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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分化
$%( - $$ 1' 1- 0$ ('&M/ '/ '% $( $) ) )M&$0

!!

低分化
10 ' ' / 0 ) /-&M% $' / 1 $ % 0M&/'

>

!!

A

!

B

$

%&%$

#与宫颈炎比较%

H

!

B

$

%&%$

#与汉族宫颈炎比较%

5

!

B

$

%&%$

#与维吾尔族宫颈炎比较%

!

!

B

$

%&%$

#与汉族子宫颈鳞癌比较%

>

!

B

$

%&%$

#与原位癌比较*

表
1

!!

宫颈炎及子宫颈鳞癌组织中
NÒ.$<

(

8<

蛋白表达比较

病理类型
,

NÒ.$<

$

,

&

R l ll lll llll

阳性率

$

U

&

8<

$

,

&

R l ll lll llll

阳性率

$

U

&

宫颈炎
(% -/ ( ' % % $'&'' '' '' $' / ' )'&''

!

汉族
0) '( ) $ % % $M&11 $) $- M M ' )M&11

!

维吾尔族
00 '( ' 1 % % $$&') $- $) / ' % )$&')

子宫颈鳞癌
110 (0 0) '% 1( 1M M/&%0

A

$-0 10 $M - 0 11&'1

A

!

汉族
') $$ / / ) ' )(&00

H

'$ 0 $ % % $'&/(

H

!

维吾尔族
$// /' '/ 11 1' 11

MM&/M

5

$0' 1% $0 - 0

1'&(0

5

!!

原位癌
'% $% ) ' 0 - ))&)- 1% 0 0 $ $ ''&''

!!

高分化
1M - - 0 M 1 -1&%% 1' $ $ % % /&%%

!!

中分化
$%( M1 1$ $1 $$ $' M1&1( /% $' ( M 1 1)&)$

!!

低分化
10 $0 0 ' ' %

0$&)-

!

1% 1 % $ $ $)&)-

!!

A

!

B

$

%&%$

#与宫颈炎比较%

H

!

B

$

%&%$

#与汉族宫颈炎比较%

5

!

B

$

%&%$

#与维吾尔族宫颈炎比较%

!

!

B

$

%&%M

#与原位癌比较*

E&E

!

2N'Q

)

8<Q

)

NÒ.$<

和
8<

间表达相关性
!

维吾尔族子

宫颈鳞癌组织中
8<Q

)

8<

与
2N'Q

呈正相关$

9c%&'0

)

%&1'

#

Bc%&%%

&#

8<Q

与
NÒ.$<

呈正相关$

9c%&'0

#

Bc%&%%

&#

8<

与
8<Q

相关$

9c%&1$

#

Bc%&%%

&#

2N'Q

)

8<

与
NÒ.$<

相关

$

9c%&')

)

%&10

#

Bc%&%%

&%各组标本中
2N'Q

)

8<Q

)

8<

和
NÒ

蛋白表达#见表
'

*

表
'

!!

各组标本中
2N'Q

(

8<Q

(

NÒ.$<

和
8<

蛋白表达$

,

'

病理类型
,

2N'Q

R l

8<Q

R l

8<

R l

NÒ.$<

R l

宫颈炎
(% '/ M1 0 /) '' M- -/ $1

!

汉族
0) 1$ 1M ' 0' $) '% '( -

!

维吾尔族
00 $- 1- $ 0' $- 1- '( M

子宫颈鳞癌
110 $- 1%- -$ $M' $-0 M% (0 $'%

!

维吾尔族
') 0 '1 ) '% '$ M $$ 1M

!

汉族
$// $' $-M )M $1' $0' 0M /' $%M

F

!

讨
!!

论

V2Z

感染是子宫颈癌的主要致病因素#其在诱导宫颈发

生上皮内瘤变或恶性转变的过程当中#需要多种因素协同参与

和相互作用'

'

(

#有研究发现#

8<

在浸润型子宫颈鳞癌和子宫

颈腺癌的阳性率均低于在正常宫颈组织中的表达#

8<

作为配

体转录因子#与肿瘤的发生发展)宫颈癌细胞的生长及病变特

性紧密相连'

0

(

*

本研究中
8<

在子宫颈鳞癌中的阳性表达率$

11&'1U

&低

于宫颈炎组织$

)'&''U

&#与
_BA#

等'

M

(结论一致*虽然本研究

发现
8<

在维吾尔族)汉族子宫颈鳞癌中的阳性表达率

$

1'&(0U

#

$'&/(U

&均低于宫颈炎组织$

)$&')U

#

)M&11U

&#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B

$

%&%$

&#但在两民族间比较#

8<

表达率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

B

%

%&%M

&*

8<

在宫颈鳞癌组织中阳性率低

表达的原因很可能是由于宫颈癌患者体内雌激素水平相对正

常值较高#而大量雌激素与其受体结合导致受体水平降低*也

可能是由于
8<

&

异常甲基化导致其转录水平变化#从而导致

蛋白质表达降低或缺陷'

)

(

*由于
8<

蛋白在不同阶段宫颈病

变组织中存在表达差异#可以运用检测
8<

蛋白的表达水平来

预测宫颈病变的严重程度*

NÒ +

是一类多功能细胞增殖调控因子#已被证实其具有

促进细胞有丝分裂)转移和抑制凋亡的作用#是重要的促肿瘤

生长因子#

NÒ.$<

被配体激活后与细胞增殖及肿瘤发生密切

相关#其表达上调可以促进癌细胞的生长*有研究表明#

NÒ.

$<

阳性表达率越高#宫颈癌组织侵袭能力越强'

-

(

*

本研究结果证实#在维吾尔族)汉族子宫颈鳞癌中
NÒ.$<

的阳性表达率$

MM&/MU

#

)(&00U

&高于宫颈炎组织$

$$&')U

#

$M&11U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B

$

%&%$

&#维吾尔族)汉族组间

NÒ.$<

表达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B

%

%&%M

&*在对
$//

例

维吾尔族宫颈癌分析结果显示#低分化宫颈癌与原位癌比较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B

$

%&%M

&#说明
NÒ.$<

阳性表达与宫颈分

化程度有关*

本研究结果表明#

8<

在维吾尔族子宫颈鳞癌中低表达

$

1'&(0U

&#且与
NÒ.$<

存在相关性$

9c%&10

#

Bc%&%%

&#原

因可能是患者体内高雌激素水平与
NÒ

系统协同作用致
NÒ.

$<

表达增多#

NÒ.$<

是雌激素调节蛋白#而高雌激素与受体

结合导致
8<

水平降低*梁元姣等'

/

(报道临床上单纯抗雌激

素治疗可使雌激素水平下降#游离
8<

增多#从而表现出
NÒ.

$<

高活性*宫颈癌的发生与卵巢甾体激素之间的联系已无可

争议#

NÒ.$<

水平与卵巢甾体激素水平均呈显著正相关#说明

NÒ

系统与卵巢甾体激素在宫颈癌的发生过程中相互促进和

协同'

(

(

*

2N'Q

是一种胞内磷脂酰肌醇激酶#由催化亚基和调节亚

)/01

重庆医学
1%$)

年
)

月第
0M

卷第
$/

期



基构成的异源二聚体*免疫组织化学分析多种肿瘤及癌前病

变发现
2N'Q

基因突变和丝氨酸"苏氨酸蛋白激酶
P

$

;Q:

&的

高磷酸化水平是肿瘤发生)发展的主要特征之一*

2N'Q

"

;Q:

信号通路参与多种肿瘤的发生进程#促进肿瘤细胞增殖生长和

转化)抑制其凋亡等'

$%

(

#促进宫颈癌发生#在宫颈癌细胞中

2$'Q

蛋白表达显著增加'

$$

(

*本研究结果证实#

2N'Q

在维吾

尔族)汉族子宫颈鳞癌中的阳性表达率$

('&%(U

#

//&/(U

&高

于宫颈炎组织$

)$&')U

#

M0&'MU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B

$

%&%$

&#结果同廖书杰等'

$1

(一致*而维吾尔族)汉族组间的

2N'Q

表达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B

%

%&%M

&#表明
2N'Q

"

;Q:

信号通路异常激活与宫颈癌细胞的增殖)浸润和转移存

在相关性*

众所周知#丝裂原活化蛋白激酶家族$

4#?"

@

>,.A5?#=A?>!

F

6"?>#,W#,A+>+

#

K;2Q+

&#参与细胞凋亡和周期的调控#在细

胞生物学反应$如细胞增殖)分化)转化及凋亡等&的过程中具

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

(

#

8<Q

作为细胞存活调节子#是
K;2Q

信号通路中控制细胞存活)增殖和凋亡的关键角色'

$0

(

*据报

道
8<Q

蛋白在除了脑组织以外的各类上皮组织来源的肿瘤

中表达水平均高于正常组织'

$M

(

#如在卵巢上皮癌组织中则有

过高表达'

$)

(

*本研究中
8<Q

在子宫颈癌中的阳性表达率

$

)/&'%U

&低于宫颈炎组织$

(M&M)U

&#在维吾尔族)汉族子宫

颈鳞癌中的阳性表达率$

)M&0'U

#

/'&''U

&均低于宫颈炎组织

$

(-&-'U

#

('&0/U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B

$

%&%$

&*

8<Q

在

维吾尔族)汉族宫颈鳞癌组织中表达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4Ac1&/M

#

B

$

%&%$

&*

8<Q

是
K;2Q

信号转导通路的三级

激酶级联反应的重要因素#

8<Q

相关的细胞内信号转导途径

被认为是经典
K;2Q

信号转导途径#

8<Q

信号通路非常精确

和复杂#不同刺激活化的
8<Q

传递不同的信息#发生不同的

生物学效应*研究中发现#

8<Q

在不同民族间具有表达差异

性#很可能是由于民族之间相异的某种机制导致
8<Q

通路异

常#影响了肿瘤细胞的增殖)侵袭及分化#从而抑制细胞凋亡的

程度*

本研究发现#在维吾尔族子宫颈鳞癌组织中
2N'Q

与
NÒ.

$<

$

9c%&')

#

Bc%&%%

&和
8<

$

9c%&1'

#

Bc%&%%

&表达相关%

8<Q

与
NÒ.$<

$

9c%&'0

#

Bc%&%%

&有相关性%上述相关性报

道尚不多见#

8<Q

和
2N'Q

是
K;2Q

信号转导通路的三级激

酶级联反应的重要因素#而本研究中
NÒ.$<

在维吾尔族子宫

颈鳞癌组织中的表达与其有明显的相关性#

NÒ.$

可通过下游

激酶
8<Q

)

2N'Q

联合调节大量靶基因而发挥相互独立的抑制

作用#且其受体水平对所调节基因的转录调节和下调也是独立

的#由此推测
8<Q

与
2N'Q

可能作为共同靶点作用于
NÒ.$

而改变
NÒ.$<

与
8<

的相互调节作用*此外#

8<Q

与
2N'Q

显著相关$

9c%&'0

#

Bc%&%%

&说明在维吾尔族子宫颈鳞癌的

发生)发展过程当中
2N'Q

"

;Q:

和
K;2Q

"

8<Q

信号转导通

路被同时激活#这在维吾尔族子宫颈鳞癌的发生)发展过程中

至关重要*因此#找出针对
8<Q

途径中各个环节的抑制物#用

以切断信号转导的途径#从而达到预防和治疗新疆维吾尔族子

宫颈鳞癌的目的*

新疆维吾尔族妇女子宫颈癌具有高发病)高病死率的特

点#但其机制尚不清楚*因此#作者对
8<Q

在维吾尔族子宫颈

鳞癌组织中的研究结果可为进一步研究其发病机制奠定一定

的基础*随着对多个蛋白表达深入研究#联合检测有望成为判

断宫颈癌早期诊断及预后的肿瘤标志物#并为宫颈癌的靶基因

治疗奠定基础#也作为维吾尔族宫颈癌机制研究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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