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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分子标志物检测在预测子宫内膜癌
淋巴结转移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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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 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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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标志物在子宫内膜癌淋巴结转移中的表达及
相关性' $方法% 选取

!?#%

年
#

月至
!?#=

年
#

月河南省肿瘤医院收治子宫内膜癌患者
>%

例"根据是否发生淋巴结转移分为淋巴结转移组!

*H#=

(和淋巴结未转移组)

*H%I

(* 采用免疫
组化

JD

方法检测
ABC!!

+

D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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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

蛋白的表达, 采用
K'502L04

回归分析以上检测指标表
达量与淋巴结转移之间的关系* $结果% 淋巴结转移组

ABC!!

蛋白&

DE%F

蛋白和
.AG=

蛋白
阳性率均高于淋巴结未转移组!

DM?:?>

(*

K'502L04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

D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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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

蛋白表达
量与子宫内膜癌淋巴结转移相关 !

DM?:?>

(,

ABC!!

蛋白表达量与子宫内膜癌淋巴结转移无
明显相关!

DN":">

(* $结论% 子宫内膜癌患者联合
A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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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F

&

.GA=

蛋白测定能为临床制
定个体化治疗方案提供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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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宫内膜癌是女性生殖系统常见的恶性肿瘤"

近
!?

年以来其发生率呈现上升及年轻化趋势$

#

%

* 患

者发病后多以不规则阴道出血为首发症状" 并且

$>hi@?h

患者诊断时肿瘤范围集中在子宫内* 流行

病学调查结果显示$

!

%

-子宫内膜癌近
!?

年发病率相

对稳定"但是死亡率却呈现上升趋势"严重影响女性

健康*子宫内膜癌多以手术治疗为主"但是目前临床

上对于腹膜后淋巴结的清扫价值存在较大的争议*

文献报道显示 $

%

%

-淋巴结清扫有助于明确疾病的严

重程度"了解患者术后是否需要辅助治疗*现有研究

显示- 子宫内膜癌患者淋巴结转移率仅为
8?:?h

左

右" 但是淋巴结清扫相关手术并发症发生率达到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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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加强患者术后淋巴结转移情况判

断对制定个体化治疗方案具有重要的意义#

-

$

!

子宫内膜癌淋巴结转移受到的影响因素较多#

&

$

"

包括病理类型%组织学分级%肌层浸润深度等"但是

这些影响因素更多的需要通过全面的分期手术获

得" 难以实现子宫内膜癌淋巴结转移的预测价值!

文献报道显示 #

.

$

&将分子标志物"如
/01!!

%

23%4

%

56/-

蛋白等联合测定效果理想" 能预测患者预后

及淋巴结转移情况" 为制定个性化手术方案提供依

据! 我们选取
!+#%

年
#

月至
!+#-

年
#

月河南省肿

瘤医院收治子宫内膜癌患者
&%

例" 探讨
/01!

%

23%4

%

56/-

分子标志物检测在子宫内膜癌淋巴结

转移中的表达及相关性!

#

资料与方法

!"!

临床资料

选取
!+#%

年
#

月至
!+#-

年
#

月医院收治子宫

内膜癌患者
&%

例"根据是否发生淋巴结转移分为淋

巴结转移组和淋巴结未转移组! 淋巴结转移组
#-

例"年龄
!7($#

岁"平均年龄
-&*%!"-*$%

岁! 患者

中" 子宫内膜样腺癌
#+

例"

%

例子宫内膜浆液性乳

头状腺癌"

#

例腺鳞癌! 淋巴结未转移组
%7

例"年龄

%+($%

岁"平均年龄
-$*+7"-*8&

岁!子宫内膜样腺癌

%-

例" 子宫内膜浆液性乳头状腺癌
!

例" 腺鳞癌
#

例"神经内分泌癌
#

例"透明细胞癌
#

例!

纳入标准!'

#

( 符合子宫内膜癌临床诊断标准)

'

!

(均行手术治疗"行全子宫
9

广泛子宫切除
:

双附件

切除
:

盆腔淋巴结及腹主动脉旁淋巴结清扫术! 并

经手术病理检查确诊)'

%

(均经过医院伦理委员会批

准同意"自愿签署知情同意书!

排除标准!'

#

(排除不符合子宫内膜癌临床诊断

标准者)'

!

(排除资料不全或难以配合治疗者)'

%

(排

除合并心%肝%肾功能异常者! 两组年龄及癌症类型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01!!

!

23%4

!

56/-

蛋白测定方法与

判断标准

采用免疫组化
;2

方法检测
/01!!

"

23%4

"

56/-

蛋白的表达!所有手术切除标

本均经过浓度
#+*+'

福尔马林进行固定"

常规石蜡包埋"制备
-<=

连续切片"采用

免疫组化
;2

方法检测
/01!!

%

23%4

%

56/-

蛋白的

表达"将切片放置在烘烤箱'

.+#

(下进行
>?

烘烤"

常规脱蜡至水" 采用
@/$*!($*-

的
2A;

缓冲液下进

行
%

次清洗"每次
%=BC

"采用浓度为
%,/

!

D

!

溶液放

在室温下进行
!"=BC

孵育" 将组织中内源性过氧化

物酶消除"采用
2A;

进行
%

次冲洗"每次
%=BC

"加入

>$>"

普通山羊血清进行
>&=BC

下孵育! 去除组织切

片上的血清"滴加
>

抗'

/01!

%

23%4

%

56/-

单克隆

抗体("

-%

下过夜"室温下放置
>?

"采用
2A;

进行
%

次清洗" 每次
%=BC

" 加入生物素标记的二抗" 孵育

%"=BC

"温度为
%$%

!加入辣根过氧化物酶"孵育
%"=BC

"

温度为
%$%

" 采用
2A;

进行
%

次清洗" 每次
%=BC

"

6EA

显色"苏木精复染
8(>"F

"中性树胶封片#

$

"

8

$

!

23%4

蛋白!切片染色下棕黄色颗粒出现在细胞

浆中阳性表达)

/01!!

蛋白以棕黄色颗粒处于细胞

膜中为阳性表达#

7

$

)

56/-

蛋白以棕黄色颗粒处于细

胞膜中为阳性表达! 采用
+(%

分评分法进行评分"

+

分细胞不着色)

>

分浅黄色)

!

分棕黄色)

%

分为褐

色! 以阳性细胞占所有细胞百分比与染色强度作为

最终得分"得分
G%

分为阳性"反之为阴性#

>+(>>

$

!

!"$

统计学处理

采用
;2;;>8*+

软件处理" 计数资料行
!

! 检验"

计量资料行
H

检验"采用
!&F

表示"采用
IJKBFHBL

回

归分析
/01!!

%

23%4

%

56/-

蛋白表达量与淋巴结转

移之间的关系!

2M+*+&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结 果

#"!

淋巴结转移组与淋巴结未转移组
/01!!

!

23%4

!

56/-

蛋白表达比较

淋巴结转移组
/01!!

蛋白%

23%4

蛋白和
5/6-

蛋白阳性率均高于淋巴结未转移组'

2M+*+&

('

NOPQR >

(!

#"# /01!!

!

23%4

!

56/-

蛋白表达量与淋巴结转移

相关性

IJKBFHBL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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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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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量与子宫内膜癌淋巴结转移相关 !

<=>:>?

"#

@AB!

蛋白表达量与子宫内膜癌淋巴结转移无明显

相关!

<C>:>?

"

DE+F,1 !G

$

%

讨 论

子宫内膜癌是女性生殖道常见的恶性肿瘤%该

疾病发生率近年来呈现上升及年轻化趋势$ 欧美每

年子宫内膜癌发病率为
8>H#>

万
I!>H#>

万&

#!

'

$目前%

临床上对于子宫内膜癌发病机制尚不完全明确%临

床上多以手术治疗为主%手术治疗能切除病灶组织%

延缓病情的进一步发展% 但是患者围手术期是否需

要进行淋巴结清扫尚存在较大的争议$ 淋巴结清扫

作为子宫内膜癌手术病理分期的依据之一% 能辅助

治疗的选择和预测患者预后情况$ 相关学者研究显

示 &

#%

'

(淋巴结清扫在提高
!I"

期子宫内膜癌生存

率上存在一定的优势% 但是部分学者持有相反的观

念% 认为盆腔淋巴结清扫并不能提高子宫内膜癌患

者生存率$ 因此% 临床上如何采取有效的方法预测

淋巴结转移情况% 制定个体化治疗方案具有重要的

意义$

近年来 %

@AB!!

)

<J%K

)

.L@M

蛋白联合测定在

子宫内膜癌患者中得到应用$本研究中%淋巴结转移

组
@AB!!

蛋白)

<J%K

蛋白和
.@LM

蛋白阳性率高

于无淋巴结转移组!

<=":"?

"$由此看出(不同蛋白联

合测定能预测子宫内膜癌患者淋巴结的转移情况%

指导临床治疗$

@AB!!

基因又称为
.!1)FN!!

基因%

该基因在人体中主要位于
8$

号染色体上%并且编码

一与
AOPB

蛋白具有十分类似的磷酸化蛋白结构%

并且该基因由于跨膜区的氨基酸序列变异而具备转

化活性$

@AB!!

具有三个区域(细胞外区域)跨膜区

域和细胞质内酪氨酸激酶区域% 该基因在子宫内膜

癌淋巴结转移预测中效果理想$ 文献报道对于子宫

内膜癌无淋巴结转移者%如果存在
@AB!!

基因扩增

或
@AB!!

基因过表达%则患者的抗肿瘤治疗效果较

差$ 通过
@AB!!

基因能预测是否存在淋巴结转移%

指导临床治疗相应的手术治疗方案$

<J%K

也是子宫

内膜癌患者中常见蛋白% 该蛋白家族主要有三类%

<J%K

最为广泛 &

8M

'

$

<J%K

蛋白的活化主要包括具有

磷酸化酪氨酸的生长因子受体或连接蛋白结合而活

化一级通过
BQR

与
S88>

直接结合而活化两种方

式$ 当子宫内膜癌患者体内
<J%K

蛋白高表达%表示

<J%KHQKE

信号通路被进一步激活%从而能预测淋巴

结是否发生转移$ 文献报道子宫内膜癌患者
<J%K

蛋白高表达%容易导致药物治疗的失败$

.L@M

蛋白

属于是钙黏蛋白家族成员%均为单链跨膜糖蛋白%能

有效地调节细胞粘附)细胞形态%参与介导特定组织

或器官的细胞粘附$ 本研究中%

T'502U04

回归分析结

果显示
<J%K

)

.L@M

蛋白表达量与子宫内膜癌淋巴

结转移相关 !

<=>:>?

"#

@AB!!

蛋白表达量与子宫内

膜癌淋巴结转移无明显相关!

<C>:>?

"$ 由此看出(子

宫内膜癌患者中不同分子标志物联合测定能预测淋

巴结是否发生转移%从而制定针对性的手术治疗方案%

使患者的治疗更具针对性%促进患者早期恢复&

8?

'

$ 同

时% 患者手术后可以动态监测
@AB!!

)

<J%K

)

.L@M

蛋白水平%指导患者预后%对于
@AB!!

)

<J%K

)

.L@M

蛋白高表达者%术后则需要结合放疗)化疗等辅助治

疗%改善患者生存期$

综上所述%子宫内膜癌患者联合
@AB!!

)

<J%K

)

.L@M

蛋白测定) 能为临床个体化方案治疗提供参

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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