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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性肝癌的发生机制是近年

来研究的热点"但至今仍未完全明确'致病因素主要

倾向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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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码的病毒蛋白对正常肝细胞增殖代

谢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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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位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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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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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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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有丝氨酸蛋白酶活

性"主要功能是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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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白协同"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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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位

点进行切割"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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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白加工成熟过程中发挥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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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旋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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酶结合并水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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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旋酶发挥

作用提供所需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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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二

级结构打开以利于正, 负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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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复制和翻译"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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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抗"采用免疫组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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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对全部标本进行抗原

检测! 采用预实验中阳性片作为阳性对照"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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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替一抗作阴性对照! 同时"获取同期临床信息#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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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仅次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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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第二大危险

因素%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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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机制复杂以及诊断&治疗&预防

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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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率持续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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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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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

病人数逐年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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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在前期实验的基础上'利用抗
=-7 9@A

解旋酶保守性表位单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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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肝

癌相关
=-7 9@A

解旋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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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抗体检测
=-7

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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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相关蛋白具有统计学意义%

CDE !B<!

识

别表位
BF"?

' 序列为
!"?FGH@HI@GI!<A

' 位于

=-7 9@A

解旋酶结构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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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模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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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覆盖了对

9@A

解旋酶功能活性起到决定性作用的
DGF

结合

位点(

H@HI@

)'而且'

BF"?

氨基酸序列在所有基因

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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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完全保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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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本研究中'

CDE !B<!

对
<E

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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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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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与其

表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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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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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旋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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酶活

性%

9GF

酶结合并水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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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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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旋酶发挥作

用提供所需能量'与
=-7

的复制和翻译有关%因此'

可以推测出'当病毒大量复制时
=-7

解旋酶就会呈

现优势表达% 本实验中' 抗体对相关蛋白的检测与

=-7!K9D

定量呈正相关%

抗体对应相关蛋白的高检出率 ' 证实
CDE

!B<!

均可作为检测肝癌组织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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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诊断试剂%

此外'

=-7 9@A

解旋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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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肝癌的发生发

展过程中充分表达'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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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肝癌的基础研究提

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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