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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一项研究表明#高动物性脂

肪饮食明显增加患乳腺癌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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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报道还指出美国妇女

多患乳腺癌与其膳食总热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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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脂肪及所摄取的总热量

较高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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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高脂肪饮食促进乳腺癌的发生'由此

作者设想由于高脂肪饮食导致参与体内脂质代谢的调控因子

及相关信号传导通路改变可能在乳腺癌发病中起重要作用'

大量研究发现过氧化物酶增殖物激活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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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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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候细胞过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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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抑制细胞的增殖和诱导凋亡#进一步支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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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蛋白的表达#尤其是经

4AD

处理后这种效应更加明显#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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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将

成为治疗乳腺癌新的靶标#通过激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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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其发挥抑制癌

基因的表达和诱发癌细胞凋亡的作用#为治疗雌激素受体阴性

乳腺癌提供一种新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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