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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直肠癌无论是在我国还是在其他国家" 其发 病率和死亡率都居于恶性肿瘤前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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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肠癌发病率处于不断上升的阶段" 患者就诊时多

处于晚期"手术难以根治甚至失去手术机会,结直肠

癌肿瘤生长迅速是导致患者死亡的主要原因" 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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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瘤学杂志
!"#$

年第
!!

卷第
%

期

!"#$%& ' ()*%&++",-+ ,. /01'

!

203'

!

4536"-78

!

*9' *%,:&"-+ "- 3,6,%&3:06 30-3&%

"

!9;;

#

移有关!浸润较深"分化较差"淋巴结转移阳性的患

者
&'()

蛋白表达更强# 提示
&'()

蛋白的表达可以

用于预测结直肠癌发生进展情况! 早期动态检测该

蛋白水平的变化! 及时掌握肿瘤在患者体内的发展

变化! 帮助临床全面综合地认知结直肠癌患者的具

体情况!选择效果更好"副作用最小"个体化的治疗

方案$

与此同时! 在我们的研究中! 为进一步探讨

&'()

蛋白在恶性肿瘤中的具体的作用机制!还检测

了
*'+)

%

,-+./01)

"

2!)

蛋白在癌组织和癌旁组织中

的表达$

*'+)

属于
*'+

亚家族!位于染色体
32!!

!

全 长
!%45

! 该 基 因 通 过 与 二 磷 酸 鸟 嘌 呤 核 苷

&

67'089/0: ;/2<892<'=:

!

>1?

'结合导致该基因失活!

与 三 磷 酸 鸟 嘌 呤 核 苷

&

67'089/0: =@/2<892<'=:

!

>A?

' 的结合可导致该基因

的激活$

*'+)

与
>A?

结合

激活后!对调节肿瘤微血管

新生%促进增殖%诱发凋亡

抵抗都有作用!同时还能通

过作用于
B/04

激酶破坏肿

瘤细胞周围肌动蛋白细胞

骨架结构!促进肿瘤组织向

周围侵袭$ 有研究已证实!

在乳腺癌%肺癌%胰腺癌中

发 现
*'+)

高 表 达 (

)! C)D

)

#

,-+./0 1)

是重要的细胞周

期调节蛋白!该基因对细胞

增殖有重要作用#

,-+./0 1)

基因位于
))E)F

上!全长约

)G45

# 该基因的主要功能是

调节细胞周期!推动细胞由

>

)

期进入
H

期#在肿瘤组织

中!

,-+./0 1)

促进肿瘤细胞

快速由
>

)

期到达
H

期 !加

速了肿瘤细胞的增殖 (

)G

!

)$

)

#

2!)

蛋白由
@'9

基因编

码! 也是最早发现的人类癌基因之一! 其分子量是

!) """

#

2!)

蛋白具有
>A?

酶活性! 通过结合
>A?

来激活靶分子磷酯酶
,

将刺激信号传递到细胞内!

而当它水解
>A?

!则作用消失# 当肿瘤发生后!肿瘤

组织通过某种作用机制作用于
2!)

蛋白! 使之失去

了水解
>A?

的功能!

2!)

蛋白将刺激信号持续地向

细胞内传递!导致细胞癌变!肿瘤细胞快速增殖(

)3

!

)I

)

#

*'+)

%

,-+./01)

促进肿瘤细胞的增殖!肿瘤组织向四

周浸润和转移!

2!)

则抑制信号冲动的传导!它们作

用相反!互相作用!互相制约使机体处于一种动态平

衡#

*'+)

%

,-+./01)

功能增强或
2!)

蛋白功能障碍均

可导致恶性肿瘤的增殖%侵袭和远处转移#

<=>6? 9 @)*%?++",-+ ,. /=1'

!

2=A'

!

45A6"-7'

!

*9' *%,:?"-+ "- A,6,%?A:=6 A=-A?% =-B 0BC0A?-: A0-A?% :"++$?+

A/997:9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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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瘤学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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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
!!

卷第
%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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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的结果显示!

<+4#

"

.64,0*=#

在结直肠癌

中的表达明显高于癌旁组织! 而
>!8

蛋白在癌旁组

织中的表达明显高于癌组织# 分析这
?

种蛋白与患

者临床病理特征的关系! 结果显示
<+48

与肿瘤的

分化情况"淋巴结转移有关$

.64,0*=8

表达与肿瘤的

浸润深度%淋巴结转移有关& 说明
<+48

%

.64,0*=8

蛋

白在结直肠癌进展中发挥了作用& 但本研究还发现

>!8

蛋白与患者的临床病理特征无明显关系! 我们

分析这可能是由于
>!8

蛋白在结直肠癌的不同阶段

发挥的作用不同!且本研究样本量有限!因而
>!8

与

患者临床病理特征的关系在本研究中并不明显 &

@>1+)A+*

相关分析结果显示结直肠癌中
9+B8

与

<+48

%

.64,0*=8

存在正相关关系!与
>!8

存在负相关

关系! 因此我们分析认为
9+B8

蛋白可能通过调控

<+48

%

.64,0*=8

基因!促进了两者在恶性肿瘤里的表

达!同时抑制了
>!8

蛋白的抑制作用!进一步加速了

两者在恶性肿瘤里的表达! 从而导致了结直肠癌的

进展%侵袭和转移& 但
9+B8

蛋白的具体作用机制还

有待进一步深入&

我们通过研究证实
9+B8

蛋白在结直肠癌患者

中高表达!并与肿瘤的增殖%侵袭和远处转移有关!

因此
9+B8

蛋白可以作为预测结直肠癌患者肿瘤发

展程度%预后的重要指标&

9+B8

蛋白可能通过促进

<+48

%

.64,0*=8

的表达%抑制
>!8

蛋白的抑制作用从

而使肿瘤侵袭和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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