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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蛋白之间的相关性$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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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组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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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瘤大小%组织学
分级%淋巴结转移在不同

2!567

表达组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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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了乳腺癌的发生%浸润%转移!并且能够增加乳腺癌
组织中的干细胞表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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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表达于上皮细胞"间质细胞#是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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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标志# 因此本实验通过免疫组化方法检测这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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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表达均为

阴性(病理类型均为浸润性导管癌( 术后病理分期
!

期
&R

例#

"

期
!L

例#

#

期
#M

例( 所有病例术后均参

照
<//<

指南进行规范化的化疗'放疗等综合治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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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的相关性分析

012-34-5

相关性分析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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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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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中

'()*#

阳性表达与
+!,-.

表达呈负相关"

39:";<=#

!

>"";""?

#

@

与
/!,-.

表达呈正相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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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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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

表达与
/!,-.

表达呈较弱的负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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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A;!AB

!

>9A;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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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论

癌组织中存在一小群具有自我分化潜能的肿瘤

干细胞'

!

(

&

'C!*-DD

等'

$

(通过人乳腺癌的动物移植模

型成功分离并且鉴定出人乳腺癌干细胞! 并确定其

特异细胞表型
8)<<

E

8)!<

:

!随后
FG52HIG23

等 '

<

(证实

'()*?

阳性乳腺癌细胞也具有乳腺癌干细胞特性

并且发现其表达与乳腺癌患者预后差有关& 我们的

结果也显示
'()*?

与
6/78

的淋巴结转移相关!说

明含更多干细胞表型的
6/78

患者更容易发生淋巴

结转移!预后更差&

+J6

使乳腺癌细胞失去上皮标志!获得间质表

型!表现出极强的侵袭)迁移能力!直接导致肿瘤转

移!并且促使转移肿瘤细胞干细胞化 '

?

!

&

(

&

+!,-.

)

/!

,-.

分别表达于上皮细胞)间质细胞!

+!,-.

下调)

/!

,-.

表达是发生
+J6

的标志& 既往研究'

=

(发现在约

KAL

的原发性乳腺肿瘤中存在
+!,-.

的表达减少甚

至缺失! 正是由于
+!,-.

的功能缺失导致细胞与细

胞之间的粘附力下降!促使上皮间质化的发生!进而

引起肿瘤转移'

K

(

& 本实验结果中
+!,-.

表达与
6/78

肿瘤大小) 组织学分级) 淋巴结转移负相关!

/!,-.

与组织学分级)淋巴结转移正相关!而且上皮标志物

+!,-.

与间质标志物
/!,-.

的表达负相关!这些均显

示
+J6

与
6/78

的不良预后因素存在相关性!直接

参与了
6/78

的发生)浸润甚至远处转移&

J-5G

等'

B

(在体外实验中首先发现乳腺癌上皮细

胞在经历
+J6

"

05-GC

或
6MGHI

异位表达或加入
6FN!

!

培养$后
+!,-.

下调!而
/!,-.

升高!同时流式细

胞分析显示具有干细胞表型的细胞增多! 具有自我

更新能力!从而认为
+J6

可以诱导乳腺癌细胞发生

干细胞化!这些现象被其他研究包括体外实验'

&

(

)动

物模型'

%

(所证实& 临床也发现高表达
+J6

和干细胞

标志物的基底样型乳腺癌更容易发生远处转移'

?A

(

&

在
+J6

引起的肿瘤转移过程中!播散的癌细胞

具有干细胞特性! 超过
=AL

的循环肿瘤细胞表达

/O68*?

蛋白!具有自我更新能力 '

??

(

!

KAL

的循环肿

瘤细胞表达干细胞标志物
'()*?

'

?!

(

&但是究竟是肿

瘤干细胞发生
+J6

引起肿瘤浸润扩散! 还是
+J6

致使干细胞表型增加!目前没有统一的结论&于丁等'

?$

(

通过动物模型研究认为乳腺癌干细胞通过上调

6MGHI

表达的上皮*间叶转化参与了肿瘤转移&我们

在研究
6/78

的干细胞表型与
+J6

的相关性时发

现!干细胞标志物
'()*?

与上皮标志物
+!,-.

呈负

相关!与
/!,-.

成正相关!这提示
+J6

确实能够促

进
6/78

干细胞表型的增加! 而干细胞表型的增加

正是乳腺癌细胞发生耐药)复发转移的关键& 因此从

+J6

通路入手!阻断乳腺癌的浸润)转移以及干细胞

表型的产生!或许是乳腺癌治疗一条新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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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启用稿件远程处理系统的通知

本刊已启用稿件远程处理系统!该系统包括作者在线投稿
h

查询#主编办公#专家审稿#编辑办公等功能!通

过网上投稿#网上查稿#网上审稿!实现作者#编辑#审稿专家的一体化在线协作处理!从而构建一个协作化#网络

化#角色化的编辑稿件业务处理平台$ 对于广大作者而言!该系统最大的优点是支持在线投稿!方便作者及时了

解稿件处理进程!缩短稿件处理时滞$ 使用过程中具体注意事项如下%

&

9

'第
9

次使用本系统投稿的作者!必须先注册!才能投稿(注册时各项信息请填写完整(作者自己设定用户

名和密码!该用户名密码长期有效(

&

!

'已注册过的作者!请不要重复注册!否则将导致查询稿件信息不完整( 如果遗忘密码!可以致电编辑部查询(

&

$

'作者投稿请点击)作者登录*!登录后按照提示操作即可(投稿成功后!系统自动发送回执邮件!作者投稿

后请随时关注邮箱提示!也可随时点击)作者登录*!获知该稿件的审理情况+处理进展#审稿意见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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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投稿成功
9

周内!请将稿件处理费
!V

元通过邮局汇款至编辑部&务必注明第一作者姓名#稿号和详

细地址',并将以下文件邮寄至编辑部%

!

单位介绍信,

"

文章若属于基金项目资助!附上基金项目批文的复印件(

编辑部收到稿件处理费和上述文件后!稿件将进入审稿程序(

稿件远程处理系统启用后! 我刊只接受网上投稿! 不再接收电子邮件投稿和纸质稿!-肿瘤学杂志. 网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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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任何问题!请与编辑部联系/ 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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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瘤学杂志.編辑部

$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