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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类对肿瘤研究的不断深入#人类对候选抑

癌基因
G

=8

基因也进行了深入研究#其作用机制在不

断地被挖掘与证实&与此同时#

G

=8

其基因多态性与

多种肿瘤的相关性也得到了广泛关注#本文主要对近

年的研究报道进行综述#为人类对抗与治疗恶性肿瘤

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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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概述

""G

=8

基因与
G

&8

基因具有同源性#于
'99=

年筛选

胰岛素介导的细胞信号转导因子时#被
Z6

H

E6J

等研

究者偶然发现#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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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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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内含子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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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外显

子#其主要功能结构包括转录活化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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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

$

端

寡聚区'

K̂

区(及中央功能区'

\̂̂

区(&

G

=8

基因的

启动子
G

'

转录生成的异构体统称为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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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包

括
)

+

*

+

(

+

0

+

1

+

2

+

3

+

4

'

和
4

9

种异构体*启动子
G

@

所

产生的异构体统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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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8

#包括
#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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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

#

!

G

=8

+

#

XL@

"

8

G

=8

与
#

XL@

G

=8

&

G

=8

基因的第
@

个外显

子的第
?

与第
'?

位上有
@

个自然关联的鸟嘌呤与腺

嘌呤以及胸嘧啶与胞嘧啶双核苷酸相互置换的多态

性区域#影响着
G

=8

基因的表达&

G

=8

基因与
G

&8

基因所编码的蛋白质结构与功能

上差异不大#都具有激活靶基因+抑制细胞生长+促进

肿瘤细胞凋亡等功能&

G

=8

基因至少有
'9

个单核苷

酸多态性#启动子的
8

个变异体无生物学意义#而位

于外显子部位的
G

=8?_'?$>?%'?5

基因多态性则有

影响作用#这可能与
G

=8?_'?$>?%'?5

双核苷酸多

态性的位置正好处于启动子
%]_

上游的外显子相

关#随着近期研究的深入发展#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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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因多态性与肿瘤相关性的研究得到了飞速发展$

'>@

%

&

有研究者通过对
('?(

例肿瘤患者与
('&)

例健

康对照进行
@:

项独立研究#对研究结果进行
"-/6

分

析#结果显示#携带
G

=8

基因多态
%>5

等位基因的试

验组患结肠癌+直肠癌+宫颈癌及头颈部肿瘤等恶性

肿瘤的危险性明显升高$

8

%

&通过进一步分析发现#

G

=8

基因多态性与白种人肿瘤易感性具有相关性&另

有研究者通过对
::8&

例肿瘤患者与健康对照
=8=(

例进行
@8

项研究#对研究结果使用
"-/6

分析#再一

次证实了
G

=8

基因
_?$'?>%?5'?

多态性与欧洲白种

人和亚洲黄种人的结肠癌与直肠癌潜在发病危险具

有一定的相关性$

?

%

&

SQ]

等$

&

%通过对
()'=

例肿瘤患

者与
':')

例健康对照进行
@=

项独立研究#对研究结

果进行
"-/6

分析#结果显示#

G

=8

基因
_?$'?>

%?5'?

多态
%5

"

%5

基因型携带者患癌风险显著升

高*如若按照种族进行分层分析研究#结果表明
%5

"

%5

基因型会使白种人和亚洲人种的肿瘤发病风险显

著上升#对美国人与日本人的作用尤为明显*而依据

肿瘤类型进行分层分析#结果发现
%5

"

%5

基因型会

使结肠癌+直肠癌+头颈部肿瘤癌变等癌症的发病风

险显著增加&多项研究均显示
G

=8

基因的多态性与

多种肿瘤疾病的生成+发展以及预后存有一定的相关

性&以下将进行进一步的归纳与阐述&

B

"G

GC

基因多态性与消化道肿瘤的相关性

B7A

"G

=8

基因多态性与结直肠癌的相关性
"G

=8

基

因
_?$'?>%?5'?

多态性与结直肠癌相关性的研究报

道较为常见&有研究报道
G

=8

基因
_?$'?>%?5'?

多

态性与该地区人口结直肠癌发病概率的相关性研究

发现#携带
%5

"

%5

+

_$

"

%5

基因的人群患结直肠癌

的可能性明显高于其他人群$

:

%

&

#%"%RQ"%

等$

=

%

报道中以日本人为研究对象#研究其
G

=8

基因
_?$'?>

%?5'?

多态性与结直肠癌发病率的相关性#得出结论

为
G

=8

基因
_?$'?>%?5'?

多态性与结直肠癌发病率

无显著相关性&

*+%\#]

等$

(

%研究发现#所携带的

%5

"

%5

基因的纯合子会使该地区结直肠癌的发病概

率显著上升*同时#还证明携带
%5

等位基因的结直

肠癌患者预后效果较好&采用相同的研究方法#对突

尼斯人却得到了不一样的结果&另有研究报道发现#

携带
%5

"

%5

基因的患者比携带
_$

"

%5

或
_$

"

_$

基因的患者其预后效果较差$

&

%

&王丽等$

9

%研究报道

表明#

%5

"

%5

基因纯合子可以明显提高结直肠癌的

发病风险#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6

分析结果说明

G

=8?_'?$>?%'?5

基因多态性与结直肠癌发病风险

之间有明显相关性#表明携带
G

=8?_'?$>?%'?5

基

因多态性是结直肠癌发病的重要因素&

B7B

"G

=8

基因与胃癌的相关性
"

U#%K

等$

')

%通过研

究分析杂合型
G

=8

胃癌患者的组织发现#

G

=8

基因

SK#

的发生率可达到
8=7&N

#但并未发现有突变情

况 &

Z%!_

等$

''

%通过分析
=&

例胃癌患者组织标本

以及
&

个胃癌细胞系#结果表明健康胃黏膜组织中

G

=8

基因的表达为单等位基因表达#而在胃癌癌变组

织中
G

=8

基因的表达为双等位基因表达#提示组织中

G

=8

基因的变化是在组织细胞癌变之后的继发性基因

变化&除此之外#国内研究者采用大量的实验数据与

临床观察发现#

G

=8

基因是胃癌#特别是肠型胃癌发病

的基因靶点#作为胃癌肿瘤病变的起始基因改变#

G

=8

基因的大量表达#甚至是过表达可能直接参与胃癌肿

瘤细胞的增殖+浸润以及转移等过程$

'@

%

&张伟华

等$

'8

%使用两双相对引物的
*$+

法研究我国西北地区

人群患胃癌风险率与
G

=8?_'?$>?%'?5

双核昔酸多

态性的相关性#结果表明
G

=8

基因
_?%_$

"

_$

纯合

子基因型与我国西北人群胃癌#特别是弥漫型胃癌的

高发风险具有相关性&

B7C

"G

=8

基因与肝癌的相关性
"

X̂!_

等$

'?

%研究发

现#

G

=8

基因与肝炎病毒蛋白具有一定的相互作用关

系#同时#受到肝炎病毒蛋白的调控&

e]

等$

'&

%研究

报道指出#在恶性肿瘤细胞中#

G

=8%

与
%5

基因型

G

=8

的转录机制已被确认#提示
G

=8%

是
#$$

恶性

肿瘤表现型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并提出在
#$$

病理

)

&=8'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年
:

月第
89

卷第
''

期
"

Q1/RS62"-J

!

RB1-@)'(

!

T43789

!

!47''



标本中#

G

&8

基因的失活与
G

=8A+!%

的表达上调具

有显著的相关性#不仅证明了
G

=8%

为
#$$

恶性表

型中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推测
G

=8

基因在肝癌病变中

的可能作用机制#即直接参与到肝炎病毒蛋白质的相

互作用中&

VXZ+Q

等$

':

%研究报道发现#在丙型肝炎

病毒相关性肝癌肿瘤细胞的研究中发现#

G

=8

基因的

A+!%

及蛋白在肝癌组织中表达量很高#但利用直接

测序法对其产物进行检测#检测结果提示没有发现

G

=8

基因的突变&

G

=8

基因以高表达方式及与肝炎病

毒蛋白质相互作用的方式参与到了肝癌的整个发展

过程中&并且#随着科学研究的不断深入#研究者们

也提出了血清
G

=8

抗体的发现可能成为早期发现肝

癌病变的一项重要标志物#也为治疗肝癌开辟了一条

新的思路与途径&

B7D

"G

=8

基因多态性与其他消化道癌症之间的相关

性
"

$#X!

等$

'=

%在对
G

=8

基因多态性的研究过程中

发现#相对于食管癌患者的
%5

"

%5

基因型#健康对

照组的
%5

"

%5

基因型百分比为其
9

倍#即比例为
'

h9

#说明
%5

"

%5

基因型可能不易患食管癌#这对临

床诊断具有较大的意义&葛晖等$

'(

%以河北省食管癌

患者为研究对象#使用限制性片段长度多态性聚合酶

链反应'

*$+>+[S*

(技术分析探讨了
G

=8

基因与食

管癌和 贲门癌易感性的相关性#结果发现#

G

=8

_?$'?>%?5'?

基因多态性中#

_$

"

%5

基因型可使该

地区食管癌高发人群中无家族消化道癌症史人群患

贲门癌的患癌风险显著增加&

eXQUU"]XSSX+

等$

'9

%通过使用腺病毒诱导过分表达的
G

=8

蛋白治疗

法对
G

&8

抵抗的
%.*$>'

胰腺癌细胞株进行干预实

验#结果发现
G

=8

蛋白能够有效激活
G

&8

的相关目标

基因111

G

&8%Q*3

的表达量增加#最终促进细胞凋亡#

提示在临床上或许可以使用
G

=8

作为抗癌药治疗野

生型
5

G

&8

抵抗型的胰腺癌#或许会有出人意料的

效果&

C

"G

GC

基因多态性与妇科恶性肿瘤的相关性

C7A

"G

=8

基因多态性与宫颈癌的相关性
"

宫颈癌是

妇科癌症中较为常见的一种#其发生与形成受到多种

因素及基因共同作用&目前较为公认的诱发因素之

一是人乳头瘤病毒'

#*T

(的感染#但其具体的发病机

制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有研究报道也曾提出#

G

=8

基因对
#*T

相关宫颈癌的致病过程具有一定的

生物效应&

#]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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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研究发现#在宫颈癌患者癌

变组织中
G

=8

基因的表达量较高#推测可能原因是

#*T

感染细胞后#

*+\

蛋白与
#*TX=

结合#促使

X@['

'存在于
X@['

"

*+\

复合物中(广泛释放#导致

其直接诱导
G

=8

基因的表达#造成宫颈癌患者
G

=8

基

因表达量显著增加&

V#%!_

等$

@)

%研究报道发现#在

宫颈鳞状细胞癌组织中#

5%

G

=8

表达量较高的患者占

8)7(N

#且对放疗敏感#存活率较其他几组高*

#

!

G

=8

表达量较高的患者占
?'7)N

#且
#

!

G

=8

的表达量与

放射治疗不敏感+病情复发和不良预后等具有显著的

关系&随后的研究还发现#

G

=8

基因的多态性也与宫

颈癌的发病等因素具有相关性&孙玲玲等$

@'

%在
@)'@

年的研究报道中采用
*$+>$5**

技术结合直接测序

法检测皖南地区汉族妇女
G

=8

基因多态性与宫颈癌

发病风险之间的相关性#结果提示#在对照组与病例

组中
G

=8

基因
_?$'?>%?5'?

多态性与宫颈癌发病风

险具有一定的关系&

C7B

"G

=8

基因多态性与乳腺癌的相关性
"

S%Q

等$

@@

%

研究发现#

G

=8

基因
_?$'?>%?5'?

基因型分布频率

在试验组与对照组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推断
G

=8

_?$'?>%?5'?

基因多态性对日本人群患乳腺癌概率

无显著影响&周鑫等$

@8

%对
'=)

例原发性乳腺癌患者

G

=8_?$'?>%?5'?

基因多态性进行检测#结果发现#

G

=8_?$'?>%?5'?

基因多态性与三阴性乳腺癌发生

率具有显著的相关性#且研究表明携带有
_$

"

_$

基

因型的乳腺癌患者预后效果较不理想&

D

"G

GC

基因多态性与肺癌的相关性

""

WQ%K

等$

@?

%研究发现#

G

=8_?$'?>%?5'?

基因

多态性与肺癌发病率无明显相关性*

SQ

等$

@&

%对
G

=8

基因
_?$'?>%?5'?

多态性与非西班牙白人肺癌发病

率的相关性研究表明#

%5

"

%5

+

_$

"

%5

型基因对肺

癌的发病风险上升具有显著的作用*而
#]

等$

@:

%研

究报道表明#

%5

"

%5

+

_$

"

%5

型基因对肺癌的发病

风险具有显著的降低作用&王丽等$

@=

%

@)''

年采用

"-/6

分析#系统评价
G

=8_?$'?>%?5'?

基因多态性

与肺癌易感性的关系#结果显示
G

=8_?$'?>%?5'?

基因多态性与肺癌发病风险之间无明显相关性#表明

携带
G

=8_?$'?>%?5'?

多态性不会增加肺癌的发病

风险&近年来对于
G

=8_?$'?>%?5'?

基因多态性与

肺癌发病率相关性的研究报道较多#但结果均不一

致#导致以上不均一研究结果的原因较多#还需要进

一步的深入研究&

E

"

结
""

论

""

随着癌症肿瘤研究的不断深入#人类对
G

=8

基因

也进行了深入研究#其作用机理在不断被挖掘与证

实#同时#

G

=8

基因多态性与多种肿瘤的相关性也得到

了广泛关注&作者认为下一步的研究工作不仅要通

过大量的临床试验数据以及资料分析
G

=8

基因多态

性在多种肿瘤发病中的作用机制#同时#也需要进一

步研究
G

=8

基因多态性的角度来解决肿瘤的预防及

治疗工作#从而造福全人类&

参考文献

$

'

%

5%U#%ZK+Q6.E6M40"

#

V#%!_P

#

WQK!_U\

#

-/637

G

&86C/<F</

D

J4A<16/-./E6/4I

G

=8B

G

41"JA?34..<1J->

F-34

G

A-1/61J/BA40<

H

-1-.<.

$

R

%

7"43$61C-0+-.

#

@)':

#

)

:=8'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年
:

月第
89

卷第
''

期
"

Q1/RS62"-J

!

RB1-@)'(

!

T43789

!

!47''



'?

'

'

(!

&:>:&7

$

@

%

PK!_ "

#

P%!_S

#

U]PQS% g

#

-/637XL

G

0-..<4161J

C3<1<C63<A

G

3<C6/<41.4I*&8

#

*:8

#

61J

G

=8

G

04/-<1<1A63<

H

>

161//BA404I/E-

G

604/<J

H

361J

$

R

%

75B0MR "-JUC<

#

@)'?

#

??

'

&

(!

(=&>((@7

$

8

%

e%!_S

#

_%K+

#

P]S7$4A2<1-J6163

D

.<.4I/E-6..4>

C<6/<412-/,--1

G

=8_?$'?>/4>%?5'?

G

43

D

A40

G

E<.A.61J

C61C-00<.M

$

R

%

7"43\<43+-

G

#

@)'@

#

89

'

@

(!

'=8'>'=8(7

$

?

%

P]WR

#

[%!_[

#

WQXR7+-36/<41.E<

G

2-/,--15

G

=8

G

43>

D

A40

G

E<.A

'

_?$'?>%?5'?

(

61JC61C-00<.M

!

% A-/6>6>

163

D

.<.26.-J413</-06/B0-.

$

R

%

7_-1-

#

@)''

#

?(?

'

'

"

@

(!

?8>

?=7

$

&

%

SQ][

#

SQ]S

#

SQ\

#

-/637

G

=8_?$'?>%?5'?

G

43

D

A40>

G

E<.A61JC61C-00<.M

!

6A-/6>6163

D

.<.26.-J41@=C6.->

C41/043./BJ<-.

$

R

%

7"B/6

H

-1-.<.

#

@)''

#

@:

'

?

(!

&=8>&('7

$

:

%

#] P

#

RQ%!_S

#

V#X!_R

#

-/637%..4C<6/<412-/,--1

/E-

G

=8 XL41 @ _?$'?>/4>%?5'?

G

43

D

A40

G

E<.A 61J

C61C-00<.M

!

6"-/6>%163

D

.<.

$

R

%

7̂ !%$-33\<43

#

@)'@

#

8'

'

@

(!

@8)>@8=7

$

=

%

#%"%RQ"%!

#

"%5U]KZ

#

U]V]ZQ5

#

-/637!46.>

.4C<6/<41.4I

G

=8 _?$'?>/4>%?5'?6/-L41@61J

G

&8

%0

H

=@*04

G

43

D

A40

G

E<.A.,</E/E-0<.M4IJ<

H

-./<F-/06C/

C61C-0.<1R6

G

61-.-

$

R

%

7$61C-0S-//

#

@))@

#

'('

'

'

(!

('>(&7

$

(

%

*+%\#]TT

#

#K!_\

#

%SSX!RX

#

-/637UA633>"43->

CB3-

G

04J<

H

<4.<10-./40-.

G

&8/BA40.B

GG

0-..406C/<F</

D

<1

CE-A40-.<./61/C4340-C/63C61C-0./-AC-33.F<6C>RB1>"->

J<6/-J

5

!

G

=8<1E<2</<4161J

G

=86C/<F6/<41

$

R

%

7$61C-0

+-.

#

@)':

#

=:

'

=

(!

'9(9>'9997

$

9

% 王丽#韦凤#聂伟伟#等
7

G

=8?_'?$>?%'?5

基因多态性与

结直肠癌发病风险相关性的系统评价$

R

%

7

肿瘤防治研

究#

@)'@

#

89

'

&

(!

&@:>&8'7

$

')

%

U#%K % V

#

V#X!_ S

#

$#X! U$

#

-/637

G

@'

#

G

&8

#

5*&8\*'61J

G

=8

G

43

D

A40

G

E<.A.61J/E-0<.M4I

H

6./0<C

C60J<66J-14C60C<14A6<16$E<1-.-

G

4

G

B36/<41

$

R

%

7\<4>

A60M-0.

#

@)'&

#

@)

'

@

(!

')9>''&7

$

''

%

Z%!_ "R

#

*%+Z\R

#

\P]! ^U

#

-/637S4..4I<A>

G

0<1/<1

H

61J-3-F6/-J-L

G

0-..<414I,<3J>/

DG

-

G

=8<1EB>

A61

H

6./0<C6J-14C60C<14A6

$

R

%

7$3<1$61C-0+-.

#

@)))

#

:

'

&

(!

'=:=>'=='7

$

'@

%周玮#芦珊
7

胃癌组织中
G

=8

+

1A@8#'

+

X>C6JE-0<1

基因表

达的相关性研究及临床意义$

R

%

7

中外健康文摘#

@)'@

'

&@

(!

'(&>'(:7

$

'8

%张伟华#郭凤霞#刘玉琴#等
7

G

=8

及
G

&8

基因多态性与甘

肃武威人群胃癌风险相关性研究$

R

%

7

中国肿瘤#

@)''

#

@)

'

''

(!

(')>('&7

$

'?

%

X̂!_\P

#

SQ][

#

eXQP_

#

-/637%..4C<6/<414I6

G

=8

-L41@_?$'?>/4>%?5'?

G

43

D

A40

G

E<.A,</E0<.M4IE-

G

>

6/4C-33B360C60C<14A6<16$E<1-.-

G

4

G

B36/<41

$

R

%

75BA40

\<43

#

@)'8

#

8?

'

'

(!

@98>@997

$

'&

%

e]*[

#

5UX!_ # $

#

$#P%]$$

#

-/637*<

G

-02-/3-

3-6I-L/06C/.<1JBC-J EBA61 E-

G

6/4C-33B360C60C<14A6

#-

G

8\C-33J-6/EF<6"%*Z.0-

H

B36/<1

H

/E-

G

=8

G

6/E,6

D

<1F</0461J<1F<F4

$

R

%

7[44J[B1C/

#

@)'?

#

&

'

'@

(!

88@)>

88@(7

$

':

%

VXZ+Q% +

#

\%#!%UP % %

#

U#KX%\[ X

#

-/637

"-/E

D

36/<414IAB3/<

G

3-

H

-1-.<1E-

G

6/</<.$F<0B.6..4C<>

6/-JE-

G

6/4C-33B360C60C<14A6

$

R

%

7R%JF+-.

#

@)'?

#

&

'

'

(!

@=>?)7

$

'=

%

$#X!P!

#

e%_!_WS

#

SQ[

#

-/637+-36/<41.E<

G

2->

/,--1-L

G

0-..<414I*@=

#

[06

H

<3-#<./<J<1-50<6J

'

[#5

(#

G

E4.

G

E6/6.-61J/-1.<1E4A434

H

J-3-/-J41CE04A4.4A-

/-1

'

*5X!

(#

G

=8

#

61J

G

04

H

14.<.<1-.4

G

E6

H

-63.

O

B6A4B.

C-33C60C<14A6

$

R

%

7%11 <̂6

H

1*6/E43

#

@)'&

#

'9

'

'

(!

88>8:7

$

'(

%葛晖#王益民#曹延延#等
7

G

=8

基因多态性与食管癌+贲

门癌遗传易感性的关系$

R

%

7

癌症#

@)):

#

@&

'

''

(!

'8&'>

'8&&7

$

'9

%

eXQUU"]XSSX+U

#

"%!$#%̂ K X

#

U%\K+KeUZQ

"

#

-/637"B/61/

G

&8J0<F-.

G

61C0-6/<CC61C-0A-/6./6.<.

/E04B

H

EC-33>6B/414A4B.*̂ _[0-C-

G

/40

*

.<

H

163<1

H

$

R

%

7

$-33

#

@)'?

#

'&=

'

@

(!

8(@>89?7

$

@)

%

V#%!_ P

#

U5]+_QUX "

#

#]%!_V

#

-/637_-1-/<C

F60<61/.4I/E-

G

&861J

G

=8

H

-1-.

;

4<1/3

D

<1C0-6.-0<.M4I

.-C41J

G

0<A60

D

A63<

H

161C<-.<1

G

6/<-1/.6I/-0<1J-L.

O

B6>

A4B.C-33C60C<14A64I/E-E-6J61J1-CM

$

R

%

7$61C-0

#

@)'@

#

''(

'

@

(!

?(&>?9@7

$

@'

%孙玲玲#朱珠#倪观太#等
7

G

=8

基因多态性与宫颈癌遗传

易感性的关系及
"-/6

分析$

R

%

7

基础医学与临床#

@)'@

#

8@

'

'@

(!

'?@'>'?@&7

$

@@

%

S%QR

#

!QX e e

#

V#%!_ e e

#

-/6375061.C0<

G

/<4163

0-

H

B36/<414I/E-

G

=8

H

-1-2

D

!0I>@61J

G

04A4/-0$

G

_

A-/E

D

36/<41<1 EBA61 20-6./C61C-0

$

R

%

7K1C4/60

H

-/

#

@)'?

#

&

'

':

(!

:9)9>:9@@7

$

@8

%周鑫#吴诚义
7

G

=8

基因多态性与乳腺癌临床病理参数的

关系$

R

%

7

中南大学学报'医学版(#

@)'@

#

8=

'

8

(!

@8(>@?87

$

@?

%

WQ%Kg

#

gQ%!V

#

V#%!_ e

#

-/637̂-

G

3-/<414I$%\>

P+>6

"

2.-1.</<Y-.3B1

H

C61C-0C-33./45+%QS><1JBC-J6

G

>

4

G

/4.<./E04B

H

EP%*

"

G

=8>A-J<6/-J 0̂&B

G

0-

H

B36/<41

$

R

%

7

K1C4/60

H

-/

#

@)':

#

=

'

(

(!

9&'8>9&@?7

$

@&

%

SQ_

#

e%!_ SX

#

$#%"\X+S%Q! + "

#

-/637

G

=8

_?$'?>/4>%?5'?

G

43

D

A40

G

E<.A61J0<.M4I3B1

H

C61C-0

$

R

%

7$61C-0+-.

#

@))?

#

:?

'

'9

(!

:(:8>:(::7

$

@:

%

#]V

#

"Q%KW

#

"%#

#

-/637̂<1BC3-4/<J-

G

43

D

A40

G

E<.A

4I

G

=8

H

-1-<.6..4C<6/-J,</E60-JBC-J0<.M4I3B1

H

C61C>

-0<16$E<1-.-

G

4

G

B36/<41

$

R

%

7Q1/R$61C-0

#

@))&

#

''?

'

8

(!

?&&>?:)7

$

@=

%王丽#张群#唐林#等
7

G

=8?_'?$>?%'?5

基因多态性与肺

癌发病风险相关性的系统评价$

R

%

7

中华肿瘤防治杂志#

@)''

#

'(

'

@)

(!

'&(&>'&(97

'收稿日期!

@)'(>)'>''

"

修回日期!

@)'(>)8>@'

(

)

==8'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年
:

月第
89

卷第
''

期
"

Q1/RS62"-J

!

RB1-@)'(

!

T43789

!

!4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