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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探讨胃肠道间质瘤"

Z8M6+

#中环氧合酶
1

"

7̂ <1

#及核转录因子
!

W

"

V2.

!

W

#基因的蛋白表达情况与临床病理

特征及预后之间的关系$方法
!

采用免疫组织化学
[,d#+#",

两步法检测
Z8M6+

病例肿瘤组织中
7̂ <1

及
V2.

!

W

的蛋白表达情

况!并对患者进行随访$结果
!

$$5

例
Z8M6+

中(男
)$

例!女
50

例!年龄
$(

&

/%

岁!中位年龄
55

岁!发病高峰年龄
5)

&

5(

岁$肿

瘤位于胃
-5

例%肠
'$

例和胃肠外
(

例'发生于胃者最多见!占
)5&1]

!其次为肠"占
1-&%]

#$梭形细胞为主型
(5

例"

/1&)]

#%上

皮样细胞为主型
$%

例"

/&-]

#和混合细胞型
$%

例"

/&-]

#$极低危险度组
11

例%低危险度组
''

例%中危险度组
$/

例及高危险

度组
01

例$

7̂ <1

蛋白阳性表达
('

例!阳性表达率为
/%&(]

'

V2.

!

W

蛋白阳性表达
(0

例!阳性表达率为
/$&-]

$

7̂ <1

蛋白及

V2.

!

W

蛋白表达情况在不同危险度分组之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5

#!在高危险度组中阳性表达率最高!而在不同性

别%年龄%发生部位%组织学类型及是否转移组间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

%

%&%5

#$

5(

例患者获访!随访率
5$&']

'其中

7̂ <1

蛋白强阳性表达"

:::

#

1(

例!

(

例转移!

$

例死亡'

V2.

!

W

蛋白强阳性表达"

:::

#

'1

例!其中
$%

例转移!

$

例死亡$

结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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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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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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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的表达与危险度分级相关!是影响患者预后的重要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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胃肠道间质瘤$

>

E+DG"#,DC+D#,EJ+DG"=EJDI="G+

#

Z8M6+

%是

消化道最常见的间叶源性肿瘤+据国外文献报道#其发病率约

为
$

"

$%

万至
1

"

$%

万#占胃肠道肿瘤的
$]

&

0]

&

$

'

#其预后尚

难准确评估+环氧合酶$

L

K

LJ""3

K>

C,E+C

#

7̂ <

%是一种催化花

生四烯酸转化为前列腺素的限速酶#分为
7̂ <$

*

7̂ <1

和

7̂ <''

个亚型&

1

'

+近年来研究表明#

7̂ <1

除在炎症反应中

起重要作用外#与肿瘤也密切相关#它可刺激肿瘤细胞的增殖

和生长*抑制细胞凋亡*促进肿瘤内血管的形成*增加细胞侵袭

%0-$

重庆医学
1%$)

年
5

月第
05

卷第
$'

期

"

基金项目!贵州省科学技术基金资助项目&黔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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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

1%%(

%

1$/-

号*黔科合
a

字
XeZ

$

1%$'

%

1-

号')贵州省科技计划资助项目&黔科合

Mb

字$

1%$$

%

'%)1

号')贵阳市科学技术计划&$

1%%(

%筑科农合同字第
'.%1%

号'+

!

作者简介!李小红$

$(/5.

%#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基因与肿

瘤相关性的研究+

!

#

!

通讯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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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抑制机体的免疫功能以及促进癌前病变向肿瘤转化等#因

此在多种肿瘤组织中
7̂ <1

呈高表达+

V2.

!

W

是一种普遍存

在于细胞内的转录因子#是多种信号转导途径的汇聚点#参与

多种相关基因的转录调控+本研究应用免疫组织化学检测了

Z8M6+

病例肿瘤组织中
7̂ <1

及
V2.

!

W

基因的蛋白表达情

况#以期了解
7̂ <1

及
V2.

!

W

的表达与
Z8M6+

病例临床病理

特征之间的关系#并为准确评估患者预后提供理论依据+

@

!

材料与方法

@&@

!

材料
!

收集
1%$%

年
$

月至
1%$0

年
/

月贵州医科大学附

属医院病理科及
1%%'

年
$

月至
1%%(

年
$1

月四川大学华西医

院病理科保存的发生在胃肠道及腹腔的并经组织形态学*免疫

组织化学和$或%分子生物学检测确诊的
$$5

例
Z8M6+

病例的

蜡块及临床资料作为研究对象#并由两位高年资病理医师复查

确诊+根据中国抗癌协会临床肿瘤学协作专业委员会$

7M7̂

%

胃肠间质瘤专家委员会推荐的
Z8M6+

危险度分级标准&

'

'

#分

为
0

个组!极低危险度组
11

例*低危险度组
''

例*中危险度组

$/

例及高危险度组
01

例+

@&A

!

方法
!

采用免疫组织化学
[,d#+#",

两步法进行染色#多

克隆
7̂ <1

抗体购自美国
7M6

公司#稀释度
$j5%%

)多克隆

V2.

!

W

4

)5

抗体购自武汉博士德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稀释度

$j$%%

+染色步骤按试剂盒说明书进行+每次实验均设立相

应的阳性对照#

TWM

液代替一抗作为空白对照+

@&B

!

免疫组织化学结果判定
!

7̂ <1

及
V2.

!

W

阳性定位于肿

瘤细胞细胞质#根据以下两方面的总分综合判定#

9

选染色均

匀肿瘤区
$%

个高倍视野#以阳性细胞所占百分比计分$

%

&

'

分%!切片中无阳性细胞#记
%

分)阳性细胞率小于
15]

#记
$

分)阳性细胞率
15]

&

5%]

#记
1

分)阳性细胞率大于
5%]

#

记
'

分+

W

按染色强度分$

%

&

'

分%!不着色记
%

分)黄色记
$

分)棕黄色记
1

分)黄褐色记
'

分+将
9

和
W

两项评分相加#

%

&

$

分为阴性$

@

%#

1

分为弱阳性$

:

%#

'

&

0

分为中度阳性

$

::

%#

5

&

)

分为强阳性$

:::

%)阴性*弱阳性为低表达#中

度阳性*强阳性为高表达+

@&C

!

随访
!

对所有病例进行电话随访#随访截止时间为
1%$5

年
0

月
'%

日+

@&L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MTMM$(&%

统计软件#计数资料采用

率表示#进行
!

1 检验)相关性采用
+

4

CEG+",

相关性检验+以

!

$

%&%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A

!

结
!!

果

A&@

!

临床病理资料
!

$$5

例原发性
Z8M6+

中!男
)$

例#女
50

例#男
j

女
f$&$'j$&%%

)年龄
$(

&

/%

岁#中位年龄
55

岁#发

病高峰年龄
5)

&

5(

岁+肿瘤位于胃
-5

例*肠
'$

例和胃肠外
(

例)发生于胃者最多见#占
)5&1]

#其次为肠$占
1-&%]

%+梭

形细胞为主型
(5

例$

/1&)]

%*上皮样细胞为主型
$%

例

$

/&-]

%和混合细胞型
$%

例$

/&-]

%+极低危险度和低危险度

组中未见转移)中危险度组中
$

例发生淋巴结转移)高危险度

组中
$$

例发生转移$转移至肝
'

例*淋巴结
)

例*脾被膜
$

例

及肺
$

例%+

A&A

!

免疫组织化学染色

A&A&@

!

7̂ <1

的表达与临床病理参数的关系
!

$$5

例
Z8M6+

中
7̂ <1

蛋白阳性表达
('

例#阳性表达率为
/%&(]

)

7̂ <1

蛋

白表达情况在不同危险度分组之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5

%#见表
$

#并且随着危险度增加#

7̂ <1

蛋白表达阳

性率也增加#在中危险度组及高危险度组中阳性率高于极低危

险度组及低危险度组#且
7̂ <1

的蛋白表达与危险度分级呈正

相关$表
1

%+但在不同性别*年龄*发生部位*组织学类型间比

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

%

%&%5

%+

表
$

!!

Z8M6+

中
7̂ <1

的表达与临床病理参数的关系

项目
$

7̂ <1

蛋白表达情况$

$

%

@ :

&

:::

阳性率

$

]

%

!

1

!

性别
%&'(( %&'0/

!

男
)$ $' 0/ -/&-

!

女
50 ( 05 /'&'

年龄$岁%

$&)5) %&$(/

!&

55 5( $0 05 -)&'

!$

55 5) / 0/ /5&-

发生部位
'&0/1 %&$5-

!

胃
-5 $/ 5- -)&%

!

肠
'$ 0 1- /-&$

!

胃肠外
( % ( $%%

组织学类型
1&/50 %&1(/

!

梭形细胞为主型
(5 1$ -0 /%&(

!

上皮样细胞为主型
$% % $% $%%

!

混合细胞型
$% $ ( (%&%

危险度分级
$'&)$5 %&%1%

!

极低危险度
11 $$ $$ 5%&%

!

低危险度
'' 0 1( /-&(

!

中危险度
$/ 1 $) //&(

!

高危险度
01 5 '- //&%

表
1

!!

Z8M6+

中
7̂ <1

的表达与危险度分级的关系$

$

%

项目
7̂ <1

蛋白表达情况

@ : :: :::

6 !

极低危险度
$$ 0 ' 0 %&'(0

$

%&%$

低危险度
0 $% ) $'

中危险度
1 1 ) /

高危险度
5 0 0 1(

A&A&A

!

V2.

!

W

的表达与临床病理参数的关系
!

$$5

例
Z8M6+

中
V2.

!

W

蛋白阳性表达
(0

例#阳性表达率为
/$&-]

+

V2.

!

W

蛋白表达情况在不同危险度分组之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5

%#在高危险度组中
V2.

!

W

阳性表达率最高$表
'

%#

且与危险度分级呈正相关$表
0

%#但在不同性别*年龄*发生部

位及组织学类型之间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

%

%&%5

%+

表
'

!!

Z8M6+

中
V2.

!

W

的表达与临床病理参数的关系

项目
$

V2.

!

W

蛋白表达情况$

$

%

@ :

&

:::

阳性率

$

]

%

!

1

!

性别
%&$-' %&0'1

!

男
)$ $1 0( /%&'

$0-$

重庆医学
1%$)

年
5

月第
05

卷第
$'

期



续表
'

!!

Z8M6+

中
V2.

!

W

的表达与临床病理参数的关系

项目
$

V2.

!

W

蛋白表达情况$

$

%

@ :

&

:::

阳性率

$

]

%

!

1

!

!

女
50 ( 05 /'&'

年龄$岁%

%&$0% %&00-

!&

55 5( $% 0( /'&$

!$

55 5) $$ 05 /%&0

发生部位
1&/55 %&110

!

胃
-5 $' )1 /1&-

!

肠
'$ / 1' -0&1

!

胃肠外
( % ( $%%

组织学类型
%&011 %&(%$

!

梭形细胞为主型
(5 $/ -- /$&$

!

上皮样细胞为主型
$% 1 / /%&%

!

混合细胞型
$% $ ( (%&%

危险度分级
$-&0%( %&%$%

!

极低危险度
11 $% $1 50&5

!

低危险度
'' / 15 -5&)

!

中危险度
$/ $ $- (0&0

!

高危险度
01 1 0% (5&1

A&A&B

!

7̂ <1

与
V2.

!

W

表达的关系
!

$$5

例
Z8M6+

中有
/0

例均检测到了
7̂ <1

和
V2.

!

W

的阳性表达
$%

例只检测到了

V2.

!

W

表达#

(

例只检测到
7̂ <1

表达#

$1

例两者均不表达+

7̂ <1

与
V2.

!

W

在
Z8M6+

中的表达呈正相关$

6f%&05-

#

!

$

%&%$

%+

A&B

!

7̂ <1

及
V2.

!

W

蛋白的表达与预后的关系
!

$$5

例

Z8M6+

中
5(

例患者获访#随访率为
5$&']

+这
5(

例中
1-

例

为高危险度患者#其中
$

例脾被膜转移#已经死亡)

'

例肝转

移#其中
$

例间断服用伊马替尼#

)

例淋巴结转移)

$

例肺转移+

/

例中度危险度患者中#

$

例发生了淋巴结转移+极低危险度

及低危险度患者均未发现转移+结果显示#

7̂ <1

*

V2.

!

W

的表

达与预后具有相关性$

!

$

%&%5

%)随着
7̂ <1

及
V2.

!

W

表达强

度的增加#

Z8M6+

的转移率增加+见图
$

*

1

#表
5

+

表
0

!!

Z8M6+

中
V2.

!

W

的表达与危险度分级的关系$

$

%

项目
V2.

!

W

蛋白表达情况

@ : :: :::

6 !

极低危险度
$% ' ' ) %&'(1

$

%&%$

低危险度
/ - 0 $0

中危险度
$ 5 0 /

高危险度
1 5 5 '%

!!

9

!阴性表达)

W

!阳性表达+

图
$

!!

Z8M6+

中
7̂ <1

的表达$

[,d#+#",̀ 1%%

%

!!

9

!阴性表达)

W

!阳性表达+

图
1

!!

Z8M6+

中
V2.

!

W

的表达$

[,d#+#",̀ 1%%

%

表
5

!!

Z8M6+

中
7̂ <1

'

V2.

!

W

的表达与预后的相关性$

$

%

预后
7̂ <1

表达情况

@ : :: :::

6 !

V2.

!

W

表达情况

@ : :: :::

6 !

健在
$$ $% - $( $% $% ) 1$

转移
% $ $ ( %&'5) %&%' % $ % $% %&')) %&%1

死亡
% % % $ % % % $

B

!

讨
!!

论

7̂ <

是前列腺素合成过程中的限速酶#分为
7̂ <$

*

7̂ <1

和
7̂ <''

个亚型+在正常生理状态下#

7̂ <1

在绝大

多数组织中检测不到#只有接受相应的刺激后细胞才开始合

成#而其表达的上调常提示炎症和肿瘤的存在+近年的研究表

明#

7̂ <1

除在炎症中发挥作用外#与肿瘤也密切相关+肿瘤

内的血管是肿瘤生长和转移的基础#肿瘤周围已存在的血管表

达
7̂ <$

#但无
7̂ <1

的表达)肿瘤内新生的血管内皮细胞及

与血管生成有关的细胞则主要表达
7̂ <1

&

0

'

+有研究发现#

7̂ <1

在老年患者胃癌组织中的表达明显高于老年正常胃黏

膜组织及异型增生#并且
7̂ <1

的表达与胃癌的分化程度*浸

润*转移及生存期明显相关&

5

'

+

V2.

!

W

是普遍存在于细胞内的转录因子#为细胞内多种信

号通路的交汇点#其活化后广泛参与多种基因表达的调控#如

7̂ <1

*

d[Z2

*

PLJ.1

和
PE3

等&

)./

'

+既往研究发现#

7̂ <1

启动

子上有
1

个
V2.

!

W

的结合位点#因此
V2.

!

W

对
7̂ <1

的表达

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
7̂ <1

是
V2.

!

W

下游因子中重要

的效应因子&

(.$%

'

+有研究报道#在胃癌细胞中
2̂ <T'

通过抑

制
V2.

!

W

的活化而降低了
7̂ <1

的表达#从而对肿瘤发挥抑

制作用&

$$

'

+已有的研究普遍认为#

7̂ <1

和
V2.

!

W

的表达在

胃癌的发生发展中起促进作用&

$1.$'

'

+

7̂ <1

的表达受
V2.

!

W

的调控并促进肝癌的发生已经得到了证实&

$0

'

+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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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检测了
7̂ <1

蛋白及
V2.

!

W

蛋白在
Z8M6+

中的表

达情况#结果显示随着
Z8M6+

危险级别的增加#

7̂ <1

及
V2.

!

W

的阳性表达率增加#这与以往的报道一致+本研究还发现

Z8M6+

中
7̂ <1

蛋白及
V2.

!

W

蛋白在的表达在
Z8M6+

不同发

生部位及不同组织学类型组间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这与

MFCCFE,

等&

$5

'报道的
7̂ <1

在发生于胃的
Z8M6+

中的表达强

于发生于肠者及与
MDCOEGD

等&

$)

'报道的当组织学以上皮样形

态为主时
7̂ <1

表达阳性率增加不符+这可能与本研究中混

合细胞型及上皮样细胞为主型
Z8M6+

所占比例过少有关+通

过对在
Z8M6+

中
7̂ <1

及
V2.

!

W

表达的相关性分析发现#

7̂ <1

及
V2.

!

W

在
Z8M6+

中的表达呈正相关#结合既往研究

提示在
Z8M6+

中可能存在!

V2.

!

W

的活化促进了
7̂ <1

的表

达#从而促进了肿瘤的发生#但这一信号通路在
Z8M6+

中的作

用尚需进一步研究+通过对病例的随访#本研究发现在高危险

度组
Z8M6+

中有
'

例发生了肝转移#其中
$

例间断服用伊马

替尼+随着近年来对伊马替尼耐药报道的增加#对
Z8M6+

的

药物治疗迫切需要寻找新的靶点+闫竞一等&

$-

'研究发现#

7̂ <1

抑制剂
V+.'(/

可通过下调
PLJ.1

基因的表达而诱导细

胞凋亡#提示
7̂ <1

抑制剂可能在
Z8M6+

药物治疗中发挥重

要作用+

综上所述#

7̂ <1

及
V2.

!

W

可能在
Z8M6+

的发生发展中

发挥重要作用#可作为评价
Z8M6+

危险度分级的又一潜在指

标#并为解决在
Z8M6+

中伊马替尼耐药问题提供了新的探索

方向#但
V2.

!

W

这一信号通路在
Z8M6+

中的作用还需深入

研究+

参考文献

&

$

'

A"++#7A

#

;"LCJJ#,M

#

;C,CJGCJJ#A

#

CDEJ&ZE+DG"#,DC+D#,EJ

+DG"=EJDI="IG+

!

HG"=E+LEJD"E="JCLIJEGE

44

G"ELF

&

a

'

&

8,Da7E,LCG

#

1%%'

#

$%-

$

1

%!

$-$.$-)&

&

1

'

7FE,!GE+C?FEGE,Vd

#

NE#R

#

A""+eX

#

CDEJ&7̂ <.'

#

E

L

K

LJ""3

K>

C,E+C.$BEG#E,D#,F#P#DC!P

K

ELCDE=#,"

4

FC,E,!

"DFCGE,EJ

>

C+#L

"

E,D#

4K

GCD#L!GI

>

+

!

7J",#,

>

#

+DGILDIGC

#

E,!

C3

4

GC++#",

&

a

'

&TG"LVEDJ9LE!ML#hM9

#

1%%1

#

((

$

1$

%!

$'(1).$'('$&

&

'

' 中国
7M7̂

胃肠间质瘤专家委员会
&

中国胃肠间质瘤诊

断治疗共识$

1%$'

年版%&

a

'

&

中华胃肠外科杂志#

1%$0

#

$/

$

0

%!

'('.'(/&

&

0

'

;E+HCGGCGaX

#

XCEF

K

e;

#

e"?#96

#

CDEJ&9,D#E,

>

#"

>

C,#L

E,!E,D#DI="GELD#B#D#C+"HL

K

LJ""3

K>

C,E+C.1#,F#P#D"G+

&

a

'

&7E,LCGAC+

#

1%%%

#

)%

$

5

%!

$'%).$'$$&

&

5

' 谷化平#尚培中
&7̂ <.1

和
+IGB#B#,

蛋白表达与老年胃癌

转移和预后的关系&

a

'

&

国际肿瘤学杂志#

1%$1

#

'(

$

5

%!

'/-.'(%&

&

)

'

XCCM9

#

e#=Ra

#

7FE,

>

e7

#

CDEJ&NR9E,![T9!"O,.

GC

>

IJEDC7̂ <.1C3

4

GC++#",DFG"I

>

F+I

44

GC++#","HV2.

?E

44

EWELD#B#D

K

#,XTM.DGCEDC!FI=E,I=P#J#LEJBC#,C,.

!"DFCJ#EJLCJJ+

&

a

'

&e"GCE,aTF

K

+#"JTFEG=EL"J

#

1%%(

#

$'

$

0

%!

'%$.'%-&

&

-

'

6GCPCL.AC

K

,"J!+NT

#

d"G","B8

#

RCCG+LFCaV

#

CDEJ&

d[Z2.9C3

4

GC++#",#,"+DC"LJE+D+#+GC

>

IJEDC!P

K

V2.

?E

44

EW#,!ILD#","H R82.$EJ

4

FE

&

a

'

&a7CJJW#"LFC=

#

1%$%

#

$$%

$

1

%!

'0'.'5$&

&

/

'

7FIMR

#

X#=aU

#

e#=NZ

#

CDEJ&N"O,.GC

>

IJED#","HWLJ.

1#+=C!#EDC!P

K

V2.

!

WELD#BED#",#,RCJ#L"PELDCG

4K

J"G#.

#,!ILC!E

4

"

4

D"+#+"H

>

E+DG#LC

4

#DFCJ#EJLCJJ+

&

a

'

&MLE,!a

ZE+DG"C,DCG"J

#

1%$$

#

0)

$

1

%!

$0/.$55&

&

(

'

7FC,a

#

cFE";

#

AE"A

#

CDEJ&7

"

[WT

.

PCDE

/

E,!#D+P#,!.

#,

>

CJC=C,DEGCGC

Q

I#GC!H"GV2

.

?E

44

E

/

W.#,!ILC!7̂ <1

C3

4

GC++#",H"JJ"O#,

>

F

K4

CGD",#L+DGC++

&

a

'

&aW#"J7FC=

#

1%%5

#

1/%

$

$)

%!

$)'50.$)'5(&

&

$%

'

e",+DE,D#,"

4

"IJ"+T9

#

dE,!"G"+ZT

#

Z?CG=

4

C+#;

#

CDEJ&

[Z2.A#+C3

4

GC++C!E,!9T.$E,!V2.?E

44

EWEGCELD#BEDC!

#,+DG"=EJ=

K

"H#PG"PJE+D++IGG"I,!#,

>

L"J",E!C,"LEGL#,"=E+

4

EGEJJCJ#,

>

C3

4

GC++#","H7̂ <.1E,!d[Z2

&

a

'

&7CJJ ,̂L"J

#

1%%-

#

1(

$

)

%!

0--.0/1&

&

$$

'

RE"S

#

cFE,

>

7

#

ZE"b

#

CDEJ&2̂ <T'#,F#P#D+V2.?E

44

E

WELD#B#D

K

E,!FC,LC7̂ <1C3

4

GC++#",#,

>

E+DG#LLE,LCG

LCJJ+

&

a

'

&7CJJM#

>

,EJ

#

1%$0

#

1)

$

'

%!

5)0.5)(&

&

$1

'

6F#CJ9

#

;GC,Ea

#

A#+D#=k?#9&7

K

LJ""3

K>

C,E+C.1E,!

>

E+DG#LLE,LCG

&

a

'

&7E,LCG;CDACB

#

1%$$

#

'%

$

'

"

0

%!

'/-.

'(5&

&

$'

'

AF"E!+;Z

#

eE,!EG#E,M7

#

TELCJJ#2

#

CDEJ&[3

4

GC++#","H

V2.?E

44

EWE,!8?E

44

EW

4

G"DC#,+#,+?CJCDEJ=I+LJC"H

>

E+DG#LLE,LCG

4

ED#C,D+

&

a

'

&[IGa7E,LCG

#

1%$%

#

0)

$

$

%!

$($.$(-&

&

$0

'

e#=NR

#

7FI,

>

aR

#

b"",aM

#

CDEJ&Z#,+C,"+#!CA!#,.

F#P#D+DFCC3

4

GC++#",+"H#V̂ ME,!7̂ <.1P

K

+I

44

GC++#,

>

V2.?E

44

EW#, XTM.+D#=IJEDC! A9U1)0&-LCJJ+E,!

="I+CJ#BCG

&

a

'

&aZ#,+C,

>

AC+

#

1%$'

#

'-

$

$

%!

50.)'&

&

$5

'

MFCCFE,e;

#

MEPEF;

#

7I==#,+Aa

#

CDEJ&7

K

LJ""3

K>

C,.

E+C.1C3

4

GC++#",#,+DG"=EJDI="G+"HDFC

>

E+DG"#,DC+D#,EJ

DGELD

&

a

'

&RI=TEDF"J

#

1%%'

#

'0

$

$1

%!

$101.$10)&

&

$)

'

MDCOEGD9[

#

RC+J#,;R

#

9GLFa

#

CDEJ&7

K

LJ""3

K>

C,E+C.1

C3

4

GC++#",E,!LJ#,#LEJ"IDL"=C#,

>

E+DG"#,DC+D#,EJ+DG"=EJ

DI="G+

&

a

'

&aZE+DG"#,DC+DMIG

>

#

1%%)

#

$%

$

1

%!

'$5.'$(&

&

$-

'闫竞一#陈笑雷#陈周浔#等
&

环氧合酶
.1

抑制剂
VM.'(/

对胃肠道间质瘤细胞株增殖的影响&

a

'

&

中华实验外科杂

志#

1%%(

#

1-

$

/

%!

$%'$.$%''&

$收稿日期!

1%$5.$$.$(

!

修回日期!

1%$5.$1.1)

%

'0-$

重庆医学
1%$)

年
5

月第
05

卷第
$'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