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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趋化因子受体
((V:

在乳腺癌组织及其腋窝转移淋巴结中的表达及意义%方法
!

用免疫组织化学方法

检测
#:

例乳腺癌及其腋窝转移淋巴结组织$

$"

例乳腺纤维腺瘤组织"对照组#中的
((V:

%结果
!

乳腺癌组织
((V:

阳性率为

A7<$Q

"

$>

(

#:

#!乳腺纤维腺瘤组织中未发现
((V:

的表达!两种组织阳性表达率差异显著!

!

$

"<"!

%腋窝淋巴结转移灶中!

((V:

阳性者
$!

例"

>"<"Q

!

$!

(

#:

#!原发癌灶和腋窝淋巴节转移灶
((V:

同时阳性者
$!

例%结论
!

((V:

在乳腺癌组织及其腋

窝淋巴结中有异常表达!其可能在乳腺癌的发生$发展及转移中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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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与
a

蛋

白耦联的细胞趋化蛋白受体#主要表达于白细胞上如单核细

胞(

6

细胞(树突细胞及
]W

细胞等#与包括肿瘤在内的许多疾

病的发生(发展有密切关系)

!B$

*

'文献报道数种趋化因子受体

如
(P(V7

(

((V>

及
((VA

等与乳腺癌细胞的生长和转移有

关)

#B7

*

'本研究对发生转移的乳腺癌组织原发灶及其腋窝淋巴

结转移灶中的
((V:

进行了检测#探讨
((V:

在乳腺癌发生(

发展及其腋窝淋巴结转移中的作用'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

例乳腺癌患者为该院住院病例#均为女

性#平均年龄
:$

岁#所有病例术后均经病理学检查确诊为浸润

性导管癌#均发生腋窝淋巴结转移#术前未接受化疗(放疗及其

他治疗'按
+_((

的
6]&

分期标准!

!

期
!=

例#

'

期
!>

例'

女性乳腺纤维腺瘤患者
$"

例#平均年龄
#>

岁'所有病例近期

均无急性炎性及糖尿病等慢性病史'

?<@

!

方法
!

用免疫组织化学方法检测乳腺癌组织(腋窝淋巴

结转移灶及乳腺纤维腺瘤组织中
((V:

的表达'无菌操作下

收集手术切除的乳腺肿块及淋巴结#经
7Q

多聚甲醛固定#石

蜡包埋#切片'主要步骤为!$

!

%石蜡切片常规脱蜡至水&$

$

%

"<#Q%

$

b

$

室温反应
$"M2@

&$

#

%抗原修复#

!""\

#

!"M2@

#

$

次&$

7

%加工作浓度的一抗#

#A\

#

!G

&$

:

%加生物素化羊抗鼠

*

J

a

#

#A\

#

#"M2@

&$

>

%加酶#

#A\

#

#"M2@

&$

A

%

-+,

染色#苏

木素衬染&$

C

%树脂封片#镜检'磷酸盐缓冲液代替一抗作阴

性对照'阳性显示为细胞膜(细胞浆呈棕褐色#部分细胞核亦

呈棕褐色#背景为紫蓝色'表达以超过
!"Q

的肿瘤细胞染色

为阳性'同时#忽略较弱或可疑的染色'

?<A

!

统计学处理
!

为
&

$ 检验'

@

!

结
!!

果

#:

例乳腺癌组织中有
$>

例表达
((V:

#阳性率为
A7<$Q

$

$>

"

#:

%#未表达
((V:

的有
=

例&

$"

例乳腺纤维腺瘤组织中

未检测到
((V:

的阳性表达#两种组织阳性表达率差异显著#

!

$

"<"!

'

!

期
!=

例中有
!#

例阳性#阳性率为
>C<7Q

$

!#

"

!=

%#

'

期
!>

例中有
!#

例阳性#阳性率为
C!<#Q

$

!#

"

!>

%#各期

((V:

阳性表达率无显著性差异#

!

'

"<":

'腋窝淋巴结转移

灶中#

((V:

阳性者
$!

例$

>"<"Q

#

$!

"

#:

%#

!

期
!=

例中有
!"

例阳性#阳性率为
:$<>Q

$

!"

"

!=

%#

'

期
!>

例中有
!!

例阳性#

阳性率为
>C<CQ

$

!!

"

!>

%#各期
((V:

阳性表达率无显著性差

异#

!

'

"<":

'原发灶和腋窝淋巴节转移灶
((V:

同时阳性者

$!

例'

A

!

讨
!!

论

趋化因子$

/GEMDS2@E

%是由多种细胞产生的#对中性粒细

胞(单核细胞或淋巴细胞具有显著趋化活性的小分子产物#其

生理作用由特异性趋化因子受体介导#趋化因子及其受体参与

多种生理(病理过程#如!调控造血干细胞迁移及归巢&介导

%*[

感染宿主细胞&参与恶性肿瘤的生长(肿瘤组织血管生

成(癌细胞浸润和转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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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腺癌在许多大中城市已居妇女恶性肿瘤的首位#发病率

呈逐年上升趋势#其发病机制未明)

CB=

*

'研究表明#包括乳腺癌

在内的恶性肿瘤的发生(发展及转移与趋化因子及趋化因子受

体有密切关系#部分趋化因子及其受体可通过促进肿瘤细胞的

增殖和肿瘤组织中血管的生成而促进肿瘤的生长和转移)

A

*

'

$""!

年
&411E5

等发现乳腺癌细胞高表达趋化因子受体
(PB

(V7

#而肺(骨骼等组织则分泌趋化因子
'-.B!

$

(P(V7

的唯一

配体%#从而-吸引.乳腺癌细胞#引起癌转移)

!"

*

'

+@;5E!

等率

先发现乳腺癌组织细胞上有
((V>

的表达#且其表达与靶器官

的定向转移有关)

!!

*

'迄今为止#在乳腺癌组织细胞上已发现

有多种趋化因子受体的表达#其转移的途径$经淋巴道或血道%

及靶器官都与所表达的趋化因子受体种类有关'本组对乳腺

癌组织上
((V>

(

((VA

及
(P(V7

等趋因子受体的表达情况也

进行过研究#发现其表达率与癌细胞是否发生转移有关)

!$B!#

*

'

本组曾对未发生转移的原位乳腺癌组织上
((V:

的表达

情况进行过初步探讨)

!7

*

#现对发生转移的乳腺癌组织原发灶

及其腋窝淋巴结转移灶中
((V:

的表达情况进行了检测#结果

发现#

#:

例乳腺癌组织中有
$>

例表达
((V:

#阳性率为
A7<$Q

$

$>

"

#:

%#未表达
((V:

的有
=

例&

$"

例乳腺纤维腺瘤组织未

检测到
((V:

的阳性表达#两种组织阳性表达率差异显著#

!

$

"<"!

'癌组织上表达的
((V:

可能在乳腺癌的生长(血管生

成等方面发挥作用#未表达
((V:

的乳腺癌组织上也可能存在

其他趋化因子受体的表达'腋窝淋巴结转移灶中#

((V:

阳性

者
$!

例$

>"<"Q

#

$!

"

#:

%#原发灶和腋窝淋巴节转移灶
((V:

同时阳性者
$!

例'腋窝淋巴结转移灶中表达的
((V:

可能在

促进癌细胞淋巴结转移方面发挥作用#未发现有
((V:

表达的

转移灶中可能有其他趋化因子受体的表达'各期癌组织及腋

窝淋巴结转移灶中
((V:

的表达率无显著性差异#提示
((V:

在肿瘤发生(发展的多个时期就存在重要作用#也可能与标本

量少有关'总之#

((V:

在乳腺癌组织及其腋窝淋巴结中的异

常表达提示其可能在肿瘤的生长和淋巴结转移中有重要作用'

因为趋化因子受体作用网络和肿瘤生长转移的复杂性#

((V:

在乳腺癌发生发(展及转移中的具体作用机制还需要进一步的

实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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