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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 探讨雌激素受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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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非小细胞肺癌
I;D.B.K

组织中的表达( %方
法& 采用

L+=9020'*

免疫组织化学技术检测
8$$

例
;D.B.

石蜡包埋组织和
H"

例正常肺组织
中

<?!

'

<?"

的表达) %结果&

#<?!

在正常肺组织和
;D.B.

组织中的阳性表达率分别为
8M:"N

和
8M:ON

!两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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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正常肺组织和
;D.B.

组织中的阳
性表达率分别为

HM:"N

和
HM:EN

!差异亦无统计学意义+

P"":"M

*#但在正常肺组织和
;D.B.

组织中
<?"

表达均高于
<?!

"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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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
<?"

表达呈负相关"

P#":"M

*) %结论& 雌激
素信号途径可能并未参与

;D.B.

发生发展过程!两者没有必然联系)

主题词"癌!非小细胞肺#雌激素受体#免疫组化
中图分类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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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癌作为一种常见的恶性肿瘤! 其发病率和死

亡率在许多发达国家及我国京泸津等城市已跃居首

位!且有逐年上升趋势!而非小细胞肺癌"

;D.B.

*约

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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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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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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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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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肺癌组织中发现

存在雌激素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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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来!对于

雌激素在
;D.B.

中是促癌还是抑癌作用说法不一!

有研究表明
<?

阳性肺癌患者较
<?

阴性患者预后

好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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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明雌激素通过
<?

信号途径有抑癌作用#也

有体外细胞系研究表明雌激素可促进
;D.B.

细胞

增殖!即促癌作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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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目前认为
<?

有两种亚型!即

<?!

与
<?"

%

M

&

!我们通过采用免疫组化法检测正常

肺组织和
;D.B.

组织中
<?!

与
<?"

的表达!在已

有相关研究基础上探讨雌激素信号途径是否在

;D.B.

发生发展中起作用以及作用机制!为临床上

;D.B.

的病理诊断,预后诊断以及是否能通过针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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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靶向分子治疗提供理论依据)

#

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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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资料

本研究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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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实验材料取自华中科技大学

同济医院病理科
!GGE

年
%

月至
!GG%

年
O

月手术切

除的原发性
;D.B.

的新鲜组织标本!经中性福尔马

林固定! 石蜡包埋切片用作病理诊断及免疫组化染

色! 临床资料通过病历记录获得! 其中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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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女性
MG

例!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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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组织学分型-鳞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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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腺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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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高分化
E$

例!中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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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低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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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C;L

分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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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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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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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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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有淋

巴结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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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无淋巴结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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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肿瘤大小
#

$4A H!

例!

!$4A F#

例) 所有入选病例均无慢性肝

肾和内分泌疾患!术前未行放疗或化疗!术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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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月

内未使用过激素类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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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剂&方法与步骤

免疫组化采用
L+=9020'*

法) 一抗兔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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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克隆抗体购自武汉博士德公司!一抗兔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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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克隆抗体购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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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细胞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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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正常肺组织和
()*+*

组织

的表达主要定位于细胞核" 部分见于细胞浆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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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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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的判断#阳性染色为细胞内具有清

晰可见和定位准确的棕黄色颗粒$

,-./01 234

%&镜下

观察阳性细胞的比例
!!"5

为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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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阴性& 同

时用乳腺癌标本作阳性对照" 以
78)

代替一抗作阴

性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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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处理

实验结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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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进行分析"两个样本率

之间的差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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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
;>.?.

中的表达及其与临床病理特征

之间的关系

<=!

蛋白表达在
;>.?.

患者不同年龄!性别!

@;A

分期!吸烟与否!肿瘤病理类型!分化程度!肿

瘤大小和是否淋巴结转移中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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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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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的相关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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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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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片中
<="

阳性表达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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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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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性表达
IJ

例%

<="

阴性表达者
88!

例%

<=!

阴性表达者
KL

例%两者同时表达者为
%

例%均不表达

者
$K

例$ 二者呈负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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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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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论

尽管肺脏不是雌激素作用的经典靶器官% 但是

近年来有不少研究表明女性发生肺腺癌的概率是男

性的
":F

倍&

F

'

(因此有人认为是雌激素参与了女性肺

腺癌的发生发展过程% 提出内分泌治疗肺腺癌的设

想 &

L

%

J

'

( 在经典的
<=

"现命名为
<="

#被克隆后
8E

年%第
!

种
<=

即
<=!

相继在啮齿动物和人类组织

中被发现 &

F

'

)

<="

和
<=!

为
<=

的两种不同亚型%

<="

和
<=!

的氨基酸序列均含
L

个功能区%依次分

别命名为
OPQ

%包括
$

个主要功能域
R

即
;

末端区!

S;O

结合区和
.

末端区(

<="

与
<=!

在
S;O

结合

区"

.

区#的同源性高达
%LT

%在配体结合域"

<

区#

的同源性为
FIT

%在氨基末端"

OUV

区%铰链区
S

区

及
Q

区# 差异显著(

<="

基因位于染色体
LW!K

区

段%而
<=!

基因则位于
8KW!!P!K

区段%两者均为甾

体激素核受体家族配体依赖性反式转录调节蛋白%

具有相似的受体结合活性和相同的激素应答元件%

但在各组织中的分布和配体结合能力却不尽相同%

在中枢神经系统!心血管系统!免疫系统!泌尿生殖

系统!胃肠道!肾及肺等性激素作用的非经典靶器官

都可检测到
<=!

表达% 虽然
<=!

在乳腺组织也有

表达%但在乳腺组织!子宫等性激素作用的经典靶器

官中以
<="

的表达更为显著和重要&

I

'

( 我们的免疫

组化结果显示%

;>.?.

及正常肺组织细胞均有
<="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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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表达%

<="

主要定位于细胞质%

<=!

主要

定位于细胞核%部分位于胞浆内&

%

'

( 与其他研究结果

基本相符合%无论是在正常肺组织还是在
;>.?.

组

织中%

<=!

的表达都高于
<="

的表达( 两种
<=

亚

型均可通过两种方式介导基因转录)

#

通过经典的

雌激素反应元件"

#$#

#进行信号传递%此时二者都

可各自激活相应的雌激素信号途径促进转录 &

F

'

(

$

通过
%&'

增强子元件进行信号传递( 此种方式介

导基因转录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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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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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白的表达二者则呈拮

抗作用% 因此二者的表达往往不会同时进行而呈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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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与前人研究不符的是%无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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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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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正常肺组织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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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表达并无显著差

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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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生发展!临床表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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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均无显著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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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并未参与
&'()(

发生发展过程!两者没有必然联

系!因此
*+

两种亚型的表达能否作为
&'()(

的预

测因子和针对雌激素信号途径的靶向治疗还缺乏一

定的理论依据" 或者说!目前对肺癌组织中
*+

的阳

性表达机制尚不十分明确! 推测可能是肿瘤细胞在

癌变过程中启动了雌激素受体蛋白的合成基因!使

其阳性表达! 此时肺癌组织的生长可能需要雌激素

环境的维持!因此内分泌治疗可能有效#而对于雌激

素受体蛋白表达阴性的
&'()(

患者!内分泌靶向治

疗尚缺乏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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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胸部肿瘤论坛将于
!H#$

年
_

月
!`#$H

日在杭州召开!由浙江省肿瘤医院(浙江省胸部肿瘤诊治

技术研究重点实验室(浙江省癌症中心胸部肿瘤研究指导中心(浙江省抗癌协会主办!浙江省肿瘤诊治质控中

心(浙江省肿瘤防治办公室(肿瘤学杂志社协办)

论坛主题为*规范治疗 区域合作+!将邀请国内外著名胸部肿瘤专家作前沿性的大会报告!传递今年上半年的

国际研究成果和创新技术#作为庆祝浙江省肿瘤医院建院
JH

周年系列学术活动!还将展示浙江省肿瘤医院
JH

年

的学术积淀" 同时将开展专题病例讨论!由学员提供案例!嘉宾现场解答,点评!并对所讨论病例进行评比(颁奖"

本次大会将介绍胸部肿瘤
K

肺(食管(乳腺等
a

领域的新进展(新技术!总结和交流临床诊断与治疗中存在的

问题!重点探讨胸部肿瘤辅助治疗的规范化!以及胸部肿瘤的基础研究(诊断学探索(手术技巧和靶向治疗等热

点问题" 对全程参会者将按规定授予国家级
#

类继续教育
`

学分-

!H#$OHPOH`OHL!

'国%.)

征文内容&

#a

胸部肿瘤诊断与治疗的临床总结与评价#

!a

胸部肿瘤相关基础,转化性研究#

$a

胸部肿瘤流行病

学,预防研究及筛查,实验室检查新技术#

P

%胸部肿瘤临床,康复护理,随访管理等) 欢迎胸部肿瘤领域的临床医

师,预防和科研工作者,研究生,护理人员踊跃报名和投稿)

征文要求&

#a

胸部肿瘤专业相关学术论文均可投稿!务请注重科学性,先进性和实用性!要求文字精炼,数据可

靠)

!

%投稿一律通过电子邮件提交!文稿以附件形式发送至
.>8VTAA?i#_$Q@0C

!提交全文的同时必须有
JHH#`HH

字

以内的中文摘要) 主页上请注明第一作者的姓名,单位,科室,地址,邮编,联系电话,手机号码等!邮件主题请标注

*华东胸部肿瘤论坛投稿+)

$

%所有投稿论文均将编入大会论文集!大会学术委员会将组织专家对论文进行同行评

议!择优组织专题报道!刊登于/中国肿瘤0和/肿瘤学杂志0)

P

%截稿日期为
!H#$

年
J

月
!H

日!请作者自留底稿)

!"#$

华东胸部肿瘤论坛第一轮通知及征文启事

!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