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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宫颈癌是女性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组织学类型以鳞

状细胞癌居多#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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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来宫颈腺癌的发病率成倍增长且趋于

年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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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对宫颈腺癌侵袭转移的分子生物学基础尚未

完全清楚)已有研究证实转化生长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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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介导宫颈腺癌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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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体外培养的人宫颈腺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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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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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能诱

导宫颈腺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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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发生上皮间质转化#从而为阐明宫颈腺

癌浸润转移机制奠定基础#为宫颈腺癌的治疗提供了新的

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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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度组中
V.

NH!L;8#,

#

g#D;,@#,D>EF

的表达与对照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

学意义 $

!

$

%&%2

%#见表
1

#图
1

)

表
1

!!

GC5.

$

$

对人宫颈腺癌
B;<H

细胞
V.NH!L;8#,

)

!!!

g#D;,@#,D>EF

表达的影响%

GW5

*

$i'

&

组别
GC5.

$

$

$

,

K

"

D4

%

V.NH!L;8#,D>EF g#D;,@#,D>EF

对照组
%&%% $&0(W%&%' %&'$W%&%0

G

$

组
%&%$ $&10W%&%/

H

%&('W%&%/

H

G

1

组
%&$% %&(0W%&$$

H

$&%(W%&$$

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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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

!!

GC5.

$

$

对人宫颈腺癌
B;<H

细胞
V.NH!L;8#,

)

!!!

g#D;,@#,D>EF

表达的影响%

GW5

*

$i'

&

组别
GC5.

$

$

$

,

K

"

D4

%

V.NH!L;8#,D>EF g#D;,@#,D>EF

G

'

组
$&%% %&-2W%&%0

H

$&12W%&%-

H

G

0

组
$%&%% %&2-W%&%(

H

$&2/W%&%)

H

!!

H

!

!

$

%&%2

#与对照组比较)

B&C

!

细胞免疫组织化学检测
GC5.

$

$

刺激人宫颈腺癌
B;<H

细胞后
V.NH!L;8#,

*

g#D;,@#,

的表达变化
!

V.NH!L;8#,

免疫反

应阳性颗粒主要位于细胞膜和细胞质#呈棕黄色)在
GC5.

$

$

刺激
B;<H

细胞
-1L

时#随着
GC5.

$

$

浓度的升高#

V.NH!L;8#,

阳性表达的细胞数量逐渐减少$图
'

%(

g#D;,@#,

蛋白表达阳性

颗粒主要位于细胞质#呈棕黄色#随着
GC5.

$

$

浓度的增加#

g#D;,@#,

阳性表达的细胞数量逐渐增多$图
0

%)

免疫组织化学结果显示!

V.NH!L;8#,

蛋白的表达在
-1L

时

间点#各组与对照组相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2

%#并

且随着
GC5.

$

$

浓度的增加#

V.NH!L;8#,

阳性表达细胞的平均

光密度值逐渐减少(

g#D;,@#,

蛋白表达随着
GC5.

$

$

浓度的增

加#其平均光密度值则逐渐增加)各组与对照组相比#差异均

有统计学意义$

!

$

%&%2

%#见表
'

)

图
1

!!

GC5.

$

$

对
B;<H

细胞
V.NH!L;8#,

和

g#D;,@#,D>EF

表达的影响

!!

F

!

GC5.

$

$%,

K

"

D4

(

X

!

GC5.

$

$%&$%,

K

"

D4

(

=

!

GC5.

$

$$%&%%,

K

"

D4

)

图
'

!!

GC5.

$

$

对人宫颈腺癌
B;<H

细胞
V.NH!L;8#,

表达的影响%

V,J#+#",c0%%

&

!!

F

!

GC5.

$

$%,

K

"

D4

(

X

!

GC5.

$

$%&$%,

K

"

D4

(

=

!

GC5.

$

$$%&%%,

K

"

D4

)

图
0

!!

GC5.

$

$

对人宫颈腺癌
B;<H

细胞
g#D;,@#,

表达的影响%

V,J#+#",c0%%

&

表
'

!!

GC5.

$

$

对人宫颈腺癌
B;<H

细胞
V.NH!L;8#,

!!!

及
g#D;,@#,

表达的影响%

GW5

&

组别
平均光密度值

V.NH!L;8#, g#D;,@#,

对照组
$$2&%)W%&%( 0'&'0W%&)1

G

$

组
$%-&01W%&2/

H

2-&'-W%&2'

H

G

1

组
('&1%W%&2-

H

)%&(/W%&/%

H

G

'

组
/'&)/W%&/)

H

)0&))W%&($

H

G

0

组
)0&%)W$&20

H

-2&1-W%&20

H

!!

H

!

!

$

%&%2

#与对照组比较)

C

!

讨
!!

论

目前#研究发现上皮源性恶性肿瘤的侵袭和转移大多数与

肿瘤获得
V6G

特征有关)

V6G

是指上皮细胞失去其上皮特

性#获得间质特征的过程)

V6G

不但参与了某些生理过程如

胚胎和器官发育*组织重建*创伤愈合等#而且还参与了某些病

理过程#如组织纤维化和促进肿瘤的侵袭转移&

)

'

)

V6G

主要

特点包括以下方面!$

$

%上皮细胞形态改变#极性消失#细胞黏

附力下降#部分细胞可伸出伪足迁移和运动力增强($

1

%上皮性

标志物#如
V.NH!L;8#,

等表达下调($

'

%间叶表型的获得#如
g#.

D;,@#,

等表达上调)

V.NH!L;8#,

被认为是
V6G

的上皮性的标

志性蛋白&

-

'

)

V.NH!L;8#,

表达的减少或功能的缺失#是上皮细

胞紧密连接的破坏及肿瘤细胞发生侵袭的重要因素&

/

'

)

V.

NH!L;8#,

表达的下调或缺失是
V6G

的典型特征#其在多种上

皮性恶性肿瘤中已被证实#如乳腺癌*胃癌*前列腺癌等&

(.$1

'

)

g#D;,@#,

即波形蛋白是一种中间丝蛋白#广泛存在于间充质

细胞中#在上皮细胞中极少表达#是间质细胞一个重要的分子

标记#其在上皮性肿瘤细胞表达阳性或增高提示可能发生了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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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6G

#试验证明
g#D;,@#,

在前列腺癌*乳腺癌等多种肿瘤细

胞中的高表达和该肿瘤细胞的侵袭和转移有关&

$'.$0

'

)申震

等&

$2

'报道用免疫组织化学的方法检测子宫颈鳞癌组织中
V.

=H!L;8#,

*

g#D;,@#,

的表达呈负相关#随着子宫颈鳞癌恶性程

度的升高#

V.=H!L;8#,

的表达逐渐减少#

g#D;,@#,

表达增多#

初步证实了子宫颈鳞癌侵袭生长过程中存在
V6G

现象)

GC5.

$

$

是一种多功能的细胞因子#目前已有大量试验证

实其为
V6G

发生的主要诱导剂)张慧君等&

$)

'报道人肺腺癌

7=(

细胞在
GC5.

$

$

作用下#细胞形态拉长#呈现明显的间质

细胞形态#细胞间连接也变得松散)蔡成等&

$-

'报道
GC5.

$

$

作

用胃癌
3FGa.

'

细胞后细胞形态由上皮细胞形态向间质细胞

样形态转变)李婷芬等&

$/

'报道用
1,

K

"

D4GC5.

$

$

刺激人肝

B4--%1

细胞
-1L

后#细胞形态拉长变成纺锤形#细胞间隙变

大)本试验研究结果显示!用不同浓度
GC5.

$

$

刺激人宫颈腺

癌
B;<H

细胞
10L

时#其细胞形态未发生明显变化(刺激
0/L

时#

B;<H

细胞形态开始出现变化#伸出许多小突出#部分失去

多边形或立方形形态变为梭形(刺激
-1L

后#大部分细胞呈现

明显的间质细胞形态#表现为细胞拉长呈梭形或纺锤形#细胞

的间隙变宽#细胞与细胞之间的连接变得松散)说明
GC5.

$

$

诱导人宫颈腺癌
B;<H

细胞发生
V6G

的形态变化#且与
GC5.

$

$

作用时间有关)

为了进一步证实经
GC5.

$

$

处理的人宫颈腺癌
B;<H

细胞

可发生
V6G

#本试验选择用
GC5.

$

$

刺激人
B;<H

细胞培养
-1

L

#通过半定量
>G.7=>

和细胞免疫化学的方法检测
V6G

相

关标记物
V.NH!L;8#,

和
g#D;,@#,

的
D>EF

和蛋白表达情况)

本试验证明!从细胞形态*基因和蛋白水平
GC5.

$

$

可诱导宫

颈腺癌
B;<H

细胞发生上皮间质转化#且具有
GC5.

$

$

刺激时

间和浓度依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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