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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分析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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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已知的消化性溃疡)萎缩性胃炎主要致病因素$在

胃癌发生及进展中发挥重要作用'

!

(

%随着诊疗手段

的进步$小儿胃炎)胃溃疡发病率不断升高$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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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感

染阳性率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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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表明$儿童时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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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的

高发阶段$且一旦感染可能终身受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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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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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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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广泛存在于机体内的短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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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与特异性靶位结合后可通过影响其转录而在

多种生理病理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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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类型$与机体固有免疫应答)炎性反

应)病毒感染等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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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在消化道肿瘤的相

关研究较多$也说明了其在消化道疾病中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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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号通

路是调控机体炎性反应的重要通路$在促进炎性反应

及多种炎症因子释放中发挥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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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研究指

出$机体免疫炎性反应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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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所致疾病密切相

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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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本研究通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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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号通

路的相关性$以期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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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致病机制的研究提供基

础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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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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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资料
!

选取
5'!;

年
5

月至
5'!6

年
!5

月在

本院就诊的患儿
!'&

例%纳入标准!"

!

#以恶心)呕

吐)反酸)腹痛腹胀)呕血或黑便为主要症状,"

5

#近
5

个月无抗生素)质子泵抑制剂)离子泵阻滞剂)激素使

用史%排除标准!心肝肾等重要脏器严重功能障碍

者$免疫系统功能障碍者$急慢性感染者$营养不良

者$内分泌系统疾病者$恶性肿瘤者%其中$男
6!

例$

女
;6

例$年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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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平均年龄"

"7:5k:7!!

#岁%

所有患儿均接受!:

H

尿素呼气试验和组织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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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染

色$根据二者检查结果将患儿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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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感染组和非感

染组$其中$

V

E

感染组
#$

例$男
:#

例$女
5:

例$平均

年龄"

"7:6k:7!&

#岁,非感染组
;"

例$男
56

例$女
5:

例$平均年龄"

"75&k:7'#

#岁$病因分类!饮食因素
:"

例$药物刺激
$

例$胆汁反流
5

例%两组患儿性别)年

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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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衡可比%本研究

通过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所有患儿家长均知情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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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试剂和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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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原位杂交探针

购自丹麦
(a,

\

93

公司$寡核苷酸探针稀释液购自上

海鲁汶生物科技公司$地高辛标记探针购自德国

P9ABB,3

4

AB

公司$生物素化鼠抗地高辛抗体和过氧化

物酶标记的链霉素卵白素工作液购自武汉博士德生

物工程公司$总
>Z@

提取试剂盒"

?B,b9-

法#购自美

国
L9O,9

公司$反转录试剂盒和
IH>

扩增试剂盒购

自宝日医生物技术"北京#公司$

*,>)!;6+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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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物

由上海生工生物公司设计合成$实时荧光定量
IH>

仪购自美国
P,9)>+/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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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本收集
!

所有患儿在行胃镜检查时$留取

胃窦部胃黏膜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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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

5

块用
;T

甲醛固定石蜡包

埋$分别用于检测
V

E

感染和原位杂交试验,另
5

块置

于液氮保存于
%&'i

冰箱$分别用于
IH>

和酶联免

疫吸附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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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位杂交试验检测患儿胃黏膜组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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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
!

取石蜡包埋组织$切片

"厚度约
5**

#$脱蜡)水化$

IPN

冲洗
5

次$用
'7:T

枸橼酸稀释的蛋白酶消化
!'*,3

$

IPN

冲洗
:

次$室

温下
;T

多聚甲醛固定$焦碳酸二乙酯水洗$湿盒中

;5i

预杂交
5D

%取地高辛标记探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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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性对照和无义对照"稀释比例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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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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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上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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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夜杂交%用枸橼酸氯化钠缓冲液洗涤$

:&i

封闭液

封闭
6'*,3

$滴加生物素化鼠抗地高辛抗体$室温下

孵育
!5'*,3

$

IPN

洗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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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滴加过氧化物酶标记的

链霉素卵白素工作液$室温下反应
5#*,3

$

IPN

洗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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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滴加二氨基联苯胺"

G@P

#显色$苏木精复染$封片

观察%结果判定!高倍镜下随机取
#

个视野计数细

胞$阴性!阳性细胞比例
$

!'T

$阳性!阳性细胞比例

&

!'T

%所有切片均由两位病理科副主任医师单独

完成阅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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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时荧光定量
IH>

术检测患儿胃黏膜组织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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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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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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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
!

取胃黏膜组织$

研磨后加入细胞裂解液$用总
>Z@

提取试剂盒提取

总
>Z@

$用紫外分光光度计检测总
>Z@

纯度%将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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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转录为
8GZ@

$以
8GZ@

为模板$用
IH>

试

剂盒进行扩增$引物序列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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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H>

反应条件!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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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

#6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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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进

行
:$

次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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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
!'*,3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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黏膜组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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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表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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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游!

H=H@@@??H=?=@@=H=??H

下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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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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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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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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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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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

检测患儿胃黏膜组织中炎症因子水

平
!

取胃黏膜组织$研磨后匀浆$于
:#''B

&

*,3

离心

!'*,3

$取上清液$利用
(U<N@

检测黏膜组织中白细胞

介素"

<U

#

)6

)

<U)$

)

<U)!'

和肿瘤坏死因子"

?Z]

#

)

$

水

平$所有操作均在标准条件下按试剂盒说明完成%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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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处理
!

利用
NINN5!7'

软件进行统计学

分析$计量资料采用
Gk>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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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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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7'#

#$见

表
5

%

"7#

!

两组患儿胃黏膜组织中
<U)6

)

<U)$

)

<U)!'

和

?Z])

$

水平
!

V

E

感染组患儿胃黏膜组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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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调%本研究原位杂交试验结果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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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分析结果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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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感染患儿胃黏膜组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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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高表达$可能通过调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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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号通路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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