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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应用免疫组化的方法" 研究甲状腺疾病患者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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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表达情况及两者之间的

相关性" 以期进一步探索该两种蛋白在甲状腺乳头

状癌患者的诊治中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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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状腺癌组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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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12%%34

表达与

临床病理特征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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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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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表达均与肿瘤分期&淋巴

结转移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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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论

随着科技的进步#甲状腺癌的诊断率逐渐增高#

大多数患者经过积极的手术治疗都能获得较好的预

后#但是患者仍存在复发的风险#据统计#约有
!,)

的患者面临二次手术$因此#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

的重要性就更加显著$ 积极探索发现与甲状腺癌相

关的新的蛋白及不同蛋白间的相关性# 将有助于甲

状腺癌的早期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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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调控!细胞分化!胚胎发育等生命过程中发挥重要

作用" 目前
?;@

已被证实在肺癌!胆管癌等的组织

中有较高表达#

O

$

E

%

" 而锌指蛋白
AMB

&

?;@AMB

'是锌指

蛋白家族新发现的蛋白因子$ 有研究表明$

?;@AMB

可以和人体组织内的相关蛋白组成复合物$ 从而发

挥其调控细胞增殖! 分化和周期的作用 #

A

%

" 人体

.C%%

是一种细胞表面跨膜糖蛋白$ 主要参与异质

性黏附$即肿瘤细胞与宿主细胞和宿主基质的黏附$

在肿瘤细胞的增殖和浸润转移中发挥作用" 其基因

位于
##

号染色体短臂$ 由
!M

个高度保守的外显子

组成$ 依据外显子转录方式的不同分为组成型外显

子 &

.

' 和变异型拼接外显子 &

9

' 两大类 " 而

.C%%DE

被证实在胃癌和乳腺癌等中具有较高的表

达#

$

%

"

本实验结果提示$

?;@AMB

在癌旁组&

A:OI

'!结

甲组&

BM:MI

'和甲癌组&

EA:OI

'的阳性表达率和显

色程度逐渐增加$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5

等#

N

%

对
#!A

例乳腺癌患者组织内的
?;@AMB

进行检测发

现$其在癌灶中的表达阳性率高达
N#:BI

"

U+*5

等#

#M

%

研究发现$在头颈部鳞状

细胞癌中$癌组织和癌旁

组织中
?;@AMB

的阳性率

&

%$:EI

!

##:EI

'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同时$本实验

结 果 提 示 $

.C%%DE

在 癌

旁组 &

#M:MI

'! 结 甲组

&

#B:BI

'和甲癌组&

AO:MI

'

的阳性表达率和显色程

度逐渐增加$且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

L'*G10)'

等#

##

%

和
W(

等#

#!

%研究发现口腔

癌和甲状腺癌组织中的

.C%%DE

呈高表达" 综上$

?;@AMB

和
.C%%DE

在 甲

状腺癌中呈高表达$且随

着癌变的过程进展$其表达也逐渐增强" 因此$早期

检 测 甲 状 腺 癌 可 以 患 者 组 织 中 的
?;@AMB

和

.C%%DE

表达情况将有利于提高早期甲状腺癌的诊

断率"

此外$实验结果提示$甲状腺癌组织中
?;@AMB

和
.C%%DE

的表达均与淋巴结转移!分期有关$在有

淋巴结转移患者! 分期较高患者的甲状腺组织出现

更高表达 &淋巴结转移 (

?;@AMB $#:$I

!

.C%%DE

N#:MI

)

#X$

期
?;@AMB $$:NI

!

.C%%DE N%:%I

'" 肿

瘤直径在
?;@

蛋白表达过程中$提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在
.C%%DE

中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C%%DE

的

表达与肿瘤直径无关$ 该结果与现有文献结论有差

异$考虑可能与本实验例数少$实验操作者技术不够

熟练有关"

?;@AMB

和
.C%%DE

的表达情况均与患者

的性别和年龄无关"

3Y+6+P+

等#

#B

%研究发现
.C%%DE

在胃癌组织中高表达$ 且阳性表达与肿瘤分期和淋

巴结转移呈正相关$ 与患者的年龄! 性别无关 "

Z16*02='GG0)

等 #

#%

%在基因水平对乳腺癌患者病变组

织中的
?;@AMB

表达情况进行研究$证明
?;@AMB

高

表达的患者预后更差"

U+*5

等#

#O

%利用细胞系模型$

对
#!M

例 胃 癌 患 者 的 病 变 组 织 进 行 研 究 发 现

?;@AMB

在发生转移的胃癌组织中有更高的表达"综

上$

?;@AMB

和
.C%%DE

表达程度越高的患者$ 提示

发生肿瘤转移和复发的可能性更大"

最后$本实验结果提示
?;@AMB

和
.C%%DE

在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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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瘤学杂志
!"#$

年第
!%

卷第
%

期

状腺癌组织中的表达呈正相关 !

&'"(%)!

"

*'"(""+

#$

,-.

是含有锌指结构的
/-0

结构域" 该结构域与

/-0

双螺旋结构相结合"其次"某些
,-.

还可以识

别
1-0

$

,-.

主要位于细胞核和细胞质中 "而

2/%%3)

是位于细胞膜上的一种表明跨膜糖蛋白$依

据两种蛋白位于细胞内的位置和其各自的功能"推

断两种蛋白在甲状腺癌组织中的表达可能存在协调

作用"共同促进了甲状腺癌的发生%发展$

综上所述"

,-.45+

和
2/%%3)

在甲状腺癌组织

中高达表达"且两者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因此"联

合检测将有助于提高早期甲状腺癌的诊断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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