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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表达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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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管癌在世界范围内死亡率较高! 在全部恶性

肿瘤中排名居第
E

位" 我国食管癌患者中
H&J

以上

的病理类型为鳞癌"相关研究显示!基质金属蛋白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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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肿瘤的发生发展有密切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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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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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属于基质金属蛋白酶家族成员! 能够

降解胞外基质! 在肿瘤的侵袭和转移中发挥重要作

用%

!

&

" 目前已发现其在食管癌'肝癌'肺癌等组织中

高表达!并与其潜在恶性程度和肿瘤进展有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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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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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食管鳞状细胞癌#

AL//

$

的生长和侵袭转移过程其特异性表达相关研究报道

甚少) 本研究通过检测食管鳞癌组织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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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水平! 探讨两者在食管鳞癌细胞侵袭

转移过程中的作用及意义! 为临床诊疗食管鳞癌提

供思路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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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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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资料

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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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我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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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食

管鳞癌初治患者!行手术切除的食管鳞癌组织"手术

切除前均未行放化疗及其他免疫治疗! 术后病理回

示!明确诊断为食管鳞状细胞癌" 其中!男性
E?

例'

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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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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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本研究经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患

者均知情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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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食管鳞状细胞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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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表达及意义)%方法& 采
用免疫组化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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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测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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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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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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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表达)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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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与患者临床病理特征的关系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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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的相关性)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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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性表达均
与患者性别'年龄'组织分化程度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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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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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淋巴结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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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期'肿瘤浸润深度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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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在食管鳞癌的生长和侵袭转移过程可能有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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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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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色阳性为胞浆

出现棕黄色颗粒区域" 随机取不同高倍视野细胞计

数共
#&&&

个计算阳性率" 细胞核中棕黄色颗粒为

''(!#&

!

''(!#)

阳性染色" 观察阳性细胞染色情

况和阳性细胞染色率#阳性染色细胞
*!+,

为$阴性

表达"阳性染色细胞
!!+,

为阳性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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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处理

采用
.(.. !!/&

软件处理数据" 计数资料以百

分比表示" 并采用
!

! 检验" 相关性分析采用
.0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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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级相关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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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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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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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与食管鳞癌临床病理特征

的关系

食管鳞癌组织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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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性表达均与

患者性别!年龄!组织分化程度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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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淋巴结转移!

;<'

分期!肿瘤浸润程度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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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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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管癌发生发展侵袭转移机制复杂&涉及到多

种发病分子机制的表达% 目前临床治疗食管癌以手

术为主&但术后复发'易转移&术后
B

年生存率不超

过
B&R

#

O

$

%

CC=

是锌依赖内切酶超家族&可以降解细胞外

基质的所有成分& 在肿瘤细胞突破
Y/C

和基底膜

屏障过程中起促进作用%

CC=3

是一类由结缔组织

分泌的蛋白水解酶家

族&能降解细胞间的基

质成分' 分解基底膜&

CC=3

家 族 的 主 要 生

理功能(降解细胞外基

质的有效成分'调节细

胞黏附'作用于细胞外

组分或其他蛋白成分

而启动潜在的生物学

功能&直接或间接参与

胚胎发育'组织再塑及

创伤修复等正常生理

过程#

O

$

% 因此其高表达

与肿瘤的浸润和转移

密切相关% 研究发现&

"ZE=

可通过负性调控

CC=!#

'

CC=!!

'

CC=!

O

'

CC=!N

等的表达&在

抑制肿瘤的侵袭和转

移中起了重要作用 #

#&

$

%

CC=!#&

与
CC=!#D

同

是
CC=3

家族的重要

成员&同属于基质金属

蛋 白 酶 家 族 成 员 &

CC=!#D

是
CC=3

家族

中的具有降解细胞外

基质中的
!

'

"

'

#

'

$

型胶原与蛋白多糖的

作用& 有研究显示 #

##

$

&

肿瘤的浸润'转移及预

后有关与
CC=!#D

高表达有关%

CC=!#&

是
CC=

家

族中新发现的种类其主要为降解胶原
#

'胶原
$

'明

胶'酪蛋白'弹性蛋白等功能%

S,*51,!E*16(72+

等发现

CC=!#&

缺陷小鼠肝癌发生率和肺转移率更低 %

')3>1-12+

等#

#!

$发现
CC=!#&

维持肺癌干细胞作用&在

肿瘤的起始以及转移潜能储备中是必需的% 付曦等

研究发现
CC=!#D

与肿瘤
L;C

分期和淋巴结转移

密切相关& 在
L;C

分期的表达明显强于分期低者&

有淋巴结转移者中的阳性率高于无淋巴结转移者)

伊严等#

#D

$研究发现使用免疫组化
[=

染色法&结果显

示
CC=!#D

阳性表达随肿瘤分级'

L;C

分期增高和

淋巴结转移而增加&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胡芳芳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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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报道!随着肿瘤分级的增高!

''(!#)

表达呈现增

高趋势" 本研究中!食管鳞癌组织
''(!#&

#

''(!#)

阳性表达均与患者性别#年龄#组织分化程度无关!

与淋巴结转移#

*+'

分期# 肿瘤浸润程度有关
,(-

&.&/0

"

''(!1&

#

''(!1)

与淋巴结转移#

*+'

分期及

浸润深度均呈正相关$

(-&.&/

%"提示
''(!1&

#

''(!

1)

表达越高!食管鳞癌恶性程度越高!两者高表达

可能加速肿瘤细胞的侵袭转移"

有研究表明 &

1/

'

!运用
223$

与平板克隆形成实

验研究!通过敲降
45674

来检测对食管鳞癌细胞增

殖的影响!证明了
45674

过表达促进食管鳞癌细胞

的迁移和侵袭" 同时使用
8*9(28

和
:;<=;>? @AB=

验证显示! 实施敲降
45674

组的细胞中!

''(!#&

和
''(!#)

的
C8+4

和蛋白表达水平均降低!而在

过表达
45674

组细胞中 !

''(!#&

和
''(!#)

的

C8+4

和蛋白表达水平则呈上升趋势! 提示
''(!

#&

和
''(!#)

的表达水平与
45674

表达水平呈正

相关! 更进一步证明了
''(!#&

#

''(!#)

在食管鳞

癌细胞的迁移和侵袭过程中起重要作用"

综上所述!

''(!#&

#

''(!#)

在食管鳞癌组织

中具有肿瘤特异性表达 ! 临床上检测
''(!#&

#

''(!#)

在食管鳞癌组织中的表达! 可能可为食管

鳞癌的诊断及寻找靶向药物治疗提供实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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