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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ｈｒｅｌｉｎ与胃癌关系的研究进展


王宏波 综述，吕　杰 审校

（山东省即墨市人民医院胃肠外科　２６６２００）

　　关键词：受体；胃促生长素；胃肿瘤；基因表达调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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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９９年日本学者 Ｋｏｊｉｍａ等从大鼠胃内分离获得生长激

素促分泌素受体（ＧＨＳＲ）的内源性配体，并将其命名为“Ｇｈ

ｒｅｌｉｎ”。Ｇｈｒｅｌｉｎ是由２８个氨基酸组成的多肽，其３位丝氨酸

羟基被辛酰基化，这一酰基是Ｇｈｒｅｌｉｎ在体内外促进生长激素

分泌所需的。除主要来源于胃以外，Ｇｈｒｅｌｉｎ还可由大小肠、下

丘脑、垂体、胰腺、肾脏等产生［１３］。Ｇｈｒｅｌｉｎ在体内参与多种生

物学过程的调控，包括食欲与摄食、胃肠运动与胃酸分泌、葡萄

糖与脂质代谢、细胞增殖、睡眠与觉醒、心血管活动与免疫过程

等［４６］。近年来的研究发现，Ｇｈｒｅｌｉｎ在多种肿瘤组织中如垂体

瘤、胰腺内分泌癌、乳腺癌、甲状腺髓样癌、肾癌等都有不同程

度的表达，受到国内外学者越来越多的关注。尽管主要由胃产

生，但关于Ｇｈｒｅｌｉｎ与胃癌的研究报导相对较少。本文就近年

来的相关文献作一综述，为进一步开始Ｇｈｒｅｌｉｎ与胃癌的研究

奠定基础。

１　Ｇｈｒｅｌｉｎ的来源及在胃肠功能调控中的作用

１．１　Ｇｈｒｅｌｉｎ的来源及组织分布　原位杂交和免疫组织化学

研究证实，Ｇｈｒｅｌｉｎ主要由胃黏膜上皮细胞产生。合成Ｇｈｒｅｌｉｎ

的细胞是Ｘ／Ａ样细胞，简写为 Ｇｒ细胞。Ｇｒ细胞可分为两种

类型：开放型和紧密型。开放型细胞与腺腔相通，而紧密型细

胞则与腺腔不连续。胃内Ｇｒ细胞属于紧密型细胞，与胃腔不

连续，可接受胃腔的物理刺激或者基底部的化学刺激，或兼而

有之。电子显微镜可见，Ｇｒ细胞与毛细血管固有层联系紧密，

显示了其内分泌细胞的特征，这也是为什么Ｇｈｒｅｌｉｎ不像其他

肽酶一样分泌到消化道，而是分泌至血液，并随血液循环运送

至全身。胃窦及十二指肠的泌酸腺黏膜也产生适量 Ｇｈｒｅ

ｌｉｎ
［７］。在人和动物的小肠和大肠也发现少量 Ｇｈｒｅｌｉｎ阳性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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胞。研究发现，胃是 Ｇｈｒｅｌｉｎ的主要来源，血液中２／３左右的

Ｇｈｒｅｌｉｎ由胃产生，而少量（３０％左右）来自于小肠。在下消化

道中，两种细胞Ｇｒ同时存在，且从胃到下消化道开放型细胞

的数量逐渐增加。切除大鼠胃的泌酸腺，循环Ｇｈｒｅｌｉｎ浓度下

降近８０％，进一步证明了泌酸腺是Ｇｈｒｅｌｉｎ的主要来源
［７］。在

人胃切除术或胃旁路手术后也观察到相似的 Ｇｈｒｅｌｉｎ水平下

降［８］。在肠道，Ｇｈｒｅｌｉｎ浓度从十二指肠到结肠逐渐下降。

除了消化道，Ｇｈｒｅｌｉｎ在多种组织中均有 ｍＲＮＡ或蛋白水

平的表达，或者二者兼有。研究发现下丘脑弓状核（ＡＲＣ）、下

丘脑外侧区的核间隙、腹内侧核（ＶＭＮ）、背内侧核（ＤＭＮ）、室

旁核（ＰＶＮ）及第三脑室的室管膜之间均有 Ｇｈｒｅｌｉｎ多肽的表

达［２］。在杏仁核、下丘脑外的终纹床核、丘脑、垂体、海马、小脑

及缰核等部位也有少量表达［２，９］。ＧｈｒｅｌｉｎｍＲＮＡ在多种正常

人体组织中均有不同程度的表达，如免疫系统、肺、胎盘、肾脏、

睾丸等［２５］。Ｇｈｒｅｌｉｎ在卵巢还随着月经周期变化在变化。在

胰腺，Ｇｈｒｅｌｉｎ是表达于β胰岛细胞与胰岛素共存，还是表达于

α胰岛细胞与胰高血糖素共存，还是表达于一种新近发现的ε

细胞，目前还存在争议。

１．２　Ｇｈｒｅｌｉｎ与胃肠功能调控　除主要促进生长激素（ｇｒｏｗｔｈ

ｈｏｒｍｏｎｅ，ＧＨ）释放外，Ｇｈｒｅｌｉｎ还参与腺垂体多种激素分泌、摄

食与能量平衡、胃肠运动和胃酸分泌、胰腺分泌活动、心血管功

能及细胞增殖等功能活动。作为胃动素（ｍｏｔｉｌｉｎ，ＭＴＬ）相关

肽，Ｇｈｒｅｌｉｎ与 ＭＴＬ有３６％的同源性。由于 ＭＴＬ和消化道运

动关系密切，Ｇｈｒｅｌｉｎ与消化道运动的关系也倍受关注。研究

发现，静脉内注射 Ｇｈｒｅｌｉｎ可刺激胃酸分泌，促进胃动力和排

空。Ｍａｓｕｄａ等使用阿托品预处理或双侧切除迷走神经后发现

Ｇｈｒｅｌｉｎ的促胃酸分泌效应消失。脑室内注射（ＩＣＶ）Ｇｈｒｅｌｉｎ也

可促进胃酸分泌，并诱导孤束核和迷走神经背核ｃｆｏｓ的表达，

阿托品预处理和迷走神经切除术可使该效应消失。综合考虑，

迷走神经在促胃酸分泌中起着重要作用。

Ｇｈｒｅｌｉｎ对胃肠运动的调节目前还存在某些争议。动物实

验发现，外源性 Ｇｈｒｅｌｉｎ可调节大鼠和小鼠胃的 Ⅲ 相收

缩［１０１１］。ＧＨＳＲ阻断剂可抑制Ｇｈｒｅｌｉｎ引起的胃窦Ⅲ相收缩，

而对十二指肠和空肠不受影响，提示外源性Ｇｈｒｅｌｉｎ引起胃窦

Ⅲ相收缩，并向空肠逐渐推进
［１２］。ＧＨＳＲ阻断剂还显著抑制

清醒大鼠胃窦的自发性Ⅲ相收缩，提示内源性Ｇｈｒｅｌｉｎ可调节

自发性Ⅲ相收缩，且该收缩并不向小肠推进
［１０］。人体试验发

现，小剂量Ｇｈｒｅｌｉｎ静脉滴注或静脉推注对健康志愿者的胃排

空没有显著影响［１３］。但增加 Ｇｈｒｅｌｉｎ剂量则能明显刺激健康

志愿者的胃排空［１４］。胃排空的加快可能与诱导胃过早活动、

近端胃张力增加而胃容积下降有关，且这一机制不依赖于

ＭＴＬ机制
［１５］。Ｇｈｒｅｌｉｎ还可降低健康志愿者胃液的ｐＨ 值但

对胃泌素水平则无显著影响［１６］。

２　Ｇｈｒｅｌｉｎ与胃癌的关系

２．１　Ｇｈｒｅｌｉｎ与胃癌的相关研究　胃是循环Ｇｈｒｅｌｉｎ的主要来

源，而 Ｇｈｒｅｌｉｎ参与胃肠运动及胃酸分泌的调控，因此有理由

相信，Ｇｈｒｅｌｉｎ参与上消化道多种疾病的病理过程。近年来的

研究发现，Ｇｈｒｅｌｉｎ及其受体参与胃内分泌与非内分泌肿瘤的

免疫过程。早在２００１年，Ｐａｐｏｔｔｉ等发现，在大多数胃类癌中

检测到Ｇｈｒｅｌｉｎ基因和蛋白表达；运用 Ｇｈｒｅｌｉｎ受体的特异性

抗体和ＲＴＰＣＲ分析，Ｐａｐｏｔｔｉ等在所研究的胃类癌标本中未

发现ＧＨＳＲｍＲＮＡ（１ａ和１ｂ型）的表达，这些阴性病例是真

正缺乏ＧＨＳＲ还是有一种目前未知的受体亚型，尚不清楚。

Ｉｓｏｍｏｔｏ等
［１７］在对慢性胃炎（ｃｈｒｏｎｉｃｇａｓｔｒｉｔｉｓ，ＣＧ）、胃良性息

肉（ｂｅｎｉｇｎｇａｓｔｒｉｃｐｏｌｙｐ，ＢＧＰ）、胃溃疡（ｇａｓｔｒｉｃｕｌｃｅｒ，ＧＵ）、返

流性食管炎（ｒｅｆｌｕｓｅｓｏｐｈａｇｉｔｉｓ，ＲＥ）、十二指肠溃疡（ｄｕｏｄｅｎａｌ

ｕｌｃｅｒ，ＤＵ）、急性胃炎（ａｃｕｔｅｇａｓｔｒｉｔｉｓ，ＡＧ）、胃癌（ｇａｓｔｒｉｃｃａｎｃ

ｅｒ，ＧＣ）的研究中发现，血浆 Ｇｈｒｅｌｉｎ浓度存在显著差异。ＣＧ

患者血浆Ｇｈｒｅｌｉｎ浓度最低，其次是ＧＵ患者。此外，ＡＧ患者

及部分ＧＣ患者Ｇｈｒｅｌｉｎ水平最高。Ｈｕａｎｇ等
［１８］在对７８例胃

癌或结肠癌研究中发现，血浆 Ｇｈｒｅｌｉｎ水平在胃癌、结肠癌患

者与健康志愿者间无显著差异，而且，血浆 Ｇｈｒｅｌｉｎ水平不受

肿瘤位置或其他激素如ＧＨ、胰高血糖素和皮质醇的影响。在

另外一项对８０例行胃次全或全切除的胃癌患者研究发现，胃

癌患者术前血浆Ｇｈｒｅｌｉｎ浓度是健康者平均浓度的１０倍以上，

血浆Ｇｈｒｅｌｉｎ水平升高可能是肿瘤组织及其他产Ｇｈｒｅｌｉｎ器官

代偿性产生增加共同作用的结果。胃癌组织 Ｇｈｒｅｌｉｎ水平则

显著低于正常组织，并与肿瘤的病理组织分型如分化程度有

关，分化好的肿瘤组织显著低于分化差的组织；Ｇｈｒｅｌｉｎ水平与

胃癌分期、肿瘤侵袭深度及淋巴转移无关［１９］。幽门螺杆菌感

染状态也会影响Ｇｈｒｅｌｉｎ水平。Ｉｓｏｍｏｔｏ等
［１７］的研究发现，血

浆Ｇｈｒｅｌｉｎ浓度在幽门螺杆菌阳性患者显著高于阴性患者，而

Ｇｏｋｃｅｌ等
［２０］则报道幽门螺杆菌对Ｇｈｒｅｌｉｎ水平没有影响，还有

研究报导，幽门螺杆菌根治后血浆 Ｇｈｒｅｌｉｎ水平显著升高；而

在蒙古沙鼠幽门螺杆菌感染胃黏膜中 ＧｈｒｅｌｉｎｍＲＮＡ及多肽

产生均显著下降［２１］。Ａｎ等
［１９］报道，胃癌患者血浆和组织Ｇｈ

ｒｅｌｉｎ水平在幽门螺杆菌感染者中下降，但与幽门螺杆菌非感

染者相比并无统计学差异；然而，正常组织的 Ｇｈｒｅｌｉｎ水平在

幽门螺杆菌感染组显著高于幽门螺杆菌非感染者。这些差异

可能与多种因素有关，如 Ｇｈｒｅｌｉｎ的放免测定、幽门螺杆菌感

染状态评估不足、只根据组织学检查导致误判、研究人群在基

础疾病、种族、营养状态、饮食习惯、样本大小等差异有关。胃

癌患者Ｇｈｒｅｌｉｎ水平变化可能与胃癌发生部位有关。近端（胃

基底部和胃体）胃癌平均血浆Ｇｈｒｅｌｉｎ水平（包括禁食、餐后６０

ｍｉｎ和９０ｍｉｎ）均显著低于远端（胃窦）胃癌；ＧＨＳＲ表达水平

在完整胃窦黏膜和胃癌组织升高，而Ｇｈｒｅｌｉｎ表达水平虽在胃

癌组织下降但在完整胃体和胃基底部则呈高表达；全胃切除术

后，禁食、餐后６０ｍｉｎ及９０ｍｉｎ血浆Ｇｈｒｅｌｉｎ浓度均显著低于

胃次全切除术，与正常对照组和胃切除术前相比也显著下

降［２２］。另外一项有趣的发现是，在食管胃腺癌及其临近无增

生黏膜中Ｇｈｒｅｌｉｎ表达甚微，胃和食管腺癌组织中未见产Ｇｈ

ｒｅｌｉｎ细胞，而在胃窦部无增生黏膜组织中可见Ｇｈｒｅｌｉｎ的高水

平表达。由此推测，胃产Ｇｈｒｅｌｉｎ机制破坏可能参与食管胃的

恶性增生［２３］。以上结果均提示，Ｇｈｒｅｌｉｎ可能参与胃癌发生过

程，但具体的机制尚不清楚。

２．２　Ｇｈｒｅｌｉｎ在恶性肿瘤中的可能作用

２．２．１　Ｇｈｒｅｌｉｎ与细胞增殖　Ｇｈｒｅｌｉｎ可作为生长因子作用于

一系列肿瘤并促进细胞增殖，包括人 ＨｅｐＧ细胞株、人白血病

细胞株、肾上腺肿瘤、胰腺腺癌细胞株、结肠癌、ＪＥＧ３绒癌细

胞株、前列腺、乳腺及子宫内膜癌细胞株等［２４２８］。Ｇｈｒｅｌｉｎ诱导

的细胞增殖是由ＥＲＫ１／２ＭＡＰＫ通路介导的。但对胃癌细胞

株的研究尚未见报道。尽管大量研究显示 Ｇｈｒｅｌｉｎ促进细胞

增殖，也有部分结果提示 Ｇｈｒｅｌｉｎ可能抑制增殖，如前列腺和

小细胞肺癌细胞株［２９３０］。尽管导致这些研究结果差异的原因

还不清楚，但研究中所用的 Ｇｈｒｅｌｉｎ浓度及研究方法是不同

的。超生理剂量的Ｇｈｒｅｌｉｎ可能具有抑制效应，而生理剂量的

Ｇｈｒｅｌｉｎ则能促进细胞增殖
［３１］。

２．２．２　Ｇｈｒｅｌｉｎ与细胞凋亡　Ｇｈｒｅｌｉｎ在某些正常细胞株中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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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制基础或诱导的细胞凋亡。在 Ｈ９ｃ２心肌细胞和ＰＡＥ细胞

株中，Ｇｈｒｅｌｉｎ和去酰化Ｇｈｒｅｌｉｎ通过ＥＲＫ１／２和ＰＩ３Ｋ／Ａｋｔ通

路抑制细胞凋亡［３２］。Ｇｈｒｅｌｉｎ调节肿瘤细胞凋亡的研究甚少。

最近的研究发现，Ｇｈｒｅｌｉｎ处理可能对由凋亡诱导剂阿霉素引

起的子宫内膜癌细胞株凋亡具有抑制作用［２７］。Ｇｈｒｅｌｉｎ抑制

细胞凋亡的机制复杂，通过这种作用，Ｇｈｒｅｌｉｎ有可能发挥抗肿

瘤效应［３１］。

２．２．３　Ｇｈｒｅｌｉｎ与细胞迁移与侵袭　Ｇｈｒｅｌｉｎ在促进某些肿瘤

细胞运动和侵袭中发挥一定的作用。研究显示，人星形细胞株

可分泌Ｇｈｒｅｌｉｎ，Ｇｈｒｅｌｉｎ处理可增加细胞划痕实验和 Ｔｒａｎ

ｓｗｅｌｌ迁移实验中的细胞迁移速率
［３３］。Ｇｈｒｅｌｉｎ还能促进细胞

侵袭，并具有剂量依赖关系［３２］。这一效应可能与激活ＰＩ３Ｋ／

ＡＫｔ通路有关，也可能是通过某一特定Ｇｈｒｅｌｉｎ受体介导的。

总之，Ｇｈｒｅｌｉｎ作为新近发现的脑肠肽，在体内广泛存在，

发挥重要的内分泌和旁分泌效应。已有研究显示，Ｇｈｒｅｌｉｎ及

其受体与胃癌相关，但Ｇｈｒｅｌｉｎ在胃癌生理及病理生理状况下

的确切机制尚有待进一步研究。一方面，Ｇｈｒｅｌｉｎ究竟是促进

还是抑制肿瘤发生，尚不十分清楚；另一方面，很多学者确信

Ｇｈｒｅｌｉｎ可能在未来成为消化道肿瘤的治疗靶点或新的预后因

素，特别是晚期胃肠肿瘤。因此，胃癌与 Ｇｈｒｅｌｉｎ的相关研究

将成为未来学者的研究热点。

参考文献：

［１］ＤａｇｌｉＡＦ，ＡｙｄｉｎＳ，ＫａｒａｏｇｌｕＡ，ｅｔａｌ．Ｇｈｒｅｌｉｎ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ｉｎｎｏｒｍａｌｋｉｄｎｅｙｔｉｓｓｕｅａｎｄｒｅｎａｌ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ｓ［Ｊ］．Ｐａｔｈｏｌ

ＲｅｓＰｒａｃｔ，２００９，２０５（３）：１６５１７３．

［２］ ＣｏｗｌｅｙＭＡ，ＳｍｉｔｈＲＧ，ＤｉａｎｏＳ，ｅｔａｌ．Ｔｈ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ｏｆａｃｔｉｏｎｏｆｇｈｒｅｌｉｎｉｎｔｈｅＣＮＳｄｅｍｏｎ

ｓｔｒａｔｅｓａｎｏｖｅｌｈｙｐｏｔｈａｌａｍｉｃｃｉｒｃｕｉｔ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ｎｇｅｎｅｒｇｙｈｏ

ｍｅｏｓｔａｓｉｓ［Ｊ］．Ｎｅｕｒｏｎ，２００３，３７（４）：６４９６６１．

［３］ ＲａｇｈａｙＫ，ＧａｌｌｅｇｏＲ，ＳｃｏａｚｅｃＪＹ，ｅｔａｌ．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ｇｈｒｅｌｉｎ

ｌｏｃａｌｉｓａｔｉｏｎｉｎａｄｕｌｔｈｕｍａｎａｎｄｒａｔｅｎｄｏｃｒｉｎｅｐａｎｃｒｅａｓ

［Ｊ］．ＣｅｌｌＴｉｓｓｕｅＲｅｓ，２０１３，３５２（３）：４８７９４．

［４］ ＫｏｍａｒｏｗｓｋａＨ，ＪａｓｋｕｌａＭ，ＳｔａｎｇｉｅｒｓｋｉＡＡ，ｅｔａｌ．Ｉｎｆｌｕ

ｅｎｃｅｏｆｇｈｒｅｌｉｎｏｎｅｎｅｒｇｙｂａｌａｎｃｅａｎｄｅｎｄｏｃｒｉｎｅｐｈｙｓｉｏｌｏ

ｇｙ［Ｊ］．ＮｅｕｒｏＥｎｄｏｃｒｉｎｏｌＬｅｔｔ，２０１２，３３（８）：７４９７５６．

［５］ ＦｕｊｉｔｓｕｋａＮ，ＡｓａｋａｗａＡ，ＡｍｉｔａｎｉＨ，ｅｔａｌ．Ｇｈｒｅｌｉｎａｎｄ

ｇａｓｔｒｏｉｎｔｅｓｔｉｎａｌ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Ｊ］．ＭｅｔｈｏｄｓＥｎｚｙｍｏｌ，２０１２，

５１４：２８９３０１．

［６］ＳａｔｏＴ，ＮａｋａｍｕｒａＹ，ＳｈｉｉｍｕｒａＹ，ｅｔａ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ｒｅｇｕｌａ

ｔｉｏｎａｎｄ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ｏｆｇｈｒｅｌｉｎ［Ｊ］．ＪＢｉｏｃｈｅｍ，２０１２，１５１（２）：

１１９１２８．

［７］ＤｏｒｎｏｎｖｉｌｌｅＤｅＬａＣｏｕｒＣ，ＢｊｒｋｑｖｉｓｔＭ，ＳａｎｄｖｉｋＡＫ，ｅｔ

ａｌ．Ａｌｉｋｅｃｅｌｌｓｉｎｔｈｅｒａｔｓｔｏｍａｃｈｃｏｎｔａｉｎｇｈｒｅｌｉｎａｎｄｄｏ

ｎｏｔｏｐｅｒａｔｅｕｎｄｅｒｇａｓｔｒｉ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Ｊ］．ＲｅｇｕｌＰｅｐｔ，２００１，９９

（２／３）：１４１１５０．

［８］ＬｅｏｎｅｔｔｉＦ，ＳｉｌｅｃｃｈｉａＧ，ＩａｃｏｂｅｌｌｉｓＧ，ｅｔａｌ．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ｌａｓ

ｍａｇｈｒｅｌｉｎｌｅｖｅｌｓａｆｔｅｒｌａｐａｒｏｓｃｏｐｉｃｇａｓｔｒｉｃｂｙｐａｓｓａｎｄａｄ

ｊｕｓｔａｂｌｅｇａｓｔｒｉｃｂａｎｄｉｎｇｉｎｍｏｒｂｉｄｏｂｅｓｅｓｕｂｊｅｃｔｓ［Ｊ］．Ｊ

ＣｌｉｎＥｎｄｏｃｒｉｎｏｌＭｅｔａｂ，２００３，８８（９）：４２２７４２３１．

［９］ ＨｏｕＺ，ＭｉａｏＹ，ＧａｏＬ，ｅｔａｌ．Ｇｈｒｅｌｉｎｃｏｎｔａｉｎｉｎｇｎｅｕｒｏｎｉｎ

ｃｅｒｅｂｒａｌｃｏｒｔｅｘａｎｄｈｙｐｏｔｈａｌａｍｕｓｌｉｎｋ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ＤＶＣｏｆ

ｂｒａｉｎｓｔｅｍｉｎｒａｔ［Ｊ］．ＲｅｇｕｌＰｅｐｔ，２００６，１３４（２／３）：１２６

１３１．

［１０］ＡｒｉｇａＨ，ＴｓｕｋａｍｏｔｏＫ，ＣｈｅｎＣ，ｅｔａｌ．Ｅｎｄｏｇｅｎｏｕｓａｃｙｌ

ｇｈｒｅｌｉｎｉｓｉｎｖｏｌｖｅｄｉｎｍｅｄｉａｔｉｎｇｓｐｏｎｔａｎｅｏｕｓｐｈａｓｅⅢｌｉｋｅ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ｒａｔｓｔｏｍａｃｈ［Ｊ］．Ｎｅｕｒｏｇａｓｔｒｏｅｎｔｅｒｏｌ

Ｍｏｔｉｌ，２００７，１９（８）：６７５６８０．

［１１］ＺｈｅｎｇＪ，ＡｒｉｇａＨ，ＴａｎｉｇｕｃｈｉＨ，ｅｔａｌ．Ｇｈｒｅｌｉｎｒｅｇｕｌａｔｅｓ

ｇａｓｔｒｉｃｐｈａｓｅⅢｌｉｋｅ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ｓｉｎｆｒｅｅｌｙｍｏｖｉｎｇｃｏｎ

ｓｃｉｏｕｓｍｉｃｅ［Ｊ］．ＮｅｕｒｏｇａｓｔｒｏｅｎｔｅｒｏｌＭｏｔｉｌ，２００９，２１（１）：

７８８４．

［１２］ＴａｎｉｇｕｃｈｉＨ，ＡｒｉｇａＨ，ＺｈｅｎｇＪ，ｅｔａｌ．Ｅｎｄｏｇｅｎｏｕｓｇｈｒｅｌｉｎ

ａｎｄ５ＨＴｒｅｇｕｌａｔｅｉｎｔｅｒｄｉｇｅｓｔｉｖｅｇａｓｔｒｏｉｎｔｅｓｔｉｎａｌｃｏｎｔｒａｃ

ｔｉｏｎｓｉｎ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ｒａｔｓ［Ｊ］．ＡｍＪＰｈｙｓｉｏｌＧａｓｔｒｏｉｎｔｅｓｔＬｉｖ

ｅｒＰｈｙｓｉｏｌ，２００８，２９５（２）：Ｇ４０３Ｇ４１１．

［１３］ＣｒｅｍｏｎｉｎｉＦ，ＣａｍｉｌｌｅｒｉＭ，ＶａｚｑｕｅｚＲＭ，ｅｔａｌ．Ｏｂｅｓｉｔｙ

ｄｏｅｓｎｏｔ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ｇｈｒｅｌｉｎｏｎｈｕｍａｎ

ｇａｓｔｒｉｃｍｏｔｏｒ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Ｊ］．Ｇａｓｔｒｏｅｎｔｅｒ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６，１３１

（５）：１４３１１４３９．

［１４］ＬｅｖｉｎＦ，ＥｄｈｏｌｍＴ，ＳｃｈｍｉｄｔＰＴ，ｅｔａｌ．Ｇｈｒｅｌｉｎ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ｅｓ

ｇａｓｔｒｉｃｅｍｐｔｙｉｎｇａｎｄｈｕｎｇｅｒｉｎｎｏｒｍａｌｗｅｉｇｈｔｈｕｍａｎｓ

［Ｊ］．ＪＣｌｉｎＥｎｄｏｃｒｉｎｏｌＭｅｔａｂ，２００６，９１（９）：３２９６３３０２．

［１５］ＡｎｇＤ，ＮｉｃｏｌａｉＨ，ＶｏｓＲ，ｅｔａｌ．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ｇｈｒｅｌｉｎｏｎｔｈｅ

ｇａｓｔｒｉｃａｃｃｏｍｍｏｄａｔｉｏｎｒｅｆｌｅｘａｎｄｏｎｍｅａｌｉｎｄｕｃｅｄｓａｔｉｅｔｙ

ｉｎｍａｎ［Ｊ］．ＮｅｕｒｏｇａｓｔｒｏｅｎｔｅｒｏｌＭｏｔｉｌ，２００９，２１（５）：５２８

５３３．

［１６］ＭｏｒｉＭ，ＳｕＺｕｋｉＨ，ＭａｓａｏｋａＴ，ｅｔａｌ．Ｉｎｔｒａｖｅｎｏｕｓｇｈｒｅｌｉｎ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ｅｎｈａｎｃｅｓｇａｓｔｒｉｃａｃｉｄｓｅｃｒｅｔｉｏｎ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ｕｓｉｎｇｗｉｒｅｌｅｓｓｐＨｃａｐｓｕｌｅ［Ｊ］．Ａｌｉｍｅｎｔａｒｙ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ｌｏｇｙ，

Ｔｈｅｒａｐｅｕｔｉｃｓ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Ｓｅｒｉｅｓ，２００６，２（１）：９６１０３．

［１７］ＩｓｏｍｏｔｏＨ，ＵｅｎｏＨ，ＮｉｓｈｉＹ，ｅｔａｌ．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ｎｇｇｈｒｅｌｉｎ

ｌｅｖｅｌｓ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ｖａｒｉｏｕｓｕｐｐｅｒｇａｓｔｒｏｉｎｔｅｓｔｉｎａｌｄｉｓ

ｅａｓｅｓ［Ｊ］．ＤｉｇＤｉｓＳｃｉ，２００５，５０（５）：８３３８３８．

［１８］ＨｕａｎｇＱ，ＦａｎＹＺ，ＧｅＢＪ，ｅｔａｌ．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ｎｇｇｈｒｅｌｉｎｉｎｐａ

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ｇａｓｔｒｉｃｏｒｃｏｌｏｒｅｃｔａｌｃａｎｃｅｒ［Ｊ］．ＤｉｇＤｉｓＳｃｉ，

２００７，５２（３）：８０３８０９．

［１９］ＡｎＪＹ，ＣｈｏｉＭＧ，ＮｏｈＪＨ，ｅｔａｌ．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ｏｆ

ｇｈｒｅｌｉｎ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ｌａｓｍａａｎｄｔｕｍｏｒｔｉｓｓｕｅｉｎｐａ

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ｇａｓｔｒｉｃｃａｎｃｅｒ［Ｊ］．ＪＳｕｒｇＲｅｓ，２００７，１４３（２）：

３４４３４９．

［２０］ＧｏｋｃｅｌＡ，ＧｕｍｕｒｄｕｌｕＹ，ＫａｙａｓｅｌｃｕｋＦ，ｅｔａｌ．Ｈｅｌｉｃｏｂａｃｔ

ｅｒｐｙｌｏｒｉｈａｓｎｏｅｆｆｅｃｔｏｎｐｌａｓｍａｇｈｒｅｌｉｎｌｅｖｅｌｓ［Ｊ］．ＥｕｒＪ

Ｅｎｄｏｃｒｉｎｏｌ，２００３，１４８（４）：４２３４２６．

［２１］ＳｕｚｕｋｉＨ，ＭａｓａｏｋａＴ，ＨｏｓｏｄａＨ，ｅｔａｌ．Ｈｅｌｉｃｏｂａｃｔｅｒｐｙ

ｌｏｒｉ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ｍｏｄｉｆｉｅｓｇａｓｔｒｉｃａｎｄｐｌａｓｍａｇｈｒｅｌｉｎｄｙｎａｍ

ｉｃｓｉｎＭｏｎｇｏｌｉａｎｇｅｒｂｉｌｓ［Ｊ］．Ｇｕｔ，２００４，５３（２）：１８７１９４．

［２２］ＺｕｂＰｏｋｒｏｗｉｅｃｋａＡ，ＲｅｍｂｉａｓｚＫ，ＫｏｎｔｕｒｅｋＰＣ，ｅｔａｌ．Ｇｈ

ｒｅｌｉｎａｎｄｇａｓｔｒｉｎｉｎ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ｇａｓｔｒｉｃｃａｎｃｅｒｂｅｆｏｒｅａｎｄａｆ

ｔｅｒｇａｓｔｒｅｃｔｏｍｙ［Ｊ］．ＷｏｒｌｄＪＧａｓｔｒｏｅｎｔｅｒｏｌ，２０１１，１７（４）：

４４９４５８．

［２３］ＭｏｔｔｅｒｓｈｅａｄＭ，ＫａｒｔｅｒｉｓＥ，ＢａｒｃｌａｙＪＹ，ｅｔａｌ．Ｉｍｍｕｎｏｈｉｓ

ｔ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ａｎｄ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ｍＲＮＡ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ｏｆｇｈｒｅｌｉｎ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ｉｎｇａｓｔｒｉｃａｎｄｏｅｓｏｐｈａｇｅａｌａｄｅｎｏ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

［Ｊ］．ＪＣｌｉｎＰａｔｈｏｌ，２００７，６０（４）：４０５４０９．

［２４］ＤｅＶｒｉｅｓｅＣ，ＤｅｌｐｏｒｔｅＣ．Ｇｈｒｅｌｉｎ：ａｎｅｗｐｅｐｔｉｄｅｒｅｇｕｌａ

ｔｉｎｇｇｒｏｗｔｈｈｏｒｍｏｎｅｒｅｌｅａｓｅａｎｄｆｏｏｄｉｎｔａｋｅ［Ｊ］．ＩｎｔＪ

ＢｉｏｃｈｅｍＣｅｌｌＢｉｏｌ，２００８，４０（８）：１４２０１４２４．

２１１４ 重庆医学２０１４年１０月第４３卷第３０期



［２５］ＷａｓｅｅｍＴ，ＡｈｍａｄＦ，ＡｚａｍＭ，ｅｔａｌ．Ｒｏｌｅｏｆｇｈｒｅｌｉｎａｘｉｓ

ｉｎｃｏｌｏｒｅｃｔａｌｃａｎｃｅｒ：ａｎｏｖｅｌ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Ｊ］．Ｐｅｐｔｉｄｅｓ，

２００８，２９（８）：１３６９１３７６．

［２６］ＲａｋＭａｒｄｙｌａＡ，Ｇｒｅｇｏｒａｓｚｃｚｕｋ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ｇｈｒｅｌｉｎｏｎ

ｐｒｏｌｉｆ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ｐｏｐｔｏｓｉｓａｎｄｓｅｃｒｅｔｉｏｎｏｆｐｒｏｇｅｓｔｅｒｏｎｅａｎｄ

ｈＣＧｉｎｔｈｅｐｌａｃｅｎｔａｌＪＥＧ３ｃｅｌｌｌｉｎｅ［Ｊ］．ＲｅｐｒｏｄＢｉｏｌ，

２０１０，１０（２）：１５９１６５．

［２７］ＦｕｎｇＪＮ，ＳｅｉｍＩ，ＷａｎｇＤ，ｅｔａｌ．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ｎｄｉｎｖｉｔｒｏ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ｇｈｒｅｌｉｎａｘｉｓｉｎｅｎｄｏｍｅｔｒｉａｌｃａｎｃｅｒ［Ｊ］．

ＨｏｒｍＣａｎｃｅｒ，２０１０，１（５）：２４５２５５．

［２８］ＹｕＨ，ＸｕＧ，ＦａｎＸ．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ｇｈｒｅｌｉｎｏｎｃｅｌｌｐｒｏｌｉｆｅｒ

ａｔｉｏｎｉｎｓｍａｌｌｉｎｔｅｓｔｉｎａｌＩＥＣ６ｃｅｌｌｓ［Ｊ］．ＢｉｏｍｅｄＰｈａｒｍａ

ｃｏｔｈｅｒ，２０１３，６７（３）：２３５２３９．

［２９］ＤｉａｚＬｅｚａｍａＮ，ＨｅｒｎａｎｄｅｚＥｌｖｉｒａＭ，ＳａｎｄｏｖａｌＡ，ｅｔａｌ．

Ｇｈｒｅｌｉｎｉｎｈｉｂｉｔｓｐｒｏｌｉｆ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ｓＴｔｙｐｅＣａ２＋

Ｃｈａｎｎｅｌ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ｉｎＰＣ３ｈｕｍａｎ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

ｃｅｌｌｓ［Ｊ］．ＢｉｏｃｈｅｍＢｉｏｐｈｙｓＲｅｓＣｏｍｍｕｎ，２０１０，４０３（１）：

２４２９．

［３０］ＣａｓｓｏｎｉＰ，ＡｌｌｉａＥ，ＭａｒｒｏｃｃｏＴ，ｅｔａｌ．Ｇｈｒｅｌｉｎａｎｄｃｏｒ

ｔｉｓｔａｔｉｎｉｎｌｕｎｇｃａｎｃｅｒ：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ｐｅｐｔｉｄｅｓａｎｄｒｅｌａｔｅｄ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ｓｉｎｈｕｍａｎｐｒｉｍａｒｙｔｕｍｏｒｓａｎｄｉｎｖｉｔｒｏｅｆｆｅｃｔｏｎ

ｔｈｅＨ３４５ｓｍａｌｌｃｅｌｌ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ｃｅｌｌｌｉｎｅ［Ｊ］．ＪＥｎｄｏｃｒｉｎｏｌ

Ｉｎｖｅｓｔ，２００６，２９（９）：７８１７９０．

［３１］ＮｉｋｏｌｏｐｏｕｌｏｓＤ，ＴｈｅｏｃｈａｒｉｓＳ，ＫｏｕｒａｋｌｉｓＧ．Ｇｈｒｅｌｉｎ：ａｐｏ

ｔｅｎｔｉａｌｔｈｅｒａｐｅｕｔｉｃｔａｒｇｅｔｆｏｒｃａｎｃｅｒ［Ｊ］．ＲｅｇｕｌＰｅｐｔ，２０１０，

１６３（１／３）：７１７．

［３２］ＬｉｕＫ，ＺｈａｎｇＷＷ，ＬｉｕＬ，ｅｔａｌ．Ｇｈｒｅｌｉｎｉｎｈｉｂｉｔｓａｐｏｐｔｏｓｉｓ

ｉｎｄｕｃｅｄｂｙｈｉｇｈｇｌｕｃｏｓｅａｎｄＳｏｄｉｕｍｐａｌｍｉｔａｔｅｉｎａｄｕｌｔｒａｔ

ｃａｒｄｉｏｍｙｏｃｙｔｅｓｔｈｒｏｕｇｈｔｈｅＰＩ３ＫＡｋｔｓｉｇｎａｌｉｎｇｐａｔｈｗａｙ

［Ｊ］．ＲｅｇｕｌＰｅｐｔ，２００９，１５５（１／３）：６２６９．

［３３］ＤｉｘｉｔＶＤ，ＷｅｅｒａｒａｔｎａＡＴ，ＹａｎｇＨ，ｅｔａｌ．Ｇｈｒｅｌｉｎａｎｄｔｈｅ

ｇｒｏｗｔｈｈｏｒｍｏｎｅｓｅｃｒｅｔａｇｏｇｕｅｒｅｃｅｐｔｏｒ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ａｎｏｖｅｌ

ａｕｔｏｃｒｉｎｅｐａｔｈｗａｙｉｎａｓｔｒｏｃｙｔｏｍａ ｍｏｔｉｌｉｔｙ［Ｊ］．ＪＢｉｏｌ

Ｃｈｅｍ，２００６，２８１（２４）：１６６８１１６６９０．

（收稿日期：２０１４０５０８　修回日期：２０１４０６２２）

·综　　述·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１８３４８．２０１４．３０．０４８

社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建设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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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急诊科，成都６１００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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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１９９７年国务院发布卫生改革与发展决议提出振兴基础

卫生保健以来，不断出台大力发展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相关

政策。社区卫生服务体系发展及改革正是新医改的重要工作

内容。究其原因，社区医疗水平影响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健康保

健，同时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正是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监控干预救

援的哨点。

１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与社区卫生机构

１．１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特征　根据《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

急条例》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定义，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是指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社会公众健康严重

损害的重大传染病疫情、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重大食物和职

业中毒及其他严重影响公众健康的事件，包括自然灾害、事故

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具有突发性、危害性、复

杂性、公共性等特点。突发性是指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特别是灾

害通常发生突然，难于预测，较难在第一时间组织起最有效的

干预和救援。第一时间有效的应对有赖于日常应急工作的各

方面建设和储备；危害性体现在其发生存在短时间内迅速扩大

破坏力和影响范围的趋势，短时间内可能对目标区域造成严重

的环境破坏、目标人群严重的健康损害甚至人员伤亡；复杂性

主要是指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类型多、情况复杂，也意味着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处治的困难；公共性主要指随着世界经济和科技

的发展发达，世界范围的物理环境联系或是信息联系都变得越

来越密切，使得每一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发生都可能影响到

世界每个角落。

１．２　社区卫生机构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中的作用　社区

卫生机构是国家健康保障体系最基层的部分，很多的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发源于社区。社区卫生机构如果能够及时识别危险

因素或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先兆，及时干预或是上报后在上级

卫生行政部门的指导下干预，将能够有效控制事件的发生。这

对后续事件影响或破坏力的控制有重要作用。另外，在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中，社区医护人员还可以通过直接的医疗护理活动

及信息收集与分析汇报等工作，对整个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

急处理起到积极作用［１］。

１．３　影响社区卫生机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效果的主要因

素　从整体来讲，影响社区卫生机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效

果的主要因素涉及卫生机构的应急组织建设与实施能力（包括

预案建设、组织构架、硬件装备、培训演习机制等）、社区医护人

员的应急意识和技能、社区公众的应急意识和急救常识等３大

方面。几个方面相互关联，从不同角度影响着社区在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应对中的效果。

２　国内关于社区应急建设的研究与进展

２．１　国内社区应急相关研究起步较晚但逐步发展　我国的灾

害护理教育特别是社区防灾教育起步晚，尚处于探索阶段，尚

未形成体系［２３］。但很多的学者都已经认识到了社区在应对突

３１１４重庆医学２０１４年１０月第４３卷第３０期

 基金项目：四川省科技厅项目（２００９ＦＺ０００６）。　作者简介：叶磊（１９８０－），副主任护师，硕士，主要从事急危重症护理、护理管理研究。

　△　通讯作者，Ｅｍａｉｌ：ｊｉｎｐｉｎｇｓ２１０＠１６３．ｃｏ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