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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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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生长的影响$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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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序证实获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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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过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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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细胞与对照组相比!生长速度明显减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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卵巢癌是妇科常见的恶性肿瘤#其发病率在女性生殖系统

恶性肿瘤中列第
'

位#死亡率高居妇科之首#这主要是由于其

发病隐匿且缺乏早期诊断方法#确诊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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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属晚期所致'

研究发现在卵巢癌的发生与发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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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染色体全部或部分

缺失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而定位于高度保守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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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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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表明
SD/C7

能明显抑制卵巢

癌细胞的生长'在基因敲除鼠中的研究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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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维持

动物胚胎发育和正常生长方面也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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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

目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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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物学功能及其与卵巢癌的关系仍不清楚'

为探讨该基因的功能#了解其与卵巢癌之间的关系#本研究克

隆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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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并初步观察其对卵巢癌细胞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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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的作用#现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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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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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基上培养'选取阳性菌落培养*提取质粒*限制性内切酶

酶切初步鉴定后测序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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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凝胶电泳*回收纯化*连接*转化*酶切鉴定后#测序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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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生长曲线制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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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取对数生长期的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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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长处的吸光度值#绘制生长

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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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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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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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软件对实验结果进行

单因素方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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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粒连接*转化后#从抗菌剂筛选

平板上挑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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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菌落#液体培养后提取质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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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酶切#琼脂糖凝胶电泳#可见至少两个相对分子质量

的片段'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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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序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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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不同相对分子质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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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酶切#琼脂糖凝胶电泳结果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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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分别

转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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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空载体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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筛选稳定表达细胞'荧光

显微镜下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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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生长无明显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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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的改变$癌基因的激活和抑癌基因的丢失%与肿瘤的

发生及演变有密切的关系'研究发现#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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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的卵巢

癌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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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色体的等位基因丢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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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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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染色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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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卵巢癌的发生*发展中

具有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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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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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发现的定位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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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研究资料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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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部分或全部丢失

先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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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与癌症尤其是晚期癌症关系密切的基因

的改变#故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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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参与卵巢癌的早期发生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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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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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卵巢癌细胞的作用#本研究克隆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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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将其定向克隆于带有编码绿色荧光蛋白的
4

,M/

d-

质粒中'同时选用低表达
SD/C7

的卵巢癌细胞系
!(<>&

#

将
SD/C7

基因导入卵巢癌细胞
!(<>&

后#经
M=7>

筛选得到

稳定表达
SD/C7

的
!(<>&

细胞'通过
U##

法观察
SD/C7

对卵巢癌细胞
!(<>&

生长的影响'结果显示#

!(<>&/0V)!

细胞的生长速度明显低于两对照组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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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发现过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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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卵巢癌细胞集落形成能力下

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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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研究显示#过表达
SD/C7

后细胞内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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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1:;̀ 7

降解加快(

'

)

'

)D@;

和
[@DE:;

I

@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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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建立
SD/C7

基因敲除老鼠模型研究发现#该基因敲除的老鼠在生长过程中

或者在出生后不久即死亡#提示该基因在维持动物正常生长中

具有重要作用'

SD/C7

*

8

%'

双杂合子缺失较单一
8

%'

杂合

子缺失的个体#肿瘤形成速度快且肿瘤的发生率高#显示其与

8

%'

基因之间的重要关系'但是关于
SD/C7

基因的生物学作

用及其与卵巢癌发生*发展关系仍不清楚#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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