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胃癌患者血清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和生存素水平检测及临床意义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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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胃癌患者血清血管内皮生长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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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生存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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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变化规律及其临床意义%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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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疫吸附法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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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确诊胃癌患者"观察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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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健康成人"对照组$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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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并分析其相关性%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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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组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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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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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高于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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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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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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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与胃癌分化程度及淋巴结转移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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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胃癌患者血清
4#.5

和
GO;L3L30

水平呈正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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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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胃癌患者血清
4#.5

和
GO;L3L30

水平异常升高!

二者可能在胃癌发生'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早期联合检测
4#.5

和
GO;L3L30

可能对患者预后判断及指导临床治疗有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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胃癌是危害人类健康的重要疾病#细胞因子对胃癌预后及

治疗的指导作用逐渐引起人们的关注)血管内皮生长因子

$

4#.5

&是肿瘤生长的重要因子#对肿瘤血管形成具有重要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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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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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最小的凋亡抑制蛋白#可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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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联反应下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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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肿瘤脉管形成也有一

定的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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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二者作用机制的研究多集中于术后恶

性肿瘤组织#对患者手术前血清表达特点的研究较少)本研究

检测了胃癌患者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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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GO;L3L30

水平#探讨其与疾病

的关系及意义#旨在探索胃癌的发生*发展机制#为预后判断提

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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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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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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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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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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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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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于本院经术后病

理检查确诊的胃癌患者
'(F

例$观察组&%临床资料完整#均符

合世界卫生组织胃癌诊断标准%男性
+,

例*女性
*F

例#年龄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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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

岁#平均
**)A

岁%高分化
(C

例*中分化
(A

例*低分化

F,

例%有淋巴结转移
F+

例*无淋巴结转移
F+

例)以同期体检

健康者
'(F

例作为对照组)观察组与对照组一般临床特征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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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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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组患者于手术当日采集枸橼酸钠抗凝晨起空

腹静脉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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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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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离血浆于
g%,Y

冻存备用%对照组外周血采集*血浆分离及保存方法同上#在标

本采集后
'

周内集中检测)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试剂盒$武汉

博士德&进行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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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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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具体检测步骤参

照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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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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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处理
"

采用
G/GF)'%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统计学

分析)计量资料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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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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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并计算其

相关性%检验水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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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组与对照组检测结果比较
"

观察组*对照组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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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结果分别为$

(F*)((B(*)@F

&*$

',%)(,B'()%C

&

P

?

"

\

#前者高于后者$

9_%@)(%

#

D

$

,),*

&%观察组*对照组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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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结果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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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临床特征患者检测结果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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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分化患者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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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高于中*高分化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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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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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淋巴结转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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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临床特征患者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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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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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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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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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病理特征
# 4#.5 GO;L3L30

分化程度

"

中*高分化
AF ((@)%,B@')%C %(C)@%B(%)',

"

低分化
F, @,()'(B@*)(* (,%)@(B(,)*(

淋巴结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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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F+ (@+)F@B@C)@( %*F)*(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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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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胃癌患者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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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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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相关性分析
"

相

关性分析显示胃癌患者血清
4#.5

和
GO;L3L30

水平呈正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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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性肿瘤的生长*侵袭*转移是一个复杂的*多步骤的过

程)

GO;L3L30

作为促进细胞增殖*抑制细胞凋亡的重要细胞因

子#是反映细胞增殖程度的标志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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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促进血

管内皮细胞增殖#抑制内皮细胞凋亡#从而使血管增殖旺盛#促

进血管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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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研究推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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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上调可能直接或间

接参与血管生成#进而调控转录*蛋白合成及其功能活化#促进

肿瘤组织血管的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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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豚鼠肿瘤腹腔渗液中以

及多种肿瘤细胞培养上清液中发现的可使血管通透性升高的

因子#最初命名为血管通透因子)血管生成是肿瘤生长中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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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事件#肿瘤组织的生长*转移等生物学行为与其中的微血管

增生关系密切)无论原发性或转移性肿瘤#其持续生长都必须

依赖于新生血管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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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内皮细胞特异标记物和免疫组

织化学技术检测肿瘤内微血管密度#证实恶性肿瘤组织血管新

生程度与术后患者的预后相关)有研究发现#微血管密度

$

W4J

&与胃癌远处转移有明显的相关性#即在术前和$或&术

中从原位脱落的癌细胞数量与
W4J

有关#提示实体性肿瘤组

织血管密度升高与肿瘤组织转移及预后不良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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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

肿瘤组织及血液中血管生成因子的研究对肿瘤患者有重要价

值)有研究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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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介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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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调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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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结果显示胃癌患者血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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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GO;L3L30

水平

高于健康者#提示肿瘤患者体内存在
4#.5

和
GO;L3L30

的高

表达#这在肿瘤发病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血清
4#.5

和

GO;L3L30

水平与胃癌分化程度及淋巴结转移密切相关#提示

4#.5

和
GO;L3L30

可能参与肿瘤的分化及转移)分化程度及

淋巴结转移均是判断胃癌侵袭与转移的重要指标#而且与患者

预后相关)因此#血清
4#.5

和
GO;L3L30

水平联合检测可能

对胃癌患者的预后判断具有一定意义)相关性分析显示

4#.5

和
GO;L3L30

水平呈正相关#这不仅提示二者在胃癌的发

展中起重要作用#还说明
4#.5

和
GO;L3L30

可能具有正向协

同效应)术后检测胃癌组织
4#.5

和
GO;L3L30

水平更直接#

但由于患者需要进行胃大部切除术#因此其应用常受到限制)

外周血标本较组织标本更易获得#因此以外周血作为检测对象

更加方便#临床意义也可能更为明显)

总之#胃癌患者血清
4#.5

和
GO;L3L30

水平异常升高#二

者可能在胃癌发生*发展中起重要作用%早期联合检测
4#.5

和
GO;L3L30

可能对判断预后及指导临床治疗具有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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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V9

在糖尿病血管组织高表达#而在正常和高脂含量组织

中正常表达#表明
WWV9

在糖代谢紊乱中具有重要地位)由

于
JW

患者易发生
76/

#所以本研究以
JW

作为对照#以评价

WWV$C

在
76/

中的作用)就本研究结果而言#血清
WWV$C

水平在
76/

继发脑梗死时表现出更高的活性)

JJ

是纤维蛋白单体经活化因子交联后#再经纤溶酶水解

作用产生的特异降解产物#是体内凝血因子活化和继发性纤溶

亢进的分子标志物'

',$''

(

)本研究结果表明
76/

继发脑梗死患

者血浆
JJ

浓度升高#说明体内可能存在血栓形成和继发纤

溶)另有研究表明#在脑梗死急性期患者中#血浆
JJ

水平随

梗死体积的增大而显著增高'

'%

(

)上述结果均说明检测
76/

患者血浆
JJ

水平具有较大的临床意义#既可判断病情和梗死

程度#也可用于预后评估)

总之#

WWV$C

*

JJ

与
76/

发病及发展进程密切相关#二

者联合检测对
76/

#特别是继发脑梗死的诊断*治疗及预后判

断有较大意义)笔者后续随访调查显示#继发脑梗死患者
76/

复发率为
A%)(D

$

'A

"

%%

&#无脑梗死患者复发率为
'%)+D

$

*

"

(C

&)因此#对
76/

而言#既需重视
WU6

检查#也需重视

WWV$C

和
JJ

的临床价值)本研究仅涉及
76/

伴脑神经症

状患者#对伴脊髓或视网膜症状患者的研究有待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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