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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W@b!. 0* E)1+2C 4+*41) +*N C/10) 205*0-04+*41<&=: ./0!

*121 .'HH(*0C6 ?'4C')2

"

!\8\

"

8!S]TP!%c_$\8: <

梁运霞"

陈茂怀
:

细胞外基质金属蛋白酶诱导因子和血管内皮生

长因子
!.

在乳腺癌的表达及其意义
<&=:

中国医师杂志"

!\8\

"

8!S]TP!%c_$\8:=

<^= .+' @K

"

B+*5 K: Y/1 0HG+4C '- 9W@b!. +*N 9W@bV!$

1IG)1220'* '* ,6HG/+*50'51*1202 +*N ,6HG/!*'N1 H1C+2!

C+202 '- E)1+2C 4+*41) <&=: ./0*121 &'()*+, '- .,0*04+, 3*!

4','56

"

!\\^

"

$$S^T

#

$8\_$8$: <

曹桂明"杨梅
: 9W@b!.

和

9W@bV!$

对乳腺癌淋巴管生成和淋巴结转移的影响
<&=:

中国肿瘤临床"

!\\^

"

$$S^T

#

$8\_$8$:=

<R= .+' @K

"

B+*5 K

"

A'*5 A

"

1C +,: [HG+4C '- /6G'I,+ 0*!

N(40E,1 -+4C') 8! 1IG)1220'* F0C/ E0','504+, E1/+Z0') '*

E)1+2C 4+)40*'H+<&=: &'()*+, '- ;+*/(+ e*0Z1)20C6SK1N04+,

WN0C0'*T

"

!\\U

"

$$S]TP]R$_]RU:<

曹桂明 "杨梅 "洪海 "等
:

缺氧诱导因子
8!

对乳腺癌生物学行为的影响
<&=:

南华

大学学学报$医学版"

!\\U

"

$$S]TP]R$_]RU:=

<c= a+*5 B

"

>0 aB

"

>0+*5 &A

"

1C +,: Y/1 )1,+C0'*2/0G '- 1I!

G)1220'* '- [;3Q +*N 9W@b!. F0C/ ,6HG/+*50'51*1202

+*N G)'5*'202 0* ,+)6*51+, 4+*41)<&=: &'()*+, '- ./0*121

3*4','56

"

!\8!

"

8cS!TP88]_88R: <

王莹"李文媛"梁金花"

等
: 0;3Q

和
9W@b!.

的表达与喉癌组织淋巴管生成及

预后关系
<&=:

肿瘤学杂志"

!\8!

"

8cS!TP88]_88R:=

<%= ./1* &Q

"

X/+*5 B&

"

>0 @f

"

1C +,: V',1 '- G,+C1,1C!N1)0Z1N

5)'FC/ -+4C')!gg 0* ,6HG/+*50'51*1202 +*N ,6HG/ *'N1

H1C+2C+202 '- /(H+* E)1+2C 4+*41) <&=: &'()*+, '- ./0*121

3*4','56

"

!\\%

"

#USRTP^]%_^U#: <

陈基善 "张雅洁 "李贵

芹"等
:

血小板源性生长因子
!gg

在人类乳腺癌淋巴管

生成及淋巴结转移中作用
<&=:

肿瘤学杂志"

!\\%

"

#USRTP

^]%_^U#:=

<#\= >0 f

"

B+*5 K

"

.+' @K: D22'40+C0'* '- KKL!% +*N KKL!

#] F0C/ ,6HG/+*50'51*1202 +*N ,6HG/ *'N1 H1C+2C+202 0*

E)1+2C 4+*41)<&=: [*C1)*+C0'*+, K1N040*1 +*N A1+,C/ @(0N+*41

;1F2

"

!\##

"

#R S#UTP#c\R_#c#\: <

黎 晴 "杨 梅 "曹 桂 明
:

KKL%

和
KKL#]

与乳腺癌淋巴管生成及淋巴结转移关

系的研究
<&=:

国际医药卫生导报 "

!\##

"

#RS#UTP#c\R_

#c#\:=

<##= V+N02O6 WQ

"

V+N02O6 ?.: K+C)0I H1C+,,'G)'C10*+21!0*N(41N

1G0C/1,0+,!H121*4/6H+, C)+*20C0'* 0* E)1+2C 4+*41)<&= : &

K+HH+)6 @,+*N g0', ;1'G,+20+

"

!\#\

"

#US!TP!\#_!#!:

<#!= X(' &A

"

X/( a

"

>0 KB

"

1C +,: D4C0Z+C0'* '- W@bV G)'!

H'C12 2h(+H'(2 4+)40*'H+ Q..#\D 41,, H05)+C0'* +*N

0*Z+20'* Z0+ 0*N(40*5 WKY!,0O1 G/1*'C6G1 4/+*51 +*N

KKL !% !H1N0+C1N N15)+N+C0'* '- W !4+N/1)0* <& = : & .1,,

g0'4/1H

"

!\##

"

%S##!TP !U\c_!U#R:

<#$= &1`01)2O+ D

"

K'C6, Y: K+C)0I H1C+,,'G)'C10*+21!! 0*Z',Z1!

H1*C 0* E)1+2C 4+*41) G)'5)1220'*P + H0*0!)1Z01F<&=: K1N

Q40 K'*0C

"

!\\%

"

#US!TP$!_]\:

<#]= i+*5 B

"

X1*5 @f

"

X'( bB

"

1C +,: WIG)1220'* +*N )1,+C0'*!

2/0G '- Q?b!# +*N KKL!R G)'C10*2 0* E)1+2C 4+)40*'H+<&=:

&'()*+, '- e*0Z1)20C6 '- Q'(C/ ./0*+ SK1N04+, WN0C0'*T

"

!\\%

"

$RS#TP]!_]]: <

康颖 "曾谷清 "邹飞燕 "等
: Q?b!#

%

KKL!R

在乳腺癌中的表达及相互关系
<&=:

南湖大学学学

报&医学版"

!\\%

"

$RS#T

#

]!_]]:=

<#U= ?+*5 fA

"

X1*5 dd

"

X/+*5 AA

"

1C +,: WIG)1220'* '-

.?#]R +*N KKL% 0* E)1+2C 0*Z+20Z1 N(4C+, 4+)40*'H+

+*N 0C2 205*0-04+*41<&=: &'()*+, '- ./0*121 3*4','56

"

!\#\

"

#^S%TPR!#_R!]: <

党秋红"曾宪旭"张欢欢"等
: .?#]R

和

KKL%

在乳腺浸润性导管癌中的表达及意义
<&=:

肿瘤学

杂志"

!\#\

"

#^S%TPR!#_R!]:=

<#^= >'/1,+ K

"

g)6 K

"

Y+HH1,+ Y

"

1C +,: 9W@b2 +*N )141GC')2

0*Z',Z1N 0* +*50'51*1202 Z1)2(2 ,6HG/+*50'51*1202<&=:.())

3G0* .1,, g0',

"

!\\%

"

!#S!TP #U]_#^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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