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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的
!

探讨乳腺癌组织中血管内皮生长因子"

X1S4

#%上皮生长因子
8

"

1S48

#和
:H2P#

蛋白的表达及其与淋巴结

转移的关系$方法
!

选取
%!$#

年
"

月至
%!$"

年
"

月该院收治的
*#

例乳腺癌患者作为研究对象!采用免疫组化法检测乳腺癌组

织和癌旁组织中
X1S4

%

1S48

和
:H2P#

的表达情况!并分析其与淋巴结转移的关系$结果
!

乳腺癌组织中
X1S4

和
1S48

的

阳性表达率分别为
"(;!'<

和
&';&%<

!明显高于癌旁组织的
%%;"%<

和
%";$'<

!差异有统计意义"

!

$

!;!&

#'乳腺癌组织中

:H2P#

的阳性表达率为
(&;+$<

!明显低于癌旁组织中的
++;(*<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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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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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期为
%

`

'

期的

1S48

和
X1S4

阳性表达率分别为
+%;'%<

和
+!;*(<

!高于
&

`

!

期的
&!;!!<

和
##;##<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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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肿

瘤
@YW

分期为
%

`

'

期的
:H2P#

阳性表达率为
%&;!!<

!显著低于对照组的
&!;!!<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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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伴有淋巴

结转移的
1S48

和
X1S4

阳性表达率分别为
++;%+<

和
+&;!!<

!显著高于无淋巴转移的
#+;&!<

和
#%;&!<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而伴有淋巴转移的
:H2P%

阳性表达率为
%%;+(<

!显著低于无淋巴结转移的
&!;!!<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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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结果显示!

1S48

和
X1S4

阳性表达与淋巴结转移呈正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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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P#

阳性表达与淋巴结转

移呈负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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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

X1S4

%

1S48

和
:H2P#

在乳腺癌的发生%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1S48

和
X1S4

阳性表达与淋巴结转移呈正相关!而
:H2P#

阳性表达与淋巴结转移呈负相关!其对评估乳腺癌患者的预后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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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腺癌是妇科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近年来研究发现(

$

)

#

乳腺癌的发生发展与多种基因的异常表达有关*上皮生长因

子
8

$

1S48

%具有促进肿瘤内血管增生和抑制凋亡的作用#在

绝大多数恶性肿瘤中均呈高表达状态#与肿瘤的淋巴结转移有

着密切的关系&而血管内皮生长因子$

X1S4

%亦具有促进内皮

细胞增殖和诱导血管新生的作用(

%

)

*近年来#

:H2P#

蛋白作为

一种细胞信号转导分子#亦被普遍认为与乳腺癌的淋巴结转移

有关(

(

)

*本研究检测乳腺癌组织中
X1S4

'

1S48

和
:H2P#

的

表达水平#旨在探讨其与淋巴结转移的关系#现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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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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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资料
!

选取
%!$(

年
"

月至
%!$"

年
"

月本院收治的

*#

例女性乳腺癌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年龄为
%#

"

+*

岁#平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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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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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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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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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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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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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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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肿瘤直径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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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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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直径

$

%;%#V!;"#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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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患者均经病理检查确诊乳腺癌#且其

病理学分型均为浸润性导管癌*依据肿瘤
@YW

分期#其中
&

期
$%

例'

!

期
%#

例'

%

期
%'

例和
'

期
$'

例#其中伴淋巴结转

移
##

例#无淋巴结转移
#!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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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剂与方法
!

鼠抗人
1S48

抗体和
X1S4

单克隆抗体'

兔抗人
:H2P#

单克隆抗体'通用型
:.

检验试剂盒及
R,[

试

剂盒均购自于武汉博士德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取组织切片#严

格按照说明书中固定'血清封闭'孵育'洗涤'

R,[

显色等步骤

进行操作#分别以鼠抗人
1S48

'

X1S4

和兔抗人
:H2P#

单克

隆抗体作为一抗#生物素标记的羊抗鼠
9

L

S

试剂和羊抗兔
9

L

S

试剂作为二抗#并采取
:.

法进行免疫组化检测*同时用
.[:

代替一抗#作为阴性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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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读标准
!

1S48

'

X1S4

和
:H2P#

以胞浆和$或%胞核

内出现明显棕黄色颗粒为阳性细胞*其中阳性细胞数
$

$!<

或未出现阳性细胞为$

e

%&阳性细胞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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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

%&阳

性细胞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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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

%&阳性细胞数
#

+&<

为$

``

`

%*其中当阳性细胞数
&

$!<

#为阳性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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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处理
!

采用
:.::$';!

统计学软件分析数据#两

组间计数资料计数资料以百分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采用
!

%

检验#乳腺癌组织中
1S48

'

X1S4

和
:H2P%

的阳性表达与淋

巴结转移的相关性分析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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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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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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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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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乳腺癌组织与癌旁组织中表

达情况比较
!

乳腺癌组织中
X1S4

和
1S48

的阳性表达率分

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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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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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例%#均明显高于癌旁组织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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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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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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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例%#差异有统计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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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腺癌组织中
:H2P#

的阳性表达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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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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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明显低于癌旁组织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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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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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腺癌组织中
1S48

'

X1S4

和
:H2P#

阳性表达与临床

病理特征的关系
!

肿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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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期为
%

`

'

期的
1S48

和

X1S4

阳性表达率高于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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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的#而肿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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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期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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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期的
:H2P#

阳性表达率则显著低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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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的#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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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有淋巴结转移的
1S48

和
X1S4

阳性

表达率显著高于无淋巴转移的#而伴有淋巴转移的
:H2P#

阳

性表达率则显著低于无淋巴结转移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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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与临床病理特征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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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腺癌组织中
1S48

'

X1S4

和
:H2P#

阳性表达与淋巴

结转移的相关性分析
!

.B2F>A?

分析结果显示#

1S48

和

X1S4

阳性表达与淋巴结转移呈正相关$

;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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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P#

阳性表达与淋巴结转移呈负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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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腺癌是常见的危害人类生命健康的恶性肿瘤之一#主要

发病于女性#近年来其发病率呈逐年上升的趋势*乳腺癌具有

侵蚀性强'进展迅速'易转移'预后差等特点#严重威胁女性的

生命健康#已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

#

)

*淋巴结转移是乳腺癌的

主要转移方式#是否有淋巴结转移是影响患者生存预后的关键

因素#控制淋巴结转移对乳腺癌的治疗具有积极的作用(

&

)

*目

前#乳腺癌的发病机制尚不明确#因此深入研究乳腺癌的发生

发展机制对乳腺癌的预防和治疗有着重要的意义*近年来研

究发现(

"

)

#乳腺癌的发生发展与多种基因的异常表达有关#包

括癌基因'抑癌基因'肿瘤易感基因等*

1S48

广泛存在于哺乳动物上皮细胞膜上#是正常细胞增

殖'分化'生长等的重要调节因子(

+

)

*有研究亦显示#

1S48

信

号传导通道是
S-

蛋白等多种信号通道的交汇处#

1S48

地活

化可促进细胞的增殖'分化等#对机体的生长发育有着重要的

作用(

*

)

*

1S48

的异常表达与肿瘤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研究

显示#

(!<

左右的肿瘤患者体内存在
1S48

异常表达(

'

)

*国

内外研究显示#

1S48

的过度表达可促进肿瘤细胞的生长'增

殖'分化'血管新生和转移#并抑制其凋亡#从而促进肿瘤的进

展(

$!-$$

)

*肿瘤的生长和转移有赖于肿瘤内新生血管的形成#

而
X1S4

作为最强的直接作用于血管内皮细胞的生长因子#

其对肿瘤内新生血管的形成起到关键的作用*研究显示#

X1S4

可通过增强组织血管的通透性#血管内血浆蛋白外渗#

从而为肿瘤细胞的生长及血管的新生提供了微环境(

$%

)

*此

外#

X1S4

信号传导通路导致的淋巴管数目增加和淋巴管扩

张#亦为肿瘤的淋巴道转移提供了形态学基础(

$(

)

*研究显示#

肿瘤坏死因子$

@S4-

%"

:H2P>

信号通路具有负性调控的作

用#可抑制肿瘤的生长#而该信号通路任一环节出现错误#均会

导致其生物学效应的丧失#从而失去对肿瘤的抑制作用(

$#

)

*

:H2P#

基因是肿瘤抑制基因#在
@S4-

信号通路中起到关键的

作用#大部分恶性肿瘤均存在
:H2P#

基因变异(

$&

)

*有研究亦

显示#

:H2P#

蛋白的缺失与肿瘤的生长和转移密切相关(

$"

)

*

本研究结果显示#乳腺癌组织中
X1S4

和
1S48

的阳性

表达率明显高于癌旁组织#而乳腺癌组织中
:H2P#

的阳性表

达率则明显低于癌旁组织*肿瘤
@YW

分期为
%

`

'

期的患

者体内
1S48

和
X1S4

的阳性表达率高于
&

`

!

期#而肿瘤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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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W

分期为
%

`

'

期的患者体内
:H2P#

阳性表达率则显著

低于
&

`

!

期&伴有淋巴结转移的患者体内
1S48

和
X1S4

阳性表达率显著高于无淋巴转移的患者#而伴有淋巴转移的患

者体内
:H2P#

阳性表达率则显著低于无淋巴结转移*

.B2F>A?

分析结果显示#

1S48

和
X1S4

阳性表达率与淋巴结转移呈

正相关#

:H2P#

阳性表达率与淋巴结转移呈负相关*本研究认

为
1S48

'

X1S4

和
:H2P#

参与了乳腺癌的发生'发展#其中

1S48

和
X1S4

阳性表达率与淋巴结转移呈正相关#而
@S4-

$

"

:H2P>

信号通路活性与淋巴结转移呈负相关*

1S48

和

X1S4

的高表达可促进肿瘤细胞的生长'增殖'分化'血管新生

和转移#抑制肿瘤的凋亡#促进肿瘤的进展&而
:H2P#

的高表

达则对肿瘤的进展具有抑制作用*关于
X1S4

'

1S48

和

:H2P#

在淋巴结转移中具体的作用机制和信号途径则有待进

一步研究*

综上所述#

X1S4

'

1S48

和
:H2P#

在乳腺癌的发生'发展

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1S48

和
X1S4

阳性表达率与淋巴结

转移呈正相关#而
:H2P#

阳性表达率与淋巴结转移呈负相关#

其对评估乳腺癌患者的预后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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