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肿瘤学杂志
!"#$

年第
!%

卷第
!

期

&''%和 ()*'表达与胃癌发生!浸润和
转移的相关性

范立凤 #

!刘慧敏 !

!

#+

十堰市中医医院"湖北 十堰
,,!"""

#

!+

湖北医药学院附属东风医院药学部"

湖北 十堰
,,!"""

$

摘 要"%目的& 探讨
&''%

和
()*'

的表达与胃癌发生'浸润和转移的相关性( %方法& 采用
免疫组织化学

-.

法检测
$/

例胃癌组织及其癌旁组织'

,"

名健康体检者的正常胃黏膜组织
中

&''%

和
()*'

的表达情况) %结果&

&''%

和
()*'

在正常胃组织'癌旁组织和胃癌组织
中的阳性表达率分别为

0+"1

'

,/2/1

'

03451

和
!+01

'

,$+#1

'

5$+#67

"同一指标组间比较差异
均有统计学意义!

.!"+"0

*)

&''%

在胃癌组织中的表达与局部淋巴结转移+

&89

分期'预后有
关"

()*'

则与肿瘤分化程度' 浆膜浸润程度' 局部淋巴结转移'

&89

分期' 预后有关 !

.!

"+"0

*)

&''%

和
()*'

在胃癌中的表达呈正相关!

:;640%!

"

.!6460

*) %结论&

&''%

和
()*'

的
表达可能与胃癌的发生'浸润'转移和预后有关"两者在胃癌中的表达呈正相关"对胃癌的发
生可能有协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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胃癌是人类常见的消化道恶性肿瘤" 具有较高

的发病率和死亡率" 其死亡率居全球肿瘤相关死亡

原因的第
!

位" 严重影响人类的生命健康和生活质

量%

>

&

) 目前临床胃癌治疗方法主要为手术'放疗与

化疗等"但其预后受肿瘤浸润和转移的影响%

!

&

) 胃癌

的浸润与转移是多基因及其蛋白表达产物共同作用

的结果) 三叶因子
%

-

O:LMCDS MNPOC: %

"

&''%

*是三叶肽

家族的一员" 研究发现
&''%

对胃肠道黏膜具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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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保护和修复作用!

%

"

#并与多种肿瘤的发生$发展

有密切关系!

<

"

%血管内皮生长因子&

=+24(,+) 1*>'?/1,0+,

5)'@?/ -+4?')

#

9ABC

'作用于血管内皮细胞#具有内

分泌生长功能#促进新生血管形成#并可促进肿瘤生

长和转移!

D

"

%但
ECC%

和
9ABC

与胃癌的关系仍未明

确#尤其是两者之间的相关性研究相对较少#本研究

旨在探讨
ECC%

和
9ABC

的表达与胃癌发生$ 浸润

和转移的相关性%

8

资料与方法

<=<

一般资料

选取我院
!"8<

年
88

月至
!"8D

年
88

月收治的

$"

例行手术治疗胃癌患者的术后标本#均经病理学

检查确诊% 所有标本术前未接受放化疗及非甾体抗

炎药物治疗% 其中男性
%F

例#女性
%!

例(年龄
%!G

$F

岁#平均
D$:%!8H:I

岁(高$中分化胃癌
%"

例#低$

未分化胃癌
<"

例(未侵及浆膜层
%8

例#侵及浆膜层

%J

例(无局部淋巴结转移
%8

例#有局部淋巴结转移

%J

例(根据国际抗癌联盟&

KL..

'中关于胃癌
E;M

分期标准)

!

期
8!

例#

"

期
!"

例#

#

期
!!

例#

$

期

8I

例% 同时取该
$"

例胃癌患者对应的距癌缘
%G

D4N

的癌旁组织和
<H

名健康体检者的正常胃黏膜

组织进行对比研究%其中
<H

名健康体检者中男性
!8

例#女性
8J

例(年龄
%%G$D

岁#平均
DI:!!8H:J

岁%

<=>

实验试剂

鼠抗人
ECC%

单克隆抗体&工作浓度
8"8HH

'$兔

抗人
9ABC

单克隆抗体&即用型'$

OP

免疫组化试剂

盒$

QRS

显色剂均购于北京中杉金桥生物技术有限

公司%

<=?

检测方法

采用
OP

免疫组织化学方法# 所有标本均采用

8HT

甲醛固定#常规组织处理#脱水$渗蜡$包埋#以

<%N

厚连续切片% 常规脱蜡$水化#采用
OP

染色方

法进行免疫组化染色#

QRS

显色#并以苏木素复染#

吹干#具体操作严格按
OP

染色试剂盒的要求进行%

阴性对照组采用生理盐水磷酸盐缓冲液&

PSO

'代替

一抗#其余步骤同上%

<=@

判定标准

ECC%

和
9ABC

的阳性染色主要位于细胞质和

&或'细胞膜#其中的淡黄色至棕黄色颗粒即为阳性

细胞% 每份标本在高倍视野&

<""

倍'下取
D

个观察

视野#观察每个视野的阳性细胞率#取平均值#按以

下标准计分) 阳性细胞
!DT

计
"

分#

DTG!DT

计
8

分#

!DTGD"T

计
!

分#

D"TG$DT

计
%

分#

U$DT

计
<

分% 阳性细胞染色程度计分标准)基本无色计
"

分#

淡黄色计
8

分#黄色计
!

分#棕黄色计
%

分% 阳性表

达的最终界定由以上两者计分乘积表示)阴性&

V

'

为
"

分#弱阳性&

W

'为
#G<

分#中度阳性&

WW

'为
DGF

分#强阳性&

WWW

'为
JG#!

分%

<=A

统计学处理

采用
OPOO#F:H

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计数资料

以率表示# 采用
&

! 检验进行分析( 相关性分析采用

OX1+)N+*

等级相关分析% 检验水准
'YH:HD

%

!

结 果

>=< ECC%

和
9ABC

在不同胃黏膜组织中的表达情况

ECC%

和
9ABC

的阳性均主要定位在细胞质中#

为棕黄色颗粒&

C05()1 #

'%

ECC%

和
9ABC

在正常胃组

织$癌旁组织和胃癌组织中的阳性表达率见
E+Z,1 #

%

癌旁组织与正常组织 &

&

!

Y#D:$!H

#

P[H:HH#

'$胃

癌组织与正常组织&

&

!

Y%H:IF#

#

P[H:HH#

'$胃癌组织

与癌旁组织&

&

!

Y<:F%H

#

PYH:H!F

'中
ECC%

的阳性率比

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癌旁组织与正常组织 &

&

!

Y!%:$DD

#

P[H:HH#

'$胃

癌组织与正常组织&

&

!

Y<%:!<$

#

P[H:HH#

'$胃癌组织

与癌旁组织&

&

!

YD:$#$

#

PYH:H#$

'中
9ABC

的阳性率

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ECC%

和
9ABC

的表达与胃癌临床病理特征间

的关系

ECC%

在胃癌组织中的表达与局部淋巴结转移$

E;M

分期$预后有关#

9ABC

在胃癌中的表达则与肿

瘤分化程度$浆膜浸润程度$局部淋巴结转移$

E;M

分期$预后有关&

P#H:HD

'

\E+Z,1 !]

%

>=?

胃癌患者
ECC%

与
9ABC

表达的相关性

$H

例胃癌患者中#

ECC%

和
9ABC

均为阳性者
%$

B)'(X *

ECC% 9ABC

W T W T

;')N+, ?022(12 <H ! D:H 8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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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均为阴性者
#&

例!经
'()*+,*-

相关分析!两者在

胃癌中的表达呈正相关"

+."/0%!

!

1!2/30

#

45*67) %8

$

%

讨 论

胃癌作为常见的消化道恶性肿瘤! 具有早期发

病隐匿!症状缺乏特异性的特点%

9

&

!因此临床早期诊

断的准确率并不高! 多数患者就诊时已发展为中晚

期!严重影响治疗效果及其预后$随着分子生物学和

基因学的不断发展和进步! 胃癌的肿瘤标志物和基

因治疗靶点成为研究者们努力的方向$ 胃癌的发生

是一个多阶段'多基因的复杂过程%

$

&

!目前临床发现

的生物标志物包括
5::%

'

;<=:

'

>?@"!

'

>A#B$

等$

5::%

是
'C),D+E

等 %

F

&于
G&&G

年首次在大鼠空

肠内发现!随后在唾液腺'乳腺'呼吸道'下丘脑等部

位均发现其存在$ 已有研究证实%

&

&

!正常胃黏膜中很

少甚至不表达
5::%

! 但慢性胃炎或胃癌组织中

5::%

的表达大量增加$ 提示
5::%

的表达与慢性胃

炎和胃癌密切相关$

5::%

是由小肠或大肠杯状细

胞分泌!具有抗热性分解'抗蛋白酶'抗酸的特性!

对保护胃肠道黏膜和修复损伤的上皮具有重要作

用 %

G3

&

$ 随着对胃癌的研究日益深入! 有学者发现!

5::%

与胃癌的发生'浸润和转移具有一定的关系%

GG

&

$

王臣臣等%

G!

&研究发现!

5::%

在胃癌中的阳性表达率

为
09H#I

!且其阳性率与临床
5JK

分期和淋巴结转

移有关$本研究结果亦显示!

5::%

在正常组织'癌旁

组织和胃癌组织中的阳性表达率比较! 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1!2H20

()

5::%

在胃癌组织中的表达与局部

淋巴结转移'

5JK

分期'预后有关*

1!2H20

($

肿瘤细胞增殖'浸润和转移的基础是血管生成%

#%

&

$

;<=:

是所有血管生成促进因子中作用最强的促血

管生成因子!可强烈诱导血管生成!并可特异性地作

!"#$%& ' ()* *+,%&--"./ .0 (!!1 2/3 4567 "/ 8"00*%*/9 :2-9%"; <$;.-2 9"--$*-

!

=> !?@@

"

JD+,*7 LEMMC)M >*-N)+ *OP*N)-L LEMMC)M 5C,D+ LEMM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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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内皮细胞#使其产生促分解$增生和趋化作用#

增加血管内皮的通透性而促进浸润转移# 并使肿瘤

细胞逃脱免疫监视%

8M

&

' 本研究结果显示#

9?@<

在正

常组织$癌旁组织和胃癌组织中的阳性表达率比较#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A!K:KI

"(

9?@<

在胃癌中的表

达与肿瘤分化程度$ 浆膜浸润程度$ 局部淋巴结转

移$

>;G

分期$预后有关!

A!K:KI

"( 提示
9?@<

与胃

癌的浸润转移有重要关系# 可能是胃癌预后不良的

一个标志物#值得进一步研究探讨(本研究结果与李

一鑫等%

8I

&的研究基本一致#其研究表明#

9?@<

在胃

癌组织中的阳性表达率为
$I:%D

#

9?@<

的高表达

与淋巴结转移$远处转移和临床分期有关(

临床应用中较少研究
><<%

和
9?@<

两者联合

检测的关系# 本研究结果显示#

><<%

和
9?@<

在胃

癌中的表达呈正相关 !

)ZK:I%!

#

A!K:KI

"( 提示两者在胃癌的发

生$浸润$转移过程中可能存在

协同作用( 可能的原因为#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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