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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及其与细胞凋亡的

相关性$方法
"

选择该院收治的
2$

例老年宫颈癌患者作为宫颈癌组!

!#

例老年子宫颈上皮不典型增生"

HJ8

#

患者作为
HJ8

组!

!#

例健康老年人群作为健康对照组!采用流式细胞技术检测
&

组受试者组织细胞凋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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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数!检测
&

组受试者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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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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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比较分析
&

组受试者各指标差异及相关性!并分析宫颈癌患者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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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与病理特征关系$结果
"

&

组受试者
4$

指数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9

'

#'#!

#!其中宫颈

癌组患者
4$

指数明显高于健康对照组!但明显低于
HJ8

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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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受试者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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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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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宫颈癌组患者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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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3-

水平明显高于健康对照

组与
HJ8

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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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颈癌患者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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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均与
4$

指数呈正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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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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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颈癌临床分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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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患者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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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明显高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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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患者!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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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瘤低分化患者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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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明显高于中%高分化患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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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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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到了老年宫颈癌发生发展过程中!同时对宫颈癌组织细胞凋亡发挥一定的

影响作用!其具体影响机制还需进一步深入研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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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颈癌也称为宫颈浸润癌#是女性常见的一种恶

性肿瘤#根据近年来流行病学调查研究显示#宫颈癌

发病率近年来呈逐年上升趋势%

"

&

'一氧化氮)

8_

*是

生物体内普遍存在的一种活泼的小分子物质#可参与

信息传递$机体免疫应答$血管舒张调节$细胞凋亡等

正常生理活动%

%3&

&

'近年来学者研究表明#

8_

与多种

病理过程相关#尤其与肿瘤血管生成以及肿瘤细胞凋

亡等有关%

4

&

'半乳凝素家族在动植物组织中有广泛

分布#可参与机体免疫调节$细胞增殖凋亡$细胞黏附

以及
587

转录加工等多种病理生理过程%

!

&

'其中半

乳凝素
3-

)

cA*3-

*在机体炎性反应$肿瘤转移$细胞生

长分化等方面具有突出的影响%

$

&

'本研究针对老年

宫颈癌患者进行分析#探讨老年宫颈癌患者血清
8_

$

cA*3-

表达及其与细胞凋亡的相关性#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择
%#"!

年
&

月至
%#"2

年
$

月本

院收治的
2$

例老年宫颈癌患者作为观察对象#

2$

例

患者均经术后病理结果确诊#年龄
&

$#

岁+排除非宫

颈原发肿瘤患者$合并其他恶性肿瘤患者'宫颈癌患

者年龄
$#

!

6%

岁#平均)

$-'6&U$'"%

*岁+低分化
"6

例)

%&'$6,

*$中分化
4"

例)

!&'-!,

*$高分化
"2

例

)

%%'&2,

*+按照国际妇产科联盟)

QJc_

*病理分期标

准!

&

期
"$

例)

%"'#!,

*$

'

期
%!

例)

&%'6-,

*$

)

期

%2

例)

&!'!&,

*$

*

期
6

例)

"#'!&,

*+组织病理学分

型!鳞癌
!6

例)

2$'&%,

*$腺癌
"6

例)

%&'$6,

*+淋巴

结转移
&4

例)

44'24,

*$未转移
4%

例)

!!'%$,

*'

再选择同期收治的老年子宫颈上皮不典型增生

)

HJ8

*患者
!#

例以及老年健康人群
!#

例作为对照'

HJ8

组年龄
$#

!

6#

岁#平均)

$6'2-U$'&6

*岁#其中

HJ8

&

期
%6

例 )

!$'##,

*$

HJ8

'

期
%%

例

)

44'##,

*'健 康 对 照 组 年 龄
$#

!

6&

岁#平 均

)

$-'!2U2'%"

*岁'

&

组受试者年龄比较#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

9

(

#'#!

*#具有可比性'

@'A

"

方法

@'A'@

"

流式细胞技术测定细胞凋亡指数
"

分别取宫

颈癌组织$

HJ8

组织以及正常宫颈组织#置于盛有

F̂\

的小烧杯内#使用眼科剪将其反复剪碎后过滤

)

"$#

目尼龙网筛*#制成单细胞悬液#调整细胞浓度为

"Y"#

-

"

+

'取
"(+

单细胞悬液#离心后弃去上清#加

入
"(+ F̂\

#重复离心后弃去上清'使用预冷的

2#,

乙醇固定细胞#然后置于
4h

冰箱内过夜'次日

离心
!(/1

#弃去上清后使用
F̂\

漂洗一次#加入

8̂A09

酶
&2h

作用
&#(/1

#加入
!#

"

(

G

"

(+

碘化丙

啶)

Ĵ

*

"(+

#

4h

避光染色
%#(/1

#过滤#使用
QHP

测定'以正常人外周血淋巴细胞作为正常二倍体标

准#使用
HS++gTS\L

分析软件计算各组细胞凋亡

)

4$

*指数'

@'A'A

"

血清
8_

$

cA*3-

水平检测
"

采集
&

组受试者

清晨空腹静脉血
!(+

#肝素抗凝#离心分离血清#

M4#h

保存待测'采用硝酸还原酶法检测受试者血

清
8_

水平#

8_

检测试剂盒购于南京建成生物工程

研究所+采用双单抗夹心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S+J\7

*

法检测受试者血清
cA*3-

水平#

cA*3-S+J\7

检测试

剂盒购于武汉博士德生物工程有限公司'操作严格

按照试剂盒使用说明书进行'

@'B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统计学软件
\̂ \\%%'#

进行

数据处理分析#计量资料以
OUH

表示#两组计量资料

比较采用
-

检验#

&

组计量资料比较采用方差分析+计

数资料以率)

,

*表示#两组计数资料比较采用
!

% 检

验#

&

组计数资料比较采用秩和检验#相关性分析采用

\

?

9A<(A1

相关分析#以
9

'

#'#!

为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

A

"

结
""

果

A'@

"

&

组细胞凋亡指数比较
"

&

组受试者
4$

指数比

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9

'

#'#!

*#其中宫颈癌组患

者
4$

指数明显高于健康对照组#但明显低于
HJ8

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9

'

#'#!

*#见表
"

'

表
"

""

受试者细胞凋亡指数#

4$

%比较#

OUH

%

组别
, 4$ & 9

健康对照组
!# %'&6U#'2& %6'2"-

'

#'#!

HJ8

组
!# -'&&U%'4$

!

宫颈癌组
2$ $'&"U!'$#

!(

""

注!与健康对照组比较#

!

9

'

#'#!

+与
HJ8

组比较#

(

9

'

#'#!

A'A

"

&

组血清
8_

$

cA*3-

表达比较
"

&

组受试者血清

8_

$

cA*3-

水平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9

'

#'#!

*#且宫颈癌组患者血清
8_

$

cA*3-

水平明显高于

健康对照组与
HJ8

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9

'

#'#!

*#见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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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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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受试者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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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3-

水平比较#

OUH

%

组别
, 8_

)

"

()*

"

+

*

cA*3-

)

1

G

"

+

*

健康对照组
!# %&'46U!'-% "$'4%U%'&"

HJ8

组
!# %-'4$U$'"%

!

%#'-!U&'4$

!

宫颈癌组
2$ 4%'&6U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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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U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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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与健康对照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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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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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颈癌患者血清
8_

$

cA*3-

水平与细胞凋亡相

关性分析
"

采用
\

?

9A<(A1

相关分析分析宫颈癌患者

血清
8_

$

cA*3-

水平与
4$

相关性#结果显示#宫颈癌

患者血清
8_

水平与
4$

值呈正相关)

@V#'6"&

#

9

'

#'#!

*+宫颈癌患者血清
cA*3-

与
4$

值呈正相关)

@V

#'62%

#

9

'

#'#!

*'

A'C

"

血清
8_

$

cA*3-

水平与老年宫颈癌患者临床病

理特征关系
"

宫颈癌临床分期
)

$

*

期患者血清
8_

$

cA*3-

水平明显高于
&

$

'

期患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

9

'

#'#!

*#肿瘤低分化患者血清
cA*3-

水平明显

高于中$高分化患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9

'

#'#!

*#其余临床病理特征对血清
8_

$

cA*3-

水平无明

显影响#见表
&

'

表
&

""

血清
8_

(

cA*3-

水平与老年宫颈癌患者临床病理特征关系#

OUH

%

临床病理特征
, 8_

)

"

()*

"

+

*

- 9 cA*3-

)

1

G

"

+

*

- 9

年龄)岁*

"

$#

!

2# 4& 4#'-4U-'4$ "'%2!

(

#'#! %-'"2U&'44 "'"4-

(

#'#!

"(

2# && 4&'!"U2'$" %6'#4U!'"%

肿瘤分化程度

"

低分化
"6 4&'!6U$'42 "'%$2

(

#'#! &#'4"U&'46 &'#2"

'

#'#!

"

中$高分化
!6 4#'%!U"#'!% %$'!U!'#&

临床分期

"&

$

'

4" &-'6!U2'%- %'-%6

'

#'#! %2'#%U4'-2 %'!#4

'

#'#!

")

$

*

&! 4!'$&U-'66 %-'$2U4'"%

病理组织学分类

"

鳞状细胞癌
!6 4"'!%U2'&& "'#4!

(

#'#! %-'!6U&'$" "'66-

(

#'#!

"

腺癌
"6 4&'2#U6'-4 %2'!6U4'6&

淋巴结转移

"

转移
&4 4&'%!U$'-# #'-6%

(

#'#! %-'"#U!'#& #'-$&

(

#'#!

"

无转移
4% 4"'%$U"#'#! %6'#-U4'"%

B

"

讨
""

论

""

细胞凋亡是有核细胞在一定条件下通过自身内

部机制启动而发生的一种细胞自然死亡的过程#细胞

凋亡是一种与有丝分裂相反的方式调节细胞群体相

对稳定的重要方式#在细胞发育$增殖$分化以及死亡

过程中均发挥重要的影响作用#同时#细胞凋亡对于

肿瘤的发生$抗肿瘤药物的治疗以及细胞间信息传递

等方面同样具有重要的作用%

23-

&

'本研究对健康对照

组$

HJ8

组以及宫颈癌组患者组织进行细胞凋亡检

测#结果显示#

HJ8

患者细胞凋亡率明显高于健康对

照组#表明当宫颈上皮细胞发生不典型增生时#细胞

凋亡增加#此时仍能维持细胞增殖与死亡之间的平

衡+而宫颈癌患者细胞凋亡却较
HJ8

患者明显降低#

表明随着病变加重至癌变阶段#细胞凋亡率降低#提

示宫颈癌的发生发展与细胞凋亡之间有着密切的相

关性#随着疾病的进展及细胞内相关基因表达的变

化#细胞凋亡受到抑制#导致宫颈上皮细胞平衡被破

坏#从而引发癌变%

"#3""

&

'

8_

是一种非常活泼的自由基#可对机体血管$神

经系统等发挥重要的调节作用#但
8_

浓度较高时具

有一定的细胞毒性#在肿瘤的发生发展中发挥一定的

作用%

"%

&

'近年来学者报道显示#诱导型一氧化氮合酶

)

/8_\

*在子宫颈癌$卵巢癌等多种妇科肿瘤组织中均

有明显表达上调趋势#提示肿瘤组织局部
8_

生成增

多%

"&3"4

&

'

cA*3-

在细胞质$细胞外基质以及细胞核内

均有分布#研究表明#

cA*3-

在胃肠道$肝脏及各种免

疫细胞中均有高表达#同时在胃癌$结直肠癌$乳腺

癌$前列腺癌等不同肿瘤组织中也检测到了
cA*3-

表

达%

"!3"$

&

'本研究对比分析
&

组受试者血清
8_

$

cA*3-

水平#结果显示#宫颈癌患者血清
8_

$

cA*3-

水平显著

高于
HJ8

组及健康对照组#而
HJ8

组患者血清
8_

$

cA*3-

水平显著高于健康对照组#提示宫颈上皮细胞

不典型增生至癌变过程中#

8_

以及
cA*3-

发挥着一

定的影响作用#与相关研究报道结果相似%

"2

&

'

关于
8_

对细胞凋亡的影响#研究显示#

8_

可诱

导肌母细胞$视网膜神经细胞以及巨噬细胞发生凋

亡#但是其对肝细胞$

F

淋巴细胞凋亡起着抑制作

用%

"6

&

'而报道显示#

cA*3-

可诱导胸腺细胞$

L

细胞以

及巨噬细胞的凋亡#同时对肿瘤细胞凋亡$转移等发

挥了一定作用%

"-3%#

&

'本研究以老年宫颈癌患者作为

研究对象#结果显示#患者血清
8_

水平$

cA*3-

与老

年宫颈癌细胞凋亡呈正相关#提示
8_

$

cA*3-

参与到

(

!#4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年
%

月第
4#

卷第
4

期
"

J1BO+A;P9E

!

Q9;<=A<

C

%#"-

!

R)*'4#

!

8)'4



了宫颈癌细胞凋亡过程中#且随着患者肿瘤临床分期

的增加#

8_

$

cA*3-

水平显著升高#表明在机体对抗肿

瘤发生发展过程中#可能受到
8_

$

cA*3-

等多种因素

的影响#导致细胞凋亡与增殖的平衡被打破'

C

"

结
""

论

""

宫颈癌患者血清
8_

$

cA*3-

水平显著高于
HJ8

组及健康对照组#老年宫颈癌血清
8_

水平$

cA*3-

与

老年宫颈癌细胞凋亡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血清
8_

$

cA*3-

参与到了老年宫颈癌发生发展过程中#同时对

宫颈癌组织细胞凋亡发挥一定的影响作用#其具体影

响机制还需进一步深入研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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