊黏膜

标本，Ｆｏｘｍ１表达明显增强，核浆比例增大，有丝分裂象增加，

上皮层次紊乱，细胞异型性明显，为原位癌（图３Ｃ）。

　　箭头：颊癌。

图１　　４ＮＱＯ诱发１２周的金黄地鼠颊黏膜鳞癌动物模型

　　Ａ：正常金黄地鼠颊黏膜组织；Ｂ：涂药８周后金黄地鼠颊黏膜组织；Ｃ：涂药１２周后金黄地鼠颊黏膜组织。

图２　　４ＮＱＯ诱到金黄地鼠颊黏膜组织（ＨＥ，×１００）

　　Ａ：正常金黄地鼠颊黏膜组织；Ｂ：涂药８周后金黄地鼠颊黏膜组织；Ｃ：涂药１２周后金黄地鼠颊黏膜组织。

图３　　４ＮＱＯ诱到金黄地鼠颊黏膜组织（Ｆｏｘｍ１免疫组织化学染色，×１００）

２．３　平板单克隆鳞癌肿瘤细胞的形成　经体外纯化和有限稀

释法培养，含有单细胞的９６孔培养板中，５ｄ后可见含４～１０

个细胞不等的细胞团，大部分细胞团在生长至１０ｄ后，开始老

化死亡；至１８ｄ时，３块９６孔板共有４个孔有细胞集落形成；

将此４孔中的细胞分别转移至１２孔板中培养；２６ｄ时再将细

胞分别转移至６孔板中培养。其中一孔形态为多角形的细胞，

经连续传代培养，最后得到单克隆来源的鳞癌细胞［５］，见图４。

２．４　单克隆鳞癌细胞中ＣＫ、Ｖｉｍ的表达　ＣＫ、Ｖｉｍ阳性染色

为胞浆棕褐色颗粒，Ｖｉｍ阳性反应物主要分布于细胞核膜、核

仁和突起的末梢；ＣＫ阳性反应物质定位于胞质，但以细胞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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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部明显，均呈现棕黄色。结果显示细胞ＣＫ、Ｖｉｍ阳性率为

９６．０％以上，见图５。

２．５　单克隆鳞癌细胞染色体核型分析　第４６代细胞染色体

计数结果都为四倍体核型，染色体众数为８４条，见图６。

图４　　平板细胞单克隆形成图（×２００）

　　Ａ：ＣＫ；Ｂ：Ｖｉｍ。

图５　　单克隆鳞癌细胞中ＣＫ、Ｖｉｍ蛋白表达

（免疫组织化学染色×１００）

图６　　第４６代单克隆鳞癌细胞染色体核型（×５００）

３　讨　　论

颊黏膜鳞癌的产生多要经历由正常上皮→异常增生→癌

变的变化过程［６］。４ＮＱＯ是水溶性喹啉衍生物，是一种很强的

水溶性前体致癌剂，属芳香胺杂环化合物，以共价键的方式与

靶器官细胞ＤＮＡ结合，并破坏染色体的结构，最终导致癌发

生［７］。口腔鳞状细胞癌占头颈部恶性肿瘤的８０％以上，由于

地域、生活习惯等不同，不同地区的发病率有一定的差异［８］。

本研究目的是水溶性诱癌剂４ＮＱＯ对金黄地鼠颊黏膜复层鳞

状上皮的诱变作用，确定其致癌的情况，以获得易建立、重复性

好、稳定且与人颊癌发生相似的动物模型。动物肿瘤模型，密

切模仿人类口腔癌是最重要的除了有效的化学预防提供线索，

在阐明肿瘤转化的机制［９］。本研究并对肿瘤组织的生物学特

性进行研究，该鳞癌模型生长缓慢、潜伏期较长，致癌过程和组

织病理学特征与人口腔癌相似，方法简便，靶器官代表性强，为

口腔鳞癌的发生机制研究和防治药物筛选提供了较理想的动

物模型。为下一步地研究提供条件支持。

用４ＮＱＯ涂檫８周时，金黄地鼠颊黏膜病变以中度至重

度异常增生为主，黏膜上皮异常增生的比例高，ＨＥ染色、

Ｆｏｘｍ１免疫组织化学显示上皮由数层不规则细胞组成，表现

为增生的细胞，大小不一，形态多样，细胞核大而浓染，核质比

例增大。用４ＮＱＯ涂檫１２周时，呈条索状和小团状，多为高

分化，上皮层次紊乱，细胞异型性明显，细胞核浓染，核浆比例

增大，有丝分裂象增加，为原位癌［１０］。与人类口腔黏膜上皮癌

变病理变化过程极其相似，而且具有相似的生长特性和生物学

行为［１１］。

细胞置于体外培养时，因环境的改变细胞分化的表达形式

也发生了与原体内时不同的变化，如在体内胶原蛋白只是成纤

维细胞和骨细胞的主要产物，体外培养的细胞，不仅成纤维细

胞能产生胶原，在一定条件下，上皮细胞、神经细胞、甚至一些

肿瘤细胞也能产生胶原。这可能部分解释单一纯化的金黄地

鼠颊癌细胞Ｖｉｍ染色为阳性的原因。ＣＫ和 Ｖｉｍ的表达升高

与肿瘤的分化和转移有关，在评估高危人群中角蛋白在口腔黏

膜表达的监测有实用性［１２］。本颊癌细胞免疫组织化学结果显

示ＣＫ和Ｖｉｍ阳性率为９６．０％以上，提示细胞存在着“上皮

间叶变”。

肿瘤细胞大多失去正常的二倍体核型，成为多倍体、异倍

体或其他形式的变化，健康金黄地鼠细胞的二倍体核型染色体

数为４２条。Ｋｅｕｃｈｉ等
［１３］建立的金黄地鼠舌癌细胞系染色体

众数ＲＳＣ３Ｐ为８３、７８。本颊癌细胞来源于同一个肿瘤细胞，

第２１、６５代各分析２００个细胞，染色体均为８４条，遗传性状稳

定。本研究中第４６代细胞染色体计数结果都为四倍体核型，

染色体众数为８４条。

动物模型对于研究人类各种疾病的发生、发展规律和防治

疾病的机制等是极为重要的手段和工具。目前颊黏膜的发病

机制不明，因此临床诊断治疗效果差。金黄地鼠颊囊处无腺

体，无淋巴引流通道，异种组织植入不发生排斥，是一种免疫豁

免区，为较理想的诱癌部位［１４］。利用金黄地鼠颊鳞癌动物模

型对颊鳞癌进行各种基础和临床研究，探索其发生、发展规律，

开发新的治疗方法和药物，将对颊鳞癌防治水平的提高起到重

要的推动作用。该模型会随着颊鳞癌的实验性治疗和基础研

究的日益深入而不断改进并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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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实验结果显示，ＥｓＡ可抑制了ＩＬ１β诱导的ｒＧＭＣ增

殖，可能机制是ＥｓＡ激活并促进了ｒＧＭＣ的Ｐ２７表达，使其抑

制了ＣＤＫ磷酸激酶活性，从而降低了ＣｙｃｌｉｎＣＤＫ复合物活

性，同时也下调了ＣＤＫ２的表达，减少了ＣｙｃｌｉｎＣＤＫ２复合物

的生成，进而延缓了细胞周期的进程及抑制了细胞的生长，抑

制了ＧＭＣ的炎症，减缓了其硬化，改善了肾脏的病理表现，改

善了系膜细胞增殖性肾小球疾病的病情，说明了ＥｓＡ在系膜

增殖性肾脏病中具有一定的应用前景，为临床运用ＥｓＡ提供

了一定的实验基础和理论依据。ＥｓＡ在体外作用和经体内生

物转化对细胞的作用是否同等，有待于今后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１］ＺｈｅｎＸＹ，ＳｕＹ，ＹａｎｇＳＭ，ｅｔａｌ．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ｖ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ｅｓ

ｃｕｌｅｎｔｏｓｉｄｅＡｏｎ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ｕｃｅｄｄｅｒｍａｔｉｔｉｓａｎｄｆｉｂｒｏｓｉｓ

［Ｊ］．ＩｎｔＪＲａｄｉａｔＯｎｃｏｌＢｉｏｌＰｈｙｓ，２００６，６５（３）：８８２８８９．

［２］ 邓俐，张德堂，杜江．商陆皂苷甲对体外培养的人角质形

成细胞增殖的影响［Ｊ］．中国皮肤性病学杂志，２００６，２０

（１１）：６５５６５７．

［３］ 张亮，张克非，吴雄飞．商陆皂苷甲对大鼠抗Ｔｈｙ１系膜增

殖性肾炎的治疗作用［Ｊ］．中国中西医肾病结合杂志，

２００８，９（６）：５０６５０８．

［４］ ＨｕＺＬ，ＱｉｕＬ，ＸｉａｏＺＹ，ｅ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ｅｓｃｕｌｅｎｔｏｓｉｄｅＡ

ｏｎａｕｔｏｉｍｍｕｎｅ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ｉｎｄｕｃｅｄｂｙｃａｍｐｙｌｏｂａｃｔｅｒｊｅｊｕｎｉ

ｉｎｍｉｃｅａｎｄｉｔｓｍｏｄ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ｎＴｌｙｍｐｈｏｃｙｔｅｐｒｏｌｉｆ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ａｐｏｐｔｏｓｉｓ［Ｊ］．ＩｎｔＩｍｍｕｎｏ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ｌ，２０１０，１０（１）：６５

７１．

［５］ 马华林，张欣洲，张祥贵．商陆皂苷甲治疗ＢＸＳＢ狼疮性

肾炎小鼠的实验研究［Ｊ］．广东医学，２０１１，３２（１２）：１５４０

１５４２．

［６］ 杨丹．商陆皂苷甲对ＢＸＳＢ小鼠肾脏细胞凋亡及Ｂａｘ和

Ｂｃｌ２表达的影响［Ｄ］．遵义：遵义医学院，２０１０．

［７］ 孟令国．商陆皂苷甲对ＢＸＳＢ小鼠肾组织ＰＣＮＡ、Ｃａｓｐａｓｅ

３、Ｆａｓ和ＦａｓＬ表达的影响［Ｄ］．遵义，遵义医学院，２０１１．

［８］ ＭａＨＬ，ＺｈａｎｇＸＧ，ＺｈａｎｇＸＺ，ｅｔａｌ．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ｅｓｃｕｌｅｎ

ｔｏｓｉｄｅＡｏｎｌｕｐｕｓｎｅｐｈｒｉｔｉｓｐｒｏｎｅＢＸＳＢｍｉｃｅ［Ｊ］．Ａｒｃｈ

ＭｅｄＳｃｉ，２０１３，９（２），３５４３６０．

［９］ 祝正明，孙建实，赵湘．三七总皂苷对大鼠肾小球系膜细

胞增殖及细胞凋亡的影响［Ｊ］．中国中西医结合肾病杂

志，２００７，８（８）：４７１４７２．

［１０］刘书馨，陈香美．系膜细胞增殖与细胞周期调节蛋白［Ｊ］．

中国药物与临床，２００７，７（４）：２４７２４９．

［１１］余荣杰，杨慧标，赵景宏，等．缬沙坦对Ｔｈｙ１肾炎大鼠肾

小球系膜细胞ＣＤＫ２表达的影响［Ｊ］．中国中西医结合肾

病杂志，２００７，８（２）：８１８３．

［１２］傅博，张四方，卓莉，等．雷帕霉素对肾小球系膜细胞增殖

及凋亡的影响［Ｊ］．中华肾脏病杂志，２００９，２５（１１）：８４９

８５２．

［１３］Ｋｉｍ ＳＭ，Ｋｉｍ Ｎ，ＬｅｅＳ，ｅｔａｌ．ＴＧＦｂｅｔａ１ｉｎｄｕｃｅｄ

ＰＩＮＣＨ１ＩＬＫａｌｐｈａｐａｒｖｉｎ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ｒｅｇｕ

ｌａｔｅｓｍｅｓａｎｇｉａｌｃｅｌｌｐｒｏｌｉｆ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ｈｙｐｅｒｔｒｏｐｈｙ［Ｊ］．

ＥｘｐＭｏｌＭｅｄ，２００７，３９（４）：５１４５２３．

（收稿日期：２０１２１１０８　修回日期：２０１３０３１５）

（上接第２４９５页）

　　 立及转移机制的探讨［Ｄ］．上海：上海复旦大学肝癌研究

所，２００４．

［４］ 李侃．应用细胞遗传学方法检测口腔鳞状细胞癌染色体

畸变［Ｊ］．医学研究杂志，２００７，３６（２）：８３８４．

［５］ 陈万涛，冯元勇，蒋灿华，等．大鼠颊黏膜鳞状细胞癌单克

隆细胞系ＲｃａＢ的建立及其生物学特性研究［Ｊ］．中华口

腔医学杂志，２００７，４２（８）：４７７４８２．

［６］ＣａｒｉｎｃｉＦ，ＬｏＭｕｚｉｏＬ，ＰｉａｔｔｅｌｌｉＡ，ｅｔａｌ．Ｇｅｎｅｔｉｃｐｏｒｔｒａｉｔ

ｏｆｍｉｌｄａｎｄｓｅｖｅｒｅｌｉｎｇｕａｌｄｙｓｐｌａｓｉａ［Ｊ］．ＯｒａｌＯｎｃｏｌ，２００５，

４１（４）：３６５３７４．

［７］ 陈万涛．４硝基喹啉１氧化物诱发大鼠舌黏膜鳞癌模型

和分子发病机制研究进展［Ｊ］．中国实用口腔科杂志，

２０１０，３（７）：１０１３．

［８］ ＫａｄｅｍａｎｉＤ，ＢｅｌｌＲＢ，ＳｃｂｍｉｄｔＢＬ，ｅｔａｌ．Ｏｒａｌａｎｄｍａｘｉｌｌｏ

ｆａｃｉａｌｓｕｒｇｅｏｎｓｔｒｅａｔｉｎｇｏｒａｌｃａｎｃｅｒ：Ａ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ｒｅｐｏｒｔ

ｆｒｏｍｔｈ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ｏｒａｌａｎｄｍａｘｉｌｌｏｆａｃｉａｌ

ｓｕｒｇｅｏｎｓｔａｓｋＦｏｒｃｅｏｎＯｒａｌＣａｎｃｅｒ［Ｊ］．ＪＯｒａｌＭａｘｉｌｌｏｆａｃ

Ｓｕｒｇ，２００８，６６（１０）：２１５１２１５７．

［９］ ＮａｇｉｎｉＳ，ＬｅｔｃｈｏｕｍｙＰＶ，ＡＴ，ｅｔ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ａｎｄｈａｍ

ｓｔｅｒｓ：ａ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ａｒｃｉｎｏｇｅｎ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ＤＮＡｄａｍａｇｅ，ｃｅｌｌｐｒｏｌｉｆ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ｐｏｐｔｏｓｉｓ，ｉｎｖａｓｉｏｎ，ａｎｄ

ａｎｇｉｏｇｅｎｅｓｉｓｉｎｏｒａｌｃａｎｃｅｒ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ａｎｄｈａｍｓｔｅｒｂｕｃｃａｌ

ｐｏｕｃｈ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ｓ［Ｊ］．ＯｒａｌＯｎｃ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９，５（６）：ｅ３１３７．

［１０］邱存平，温玉明，王昌美．金黄地鼠舌癌模型的建立及其

颈淋巴结转移［Ｊ］．口腔医学纵横杂志，２０００，１６（１）：１０

１２．

［１１］ＦｅｎｇＬ，ＷａｎｇＺ．Ｃｈｅｍｏ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ｖ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ｃｅｌｅｃｏｘｉｂｉｎ

ｏｒａｌｐｒｅｃａｎｃｅｒｓａｎｄｃａｎｃｅｒｓ［Ｊ］．Ｌａｒｙｎｇｏｓｃｏｐｅ，２００６，１１６

（１０）：１８４２１８４５．

［１２］聂敏海，钟利，曾光明．细胞角蛋白 ＣＫ１９在口腔黏膜癌

变过程中的变化［Ｊ］．中华口腔医学杂志，２００２，３７（３）：

１８７１９１．

［１３］ＴａｋｅｕｃｈｉＳ，ＮａｋａｎｉｓｈｉＨ，ＹｏｓｈｉｄａＫ，ｅｔａｌ．Ｉｓｏｌａｔｉｏｎ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ｅｄｓｑｕａｍｏｕｓａｎｄｕ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ｅｄｓｐｉｎｄｌｅｃａｒ

ｃｉｎｏｍａｃｅｌｌｌｉｎｅｓ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ｉｎｇｍｅｔａｓｔａｔｉｃ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ｆｒｏｍａ

４ｎｉｔｒｏｑｕｉｎｏｌｉｎｅＮＯｘｉｄｅｉｎｄｕｃｅｄｔｏｎｇｕｅ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ｉｎａ

Ｆ３４４ｒａｔ［Ｊ］．ＪｐｎＪＣａｎｃｅｒＲｅｓ，２０００，９１（１２）：１２１１１２２１．

［１４］李金荣，何荣根．口腔颁面部肿瘤基础研究新进展［Ｍ］．

武汉：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２００２：９８．

（收稿日期：２０１３０１２１　修回日期：２０１３０４１２）

９９４２重庆医学２０１３年７月第４２卷第２１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