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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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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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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
S3SS!&#%

进行统计学分析%

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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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验分析哈迪温伯格遗传平衡%非正态分布

数 据 以 中 位 数 表 示%

J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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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2"

?,&'"!"%$

多态性与宫颈鳞癌的关联性比较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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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以
JO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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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相对风险$

JO

值经年龄和

U3N

调整%正态性检验分析
J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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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2":0O4

表达

数据分布特征$宫颈鳞癌和癌旁组织中的相对表达量比

较采用
M=--/T5+7-6

F

)

检验$并进行
S

>

6=?:=-

相关

性分析%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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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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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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颈鳞癌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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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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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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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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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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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Gc

%#1$%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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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态性与宫颈鳞癌的相关性比较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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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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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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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位基因均降低了宫颈鳞癌的

发病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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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

!

%#(%

$

G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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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
JOc%#.&

$

(1[>(

!

%#1.

!

%#(1

$

Gc%#%"%

)%

?,&'"!"%$

多态性

与宫颈鳞癌的发病无关%

表
!

""

JL/&&?,.%"1$!.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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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态性与

"""

宫颈鳞癌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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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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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例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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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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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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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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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L/&&

"

S2":0O4

在宫颈鳞癌中的表达
"

由于

JL/&&

#

S2":0O4

表达数据呈非正态分布$因此$数

据以中位数表示%宫颈鳞癌组织中
JL/&&:0O4

的

相对表达量为
%#%%!%

$明显低于癌旁组织中的相对

表达量
%#%%$%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Gc%#%%"

)$见图

!4

%宫颈鳞癌组织中
S2":0O4

的相对表达量为

%#%"%%

$明显低于癌旁组织中的相对表达量
%#%&%%

$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Gc%#%"%

)$见图
!I

%根据年龄#

宫颈鳞癌分化程度#临床分期和淋巴结转移等临床特

征进行亚组分析$结果显示$

JL/&&

和
S2":0O4

表

达与上述临床特征无明显相关性(

G

'

%#%1

)%

""

注!

4

为
JL/&&:0O4

相对表达量*

I

为
S2":0O4

相对表达量

图
!

""

JL/&&

(

S2":0O4

在宫颈鳞癌和癌旁组织的表达

;#<

"

JL/&&:0O4

与
S2":0O4

相关性分析
"

对

宫颈鳞癌组织中
JL/&&:0O4

与
S2":0O4

表达量

进行相关性分析$发现两者存在正相关关系(

9c

%#1"

$

G

$

%#%%!

)$见图
"

%

图
"

""

JL/&&:0O4

和
S2":0O4

表达量相关性分析

;#=

"

?,.%"1$!.

和
?,&'"!"%$

多态性对
JL/&&

#

S2"

:0O4

表达量的影响
"

11

例宫颈鳞癌组织样本中$

?,.%"1$!.22

基因型
"%

例$

P2

基因型
")

例$

PP

基

因型
(

例%携带
?,.%"1$!.PP

基因型的宫颈鳞癌患

者中
JL/&&:0O4

相对表达量为
%#%%%"

$明显低于

?,.%"1$!.22

基因型携带者(

Gc%#%&%

)$见图
&4

%

?,&'"!"%$

各基因型不影响
S2":0O4

的表达量$见

图
&I

%

""

注!

4

为
JL/&&:0O4

相对表达量*

I

为
S2":0O4

相对表达量

图
&

""

?,.%"1$!.

和
?,&'"!"%$

多态性对

JL/&&

(

S2":0O4

表达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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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已经证实$

U3N

感染是宫颈癌发病的危险

因素之一%临床上把检测
U3N

感染状态作为宫颈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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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早期筛查手段$有助于早期诊断和治疗$降低病死

率&

!!/!$

'

%

JRO/

+

主要由活化的
2

细胞#自然杀伤细

胞#单核细胞#巨噬细胞和树突状细胞等细胞分泌$宫

颈癌中
JRO/

+

:0O4

呈低表达&

$

'

$在多个层面发挥

抗病毒抗肿瘤作用&

!1/!)

'

%除此之外$

JRO/

+

尚可诱导

分泌一些细胞因子$如
JL/&&

%

JL/&&

属于
JL/!

家族$

是一种具有双重功能的免疫调节因子%

JL/&&

在肺癌

中具有癌基因的作用$通过上调金属基质蛋白酶
"

和

(

的表达促进细胞侵袭和迁移&

!.

'

%相反$

JL/&&

在结

肠癌等肿瘤中具有抑癌基因的作用$通过活化
PW'

e

2

细胞和自然杀伤细胞抑制肿瘤生长&

!'/!(

'

%宫颈癌

中$有学者观察到
JL/&&:0O4

表达明显降低&

)

'

$由

于检测标本仅有
!1

例$有必要扩大样本量验证文献

报道结果%本研究运用荧光定量
3P0

检测
11

例宫

颈鳞癌中
JL/&&:0O4

的表达$发现癌组织中
JL/&&

:0O4

的相对表达较癌旁组织降低了约
$

倍$提示

JL/&&

在宫颈癌中发挥着抑癌基因的作用%

JL/&&

发挥作用是通过与其受体
S2"

结合实现

的$

S2"

基因敲除小鼠鳞状细胞癌组织中
JRO/

+

表达

明显下降&

"%

'

$由此形成一个正反馈回路!

JRO/

+

诱导

JL/&&

表达$

JL/&&

结合
S2"

$

S2"

反过来又刺激
JRO/

+

的表达%查阅文献$未发现宫颈癌中
S2"

基因表达

变化的研究报道%本研究首次发现宫颈癌中
S2"

:0O4

表达明显降低%由于
JL/&&

#

S2"

反馈回路的

存在$推测两者可能存在一定的关联性%相关性分析

证实了该猜测$结果显示$

JL/&&

与
S2"

呈显著正相关

关系$提示
JL/&&

和
S2"

可能相互协调参与宫颈癌的

发生发展%

关于
JL/&&

#

S2"

与肿瘤的关系$

T4Ò

等&

'

'报

道
JL/&&?,.%"1$!.PP

基因型降低了骨肉瘤的发病

风险$

P

等位基因通过破坏与转录因子
</M

F

<

的结合

进而降低转录活性和
JL/&&

的表达%

TYJ

等&

(

'报道

S2"?,&'"!"%$PP

基因型增加了肝癌的发病风险$可

能原因是在转录和翻译水平增加了
S2"

的表达%查

阅文献$未见
JL/&&

#

S2"

多态性与宫颈癌风险的相关

性报道%本研究运用探针法调查
JL/&&?,.%"1$!.

和

S2"?,&'"!"%$

在
"&(

例宫颈癌和
"&1

例健康女性中

的分布$发现
?,.%"1$!.PP

基因型降低了宫颈鳞癌

的发病风险%为探索其可能原因$本研究对比分析了

?,.%"1$!.

和
?,&'"!"%$

基因型与
JL/&&

#

S2":0O4

表达的关系$发现
?,.%"1$!.PP

基因型宫颈鳞癌患

者中
JL/&&:0O4

水平明显降低$与骨肉瘤文献中报

道一致&

'

'

$提示
?,.%"1$!.PP

降低宫颈鳞癌发病风险

的可能原因是抑制了
JL/&&:0O4

的表达%

=

"

结
""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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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首次发现
?,.%"1$!.PP

基因型可能通过

降低
JL/&&:0O4

的表达进而降低宫颈鳞癌的发病

风险$并且
JL/&&

与
S2"

基因表达存在正相关关系$

提示
JL/&&

#

S2"

正反馈回路可能参与宫颈癌的演变

过程%针对上述基因的干预可能为宫颈癌的靶向治

疗提供思路$有助于完善宫颈癌的治疗方案并改善总

体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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