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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探讨ＡＰＣ基因在ＨＰＶ１６感染的宫颈癌及其癌前病变中的表达情况及相关性。方法：将接受
手术的３３例宫颈癌患者和２８例宫颈上皮内瘤变（ＣＩＮⅢ）患者分为宫颈癌组和ＣＩＮⅢ组，同期手术的３１例子宫
肌瘤或子宫腺肌症患者作为对照组；３组患者术前均行宫颈细胞凯普导流杂交人乳头瘤病毒 ＤＮＡ（ＨＰＶＤＮＡ）
检测ＨＰＶ１６，计算ＨＰＶ１６ＤＮＡ阳性表达率；ＲＴＰＣＲ及免疫组化方法检测 ＡＰＣｍＲＮＡ及 ＡＰＣ蛋白的表达，分析
宫颈癌及ＣＩＮⅢ组中ＨＰＶ１６ＤＮＡ阳性率与ＡＰＣｍＲＮＡ及蛋白表达的相关性。结果：宫颈癌组与 ＣＩＮＩＩＩ组的
ＨＰＶ１６ＤＮＡ阳性率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宫颈癌组ＡＰＣｍＲＮＡ及蛋白的阳性表达率
低于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ＣＩＮⅢ组 ＡＰＣｍＲＮＡ表达率与对照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宫颈癌及ＣＩＮⅢ组中ＨＰＶ１６ＤＮＡ阳性率与 ＡＰＣｍＲＮＡ及蛋白的表达呈负相关性（ｒ＝－０５７３，－０６１６；ｒ＝
－０５７３，－０６５４；Ｐ＜００５）。结论：ＡＰＣ基因与ＨＰＶ１６可能共同参与了宫颈由正常至ＣＩＮ进而发展为宫鳞癌
的恶性转变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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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宫颈癌是严重威胁女性生命的第二大恶性肿
瘤，在女性的恶性肿瘤中，其死亡率居妇女恶性肿

瘤之首。据估计，全球每年大约有５２９８００例宫颈
癌新增病例［１］，我国每年约有 ｌＯ万宫颈癌新发病
例，并已成为导致我国女性死亡的第三大因素［２］。

宫颈癌的发生发展是一个多因素、多步骤的长期过

程，其中涉及多个基因的改变而引发细胞的异常增

殖，导致宫颈癌发生。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大量
的流行病学研究和分子生物学研究已经证实，人乳

头瘤病毒（ｈｕｍａｎｐａｐｉｌｌｏｍａｖｉｒｕｓ，ＨＰＶ）感染是宫颈
癌及宫颈上皮内瘤样病变（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ｉｎｔｒａｅｐｉｔｈｅｌｉａｌ
ｎｅｏｐｌａｓｉａ，ＣＩＮ）发生的重要因素，持续的 ＨＰＶ感
染，是女性发生宫颈鳞癌的必要条件［３］。腺瘤性

结肠息肉病（ａｄｅｎｏｍａｔｏｕｓｐｏｌｙｐｏｓｉｓｃｏｌｉ，ＡＰＣ）基因
是由Ｈｅｒｒｅｒａ等［４］于１９８６年首次发现并由 Ｋｉｎｚｌｅｒ
和Ｇｒｏｄｅｎ等［５］首先分离出来，ＡＰＣ基因直接参与
Ｗｎｔ的信号传导途径，Ｗｎｔ信号传递途径的异常调
节可引起肿瘤发生［６－７］。

１　材料和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收集２０１２年３月～２０１３年８月接受广泛或次

广泛子宫切除联合盆腔淋巴结清扫术治疗的宫颈

癌患者（宫颈癌组）宫颈标本共３３例，年龄３３～６６
岁，平均４６１岁，术后病理诊断为宫颈鳞状细胞
癌，患者术前均未行化疗、放疗或免疫治疗等抗肿

瘤治疗；宫颈上皮内瘤变（ＣＩＮⅢ）标本（ＣＩＮⅢ组）
共２８例，年龄１６～５０岁，平均３９２岁，术后病理
回示为ＣＩＮⅢ，无异形性细胞浸润；３１例同期因子
宫肌瘤或子宫腺肌症患者（对照组），行全子宫切

除术，均经宫颈细胞 ＤＮＡ定量分析及宫颈液基细
胞学检查（ＴＣＴ）检测，年龄３９～６８岁，平均４７４
岁，术后病理宫颈组织未见癌变。

１２　试剂
ＲＮＡ提取试剂 Ｔｒｉｐｕｒｅｒｅａｇｅｎｔ（ＲＯＣＨＥ公

司），凯普ＨｙｂｒｉＭａｘ医用核酸分子快速杂交仪（凯
普生物化学有限公司提供），ＰＣＲ反应试剂盒、
ＤＬ２０００ＤＮＡＭａｒｋｅｒ（大连宝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ＭＭｕｌｖＲｅｖｅｒｓｅＴｒａｎｓｃｒｉｐｔａｓｅ（Ｐｒｏｍｅｇａ公司），兔抗
人多克隆、兔抗人ＡＰＣ单克隆抗体（北京中衫生物

技术有限公司），免疫组化 ＳＰ试剂盒（ＤＡＫＯｅｎｖｉ
ｓｉｏｎＤｅｎＭａｒ）、ＤＡＢ显色试剂盒（福州迈新生物技
术有限公司）。

１３　实验方法
１３１　标本采集及处理　取３组手术患者宫颈移
行带组织，组织离体３０ｍｉｎ内用无菌 Ｅｐ管盛装，
放入－８０℃冰箱保存。
１３２　宫颈组织中 ＡＰＣｍＲＮＡ的表达　取宫颈
组织１００ｍｇ放入研磨钵液氮下研充分磨，将匀浆
液倒入１５ｍＬ离心管室温放置５ｍｉｎ，按 ＲＮＡ提
取试剂盒提取总 ＲＮＡ，取适量 ＲＮＡ样品，用核酸
蛋白定量仪测定Ａ２６０／Ａ２８０值和浓度。反应体系
２５μＬ。ＡＰＣ引物序列：上游引物为 ５′ＴＧＡＧ
ＧＡＡＴＴＴＧＴＣＴＴＧＧＣＧＡＧ３′，下 游 引 物 为 ５′
ＧＣＡＣＴＴＣＣＣＡＴＡＧＣＡＡＴＣＡＴＴ３′，扩增产物长度为
５２６ｂｐ。βａｃｔｉｎ引物序列：上游引物为 ５′ＣＴ
ＧＴＣＴＧＧＣＧＧＣＡＣＣＡＣＣＡ３′，下 游 引 物 为 ５′
ＧＣＡＡＣＴＡＡＧＴＣＡＴＡＧＴＣＣＧＣ３′，扩增产物长度为
２５４ｂｐ。ＰＣＲ反应条件：预变性９４℃ ３ｍｉｎ，变性
９４℃３０ｓ；退火（复性）５５℃３０ｓ，延伸７２℃４０ｓ，
ＡＰＣ基因循环３５次，βａｃｔｉｎ循环２８次，最后１次
延伸７２℃１０ｍｉｎ。ＰＣＲＭａｒｋｅｒｓＤ２０００（内含指示
剂）４μＬ点样于第１孔，ＰＣＲ产物８μＬ，适量０５
×ＴＢＥ电泳缓冲液，混匀后依次点样于其后各孔，
在１０％琼脂糖上进行凝胶电泳。应用凝胶成像
系统摄取各样本电泳图，将有条带显示的标本视为

阳性表达。

１３３　宫颈组织中 ＡＰＣ蛋白的表达　组织块
１０％中性甲醛固定后，石蜡包埋、切片，切片厚度约
４μｍ，每例选取５张，１张用ＰＢＳ缓冲液代替一抗，
作为阴性对照，其余行 ＡＰＣ免疫组化染色。石蜡
切片 ６５℃烤片、脱蜡、水化，放入 ３％Ｈ２Ｏ２中，
３７℃孵育２０ｍｉｎ，ＰＢＳ振洗，热修复抗原，滴加适
量正常牛血清封闭液，室温孵育１０ｍｉｎ；ＰＢＳ振洗
两遍后加封闭液，３７℃孵育３０ｍｉｎ，加１∶１００的一
抗（兔抗人ＡＰＣ多克隆抗体），阴性对照用 ＰＢＳ代
替一抗。３７℃孵育３０ｍｉｎ，４℃冰箱过夜；滴加二
抗ＳＰ（辣根过氧化物酶标记的链霉卵白素）３７℃
孵育１５ｍｉｎ，ＤＡＢ显色，苏木精轻度复染；梯度酒
精脱水，透明，封片；阅片、拍照，高倍镜下观察结

果。以细胞浆着色为黄色或棕黄色判定为 ＡＰＣ蛋
１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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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阳性目标，ＰＢＳ代替一抗为阴性对照。每例均随
机在高倍镜下观察５个视野（放大４００倍），计数
阳性细胞的个数，每个高倍视野计数３次，以其算
术平均值作为阳性细胞的个数。计数方法：阳性着

色细胞数≥１０％为阳性表达，阳性着色细胞数 ＜
１０％为阴性［９］。

１３４　宫颈组织中ＨＰＶ１６ＤＮＡ的表达　取１μＬ
ＤＮＡ进行 ＨＰＶＰＣＲ扩增，反应体系 ２５μＬ（ＤＮＡ
１μＬ将ＰＣＲＭｉｘ２３２５μＬ、Ｔａｑ酶０７５μＬ）。ＰＣＲ
条件９５℃预变性９ｍｉｎ，９５℃变性２０ｓ，５５℃退火
３０ｓ，７２℃延伸３０ｓ，循环４０次。取２０μＬＰＣＲ产
物进行杂交实验；在反应槽内加入 １ｍＬ预热至
４５℃的杂交液，温育２～５ｍｉｎ；将之前制备好的已
变性ＤＮＡ样品溶液加入０５ｍＬ预热至４５℃的杂
交液中，混匀，然后加上薄膜，温育１０ｍｉｎ后，进行
导流杂交；４５℃条件下，用预热至４５℃的杂交液冲
洗膜３次，每次 ０８ｍＬ；显色 ＨＰＶ分型，判读结
果。

１４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１５０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

数资料用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χ２检验。Ｐｅａｒｓｏｎ
列联系数检测各变量间的相关性，检验水准 ａ＝
００５，以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宫颈组织中ＡＰＣ基因表达

宫颈癌组与 ＣＩＮＩＩＩ组的 ＨＰＶ１６ＤＮＡ阳性率
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宫颈癌组ＡＰＣｍＲＮＡ及蛋白的阳性表达率低于照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ＣＩＮⅢ组 ＡＰＣ
ｍＲＮＡ表达率与对照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３组宫颈组织中ＡＰＣ基因表达（ｎ，％）
Ｔａｂ．１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ＡＰＣｇｅｎｅｉｎｃｅｒｖｉｃａｌ

ｔｉｓｓｕｅｓｏｆｔｈｅｔｈｒｅｅｇｒｏｕｐｓ

分组 ｎ
ＡＰＣ蛋白
表达

ＡＰＣｍＲＮＡ
表达

ＨＰＶ１６ＤＮＡ
阳性

宫颈癌组 ３３ １２（３６４）（１） １０（３２３）（１） ２４（７２７）（１）
ＣＩＮⅢ组 ２８ ９（３２１）（１） １３（４６４） １７（６０７）（１）
对照组 ３１ ２１（６７７） １９（６１３） ３（９７）
（１）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２２　ＡＰＣ蛋白表达
对照组中可见大量细胞胞浆呈黄色或棕黄色，

即ＡＰＣ蛋白高表达（图１－Ａ）；ＣＩＮⅢ组可见部分
细胞包浆呈黄色或棕黄色，即ＡＰＣ蛋白弱表达（图
１－Ｂ）；宫颈癌组可见极少量细胞包浆呈黄色或棕
黄色（图１－Ｃ）。

Ａ．对照组宫颈组织　　　Ｂ．ＣＩＮⅢ组织　　　Ｃ．宫颈癌组织

图１　３组宫颈组织中ＡＰＣ蛋白的表达（ＳＰ法，×４００）
Ｆｉｇ．１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ＡＰＣｐｒｏｔｅｉｎｉｎ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ｔｉｓｓｕｅｓｏｆｔｈｅｔｈｒｅｅｇｒｏｕｐｓ

２３　ＡＰＣ基因表达和ＨＰＶ１６感染的相关性分析
在宫颈癌及 ＣＩＮⅢ组中，ＨＰＶ１６ＤＮＡ阳性标

本ＡＰＣ蛋白及 ｍＲＮＡ表达率均较低，ＨＰＶ１６ＤＮＡ
阴性标本ＡＰＣ蛋白及 ｍＲＮＡ表达率较高，相关性
分析表明 ＨＰＶ１６感染与 ＡＰＣ蛋白及 ＡＰＣｍＲＮＡ
表达均呈负相关性。在对照组中，ＨＰＶＤＮＡ阳性
标本ＡＰＣ蛋白及ＡＰＣｍＲＮＡ均无表达，ＨＰＶＤＮＡ
阴性标本 ＡＰＣ蛋白及 ｍＲＮＡ表达率均较高
（１００％），相关性分析表明 ＨＰＶ感染与 ＡＰＣ蛋白
及ＡＰＣｍＲＮＡ表达无相关性。见表２。

３　讨论

宫颈癌的发生发展是一个多因素、多步骤的长

期过程，认为涉及多个基因的改变而引发细胞的异

常增殖，导致宫颈癌发生。ＣＩＮ是与宫颈浸润癌密
切相关的一组癌前病变，可反映宫颈癌发生发展中

的连续过程，从轻度ＣＩＮⅠ、中度ＣＩＮⅡ到重度ＣＩＮ
Ⅲ，如果继续发展则可发展为宫颈浸润癌（ｉｎｖａｓｉｖｅ
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ｃａｎｃｅｒ，ＩＣＣ）。ＨＰＶ属于乳多空病毒科Ａ

２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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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３组宫颈组织中ＡＰＣ基因表达和
ＨＰＶ感染的相关性分析

Ｔａｂ．２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ＡＰＣ
ｇｅｎｅａｎｄＨＰＶ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ｉｎｃｅｒｖｉｃａｌ
ｔｉｓｓｕｅｓｏｆｔｈｅｔｈｒｅｅｇｒｏｕｐｓ

分组
ＡＰＣ蛋白表达
ｒ Ｐ

ＡＰＣｍＲＮＡ表达
ｒ Ｐ

宫颈癌组 －０５７３ ＜００５ －０６１６ ＜００５
ＣＩＮⅢ组 －０５７３ ＜００５ －０６５４ ＜００５
对照组 ＞００５ ＞００５

亚群内的一组小分子双链 ＤＮＡ病毒，对皮肤及黏
膜上皮细胞具有强烈而特殊的嗜上皮性、高度组织

和宿主特异性。ＨＰＶ的致癌作用与 ＨＰＶＤＮＡ的
整合有关，其ＤＮＡ作为独立的外源染色体游离于
细胞核内，随后病毒核酸整合到宿主细胞内，使宿

主细胞发生突变。目前已分出 １００余种 ＨＰＶ
ＤＮＡ，其中３０多种与宫颈感染和病变有关。根据
其致病力的大小分为高危型和低危型两种，国际癌

症研究协会对９个国家１１次病例对照研究资料分
析，ＨＰＶ６、１１、４０、４２、４３、４４、５４，６１、７０、７２、８１，ｃｐ６
１０８等１２种归为低危型，主要引起生殖道肛周皮
肤和阴道下部的外生性湿疣类病变、扁平湿疣类病

变和低度子宫颈上皮内瘤样变（ＣＩＮＩ），多呈一过
性，可自然逆转；高危型主要为 ＨＰＶ１６、１８、３１、３３、
３５、３９、４５、５１、５２、５６、５８、５９、６８、７３、８２等１５种，主
要导致ＣＩＮＩＩ－ＩＩＩ级病变和宫颈癌的发生，持续高
危型 ＨＰＶ感染的 ＣＩＮⅠ级易进展为 ＣＩＮⅡ ～
Ⅲ［１０－１１］。大量的流行病学研究和分子生物学研究

已经证实，高危型 ＨＰＶ感染是宫颈癌及 ＣＩＮ发生
的重要因素，持续的ＨＰＶ感染，是女性发生宫颈鳞
癌的必要条件［１２］。ＨＰＶｌ６／１８是最重要的两种高
危型 ＨＰＶ，其中 ＨＰＶｌ６分别占 ４３９％、７２４％；
ＨＰＶ１８分别占 ３７％、２７９％［１３］。本研究选择的

ＨＰＶ阳性标本均为ＨＰＶ１６。大多数研究已经证实
ＨＰＶ感染仅仅为一过性的，并不意味着一定存在
癌前病变或癌变，仅说明存在 ＨＰＶ感染［１４］。从各

项关于宫颈癌及ＣＩＮ的ＨＰＶ感染率的研究结果中
可以看出，ＨＰＶ不是唯一的致病因素，宫颈癌和
ＣＩＮ各期还存在其他分子学方面的改变［１５－１７］。

目前，高危型 ＨＰＶ检测作为宫颈病变筛查重
要手段，但由于其缺乏特异，故临床上多结合液基

薄层检查（ＴＣＴ检查）以提高诊断正确性，降低漏
诊率。尽管如此，ＴＣＴ检查并不能减少对非典型鳞
状上皮细胞（ａｔｙｐｉｃａｌｓｑｕａｍｏｕｓｃｅｌｌｓｏｆｕｎｄｅｔｅｒ

ｍｉｎｅｄ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ＡＳＣＵＳ）的诊断，尽管 ＡＳＣＵＳ对
个体来说危险性较低，若忽略这部分患者将导致

ＳＩＬ的漏诊，且对有些癌前病变，因受观察者主观
因素的影响，难以做出准确诊断。ＡＰＣ基因是Ｗｎｔ
（ｗａｉｔｕｋｕｂｕｌ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ｔｒａｉｌ，Ｗｎｔ）信号传导通路中重
要的抑癌基因，定位于染色体５ｑ２１，调节细胞生长
和自身稳定，在许多组织中均有表达。作为具有抑

制肿瘤发生的ＡＰＣ基因，早期的研究证实其为“看
门基因”，近年来大量的研究结果显示，ＡＰＣ基因
与肿瘤的发生发展有密切关系。如果能够将高危

型ＨＰＶ感染与分子改变联系起来作为临床筛查宫
颈病变的特异性标记物，将有望提高宫颈疾病筛检

的有效率。因此对宫颈病变组织中高危型ＨＰＶ感
染与ＡＰＣ基因改变的相关性的研究显得尤为重
要。本实验发现在 ＣＩＮⅢ及宫颈癌组织中 ＡＰＣ蛋
白及 ＡＰＣｍＲＮＡ表达均明显低于对照组宫颈组
织，并且随着宫颈病变程度的加重，ＡＰＣ基因的表
达率越来越低，即从对照组到ＣＩＮⅢ（癌前病变）组
及宫颈癌组，ＡＰＣｍＲＮＡ表达呈现出明显的下降趋
势，虽然宫颈癌组 ＡＰＣ蛋白的表达率低于 ＣＩＮⅢ
（癌前病变）组，这可能是因为在计算该基因蛋白

表达率时，采用的是细胞计数法，具有一定的主观

性，但其大体趋势与 ｍＲＮＡ的表达是一致的。有
研究发现，ＡＰＣ基因在宫颈 ＣＩＮ及宫颈癌组织中
表达均明显低于正常宫颈黏膜，表明在癌前病变宫

颈黏膜组织中 ＡＰＣ基因表达己出现异常，可见
ＡＰＣ基因在宫颈癌的早期阶段即参与了宫颈癌的
发生［１８］。本实验还发现 ＨＰＶ１６阳性的宫颈组织
中，ＡＰＣ蛋白及ＡＰＣｍＲＮＡ表达均较低，ＨＰＶ１６感
染与ＡＰＣ蛋白及 ｍＲＮＡ表达均呈负相关性，提示
ＡＰＣ基因的低表达与高危型ＨＰＶ可能协同作用于
宫颈癌的发生发展。

本实验仅对ＡＰＣｍＲＮＡ和蛋白表达情况进行
了定性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今后研究将扩大

样本量，加入对ＡＰＣ定量分析等方法，以便对 ＡＰＣ
基因在宫颈癌中的作用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４　参考文献
［１］ＪｅｍａｌＡ，ＢｒａｙＦ，ＣｅｎｔｅｒＭＭ，ｅｔ．ａｌ．Ｇｌｏｂａｌｃａｎｃｅｒｓｔａｔｉｓ

ｔｉｃｓ［Ｊ］．ＣＡＣａｎｃｅｒＪＣｌｉｎ，２０１１（２）：６９－９０．
［２］ＦｅｒｌａｙＪ，ＳｈｉｎＨＲ，ＢｒａｙＦ，ｅｔａｌ．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ｓｏｆｗｏｒｌｄｗｉｄｅ

ｂｕｒｄｅｎｏｆｃａｎｃｅｒｉｎ２００８：ＧＬＯＢＯＣＡＮ．２００８［Ｊ］．ＩｎｔＪ
Ｃａｎｃｅｒ，２０１０（１２）：２８９３－２９１７．

［３］ＤｕｌｃｅＭＨ，ＬａｕｒａＯＢ，ＭｉｒｉａｍＧＪ，ｅｔａｌ．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ｂｅ
ｔｗｅｅｎｈｉｇｈ２ｒｉｓｋｈｕｍａｎｐａｐｉｌｏｍａｖｉｍｓＤＮＡｌｏａｄａｎｄｐｒｅ

３２８

　６期 訾　聃等　ＡＰＣ基因在宫颈癌及其癌前病变中的表达及相关性



ｃｕｒｓｏｒ１ｅｓｉｏｎｓｏｆ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ｃａｎｃｅｒｉｎＭｅｘｉｃａｎｗｏｍｅｎ［Ｊ］．
Ｇｙｎｅ０ｎｃｏ，２００３（２）：３１０－３１７．

［４］ＨｅｒｒｅｒａＬ，ＫａｋａｔｉＳ，ＧｉｂａｓＬ，ｅｔａｌ．Ｇａｒｄｎｅｒ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ｉｎａ
ｍａｎｗｉｔｈａｎｉｎｔｅｒｓｔｉｔｉａｌｄｅｌｅｔｉｏｎｏｆ５ｑ［Ｊ］．ＡｍＪＭｅｄ
Ｇｅｎｅｌ，１９８６（３）：４７３－４７６．

［５］ＧｒｏｄｅｎＪ，ＴｈｌｉｖｅｒｉｓＡ，ＳａｍｏｗｉｔｚＷ，ｅｔａｌ．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ｆａｍｉｌｉａｌａｄｅｎｏｍａｔｏｕｓｐｏｌｙｐｏｓｉｓ
ｅｏｌｉｇｅｎｅ［Ｊ］．Ｃｅｌｌ，１９９１（６０）：５８９－６００．

［６］ＬａｒｕｅＬ，ＤｅｌｍａｓＶ．ＴｈｅＷｎｔ／β－ｃａｔｅｎｉｎｐａｔｈｗａｙｉｎ
ｍｅｌａｎｏｍａ［Ｊ］．ＦｒｏｎｔＢｉｏｓｃｉ，２００６（１１）：７３３－７４２．

［７］ＳｈｉｎＹｏｓｈｉｏｋａ，ＭａｎｄｙＬ．Ｋｉｎｇ，ＳｏｐｈｉａＲａｎ，ｅｔａｌ．
ＷＮＴ７Ａｒｅｇｕｌａｔｅｓｔｕｍｏｒｇｒｏｗｔｈａｎｄ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ｉｎｏｖａｒｉａｎ
ｃａｎｃｅｒｔｈｒｏｕｇｈｔｈｅＷＮＴ／βｃａｔｅｎｉｎｐａｔｈｗａｙＭｏｌＣａｎｃｅｒ
Ｒｅｓ［Ｊ］．２０１２（３）：４６９－４８２．

［８］ＣｏｓｔａＶＬ，ＨｅｎｒｉｑｕｅＲ，ＲｉｂｅｉｒｏＦＲ，ｅｔａｌ．Ｅｐｉｇｅｎｅｔｉｃｒｅｇｕ
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Ｗｎｔｓｉｇｎａｌｉｎｇｐａｔｈｗａｙｉｎｕ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ａｎｃｅｒ［Ｊ］．
Ｅｐｉｇｅｎｅｔｉｃｓ，２０１０（４）：３４３－３５１

［９］黄凯，叶建新，陈祥锦，等．大肠肿瘤ＡＰＣ基因蛋白产物的
表达及其意义［Ｊ］．福建医药杂志，２００３（２）：５３－５４．

［１０］ＫａｌａｎＩ，ＤｅｎｎｙＬ，ＰｏｌｌａｃｋＡ，ｅｔａｌ．Ｈｕｍａｎｐａｐｉｌｌｏｍａｖｉｒｕｓ
ＤＮＡｔｅｓｔｉｎｇｆｏｒ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ｃａｎｃｅｒｓｃｒｅｅｎｉｎｇｉｎｌｏｗ－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ｓｅｔｔｉｎｇｓ［Ｊ］．ＮａｉｌＣａｎｃｅｒＩｎｓｔ，２０００（１０）：８１８－８２５．

［１１］ＪｕｈｌｉｎＣＣ，ＫｉｓｓＮＢ，ＶｉｌｌａｂｌａｎｃａＡ，ｅｔａｌ．Ｆｒｅｑｕｅｎｔｐｒｏ
ｍｏｔｅｒｈｙｐｅｒｍｅｔｈｙ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ＡＰＣａｎｄＲＡＳＳＦ１Ａｔｕｍｏｕｒ
ｓｕｐｐｒｅｓｓｏｒｓｉｎｐａｒａｔｈｙｒｏｉｄｔｕｍｏｕｒｓ［Ｊ］．ＰＬｏＳＯｎｅ，２０１０

（３）：９４７２．
［１２］ＤｕｌｃｅＭＨ，Ｌａｕｒａ０Ｂ，ＭｉｒｉａｍＧＪ，ｅｔａｌ．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ｂｅ

ｔｗｅｅｎｈｉｇｈ２ｒｉｓｋｈｕｍａｎｐａｐｉｌｏｍａｖｉｍｓＤＮＡｌｏａｄａｎｄ
ｐｒｅｃｕｒｓｏｒ１ｅｓｉｏｎｓｏｆ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ｃａｎｃｅｒｉｎＭｅｘｉｃａｎｗｏｍｅｎ
［Ｊ］．Ｇｙｎｅ０ｎｃｏ，２００３（２）：３１０－３１７．

［１３］ＣｏｇｌｉａｎｏＶ，ＢａａｎＲ，ＳｔｒａｉｆＫ，ｅｔａｌ．Ｃａｒｃｉｎｏｇｅｎｉｃｉｔｙｏｆｈｕ
ｍａｎｐａｐｉｌｌｏｍａｖｉｒｕｓ［Ｊ］．ＬａｎｃｅｔＯｎｃｏｌ，２００５（４）：２０４．

［１４］ＭｕｎｏｚＮ，ＢｏｓｃｈＦＸ，ｄｅＳａｎｊｏｓｅＳ，ｅｔａｌ．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ｉｃ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ｈｕｍａｎｐａｐｉｌｌｏｍａｖｉｒｕｓｔｙｐｅｓ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ｃａｎｃｅｒ［Ｊ］．ＮＥｎｇｌＪＭｅｄ，２００３（３４８）：
５１８－５２７．

［１５］ＷｅｎｔｚｅｎｓｅｎＮ，ＳｈｅｒｍａｎＭＥ，ＳｃｈｉｆｆｍａｎＭ，ｅｔａｌ．Ｕｔｉｌｉｔｙ
ｏｆｍｅｔｈｙｌａｔｉｏｎｍａｒｋｅｒｓｉｎ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ｃａｎｃｅｒｅａｒｌｙ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ａｐｐｒａｉｓａｌｏｆｔｈｅｓｔａｔｅｏｆｔｈ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Ｊ］．ＧｙｎｅｃｏｌＯｎｃｏｌ，
２００９（２）：２９３－９．

［１６］顾红媛，樊立华．宫颈癌致病危险因素的研究进展
［Ｊ］．实用肿瘤学杂志，２０１４（４）：３６７－３７０．

［１７］秦海燕．宫颈癌５４例病因分析及治疗体会［Ｊ］．世界
最新医学信息文摘：电子版，２０１３（１）：１２２－１２３．

［１８］刘兰华．β连环蛋白和腺瘤样的结肠息肉病蛋白在宫
颈上皮内瘤样变及宫颈鳞癌中的表达及意义［Ｊ］．临
床和实验医学杂志，２０１１（１２）：９１５－９１７．

（２０１４－０８－２０收稿，２０１４－１０－１５修回）
中文编辑：文箐颍；英文编辑：赵　



毅

（上接第８１９页）
［２］边晓燕，吴振铎，李红，等．氟对大鼠肝细胞影响及ＳＯＤ

阻断因子的透射电镜研究［Ｊ］．中国地方病学杂志，
１９９３（３）：１３６－１３７．

［３］ＲｉｇｏｒＲＲ，ＨａｗｋｉｎｓＢＴ，ＭｉｌｌｅｒＤＳ．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ＫＣ
ｉｓｏｆｏｒｍβ１ａｔｔｈｅｂｌｏｏｄｂｒａｉｎｂａｒｒｉｅｒｒａｐｉｄｌｙ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Ｐｇｌｙ
ｃｏｐｒｏｔｅｉｎ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ａｎｄｅｎｃｈａｎｃｅｓｄｒｕｇｄｅｌｉｖｅｒｙｔｏｔｈｅｂｒａｉｎ
［Ｊ］．ＣｅｒｅｂＢｌｏｏｄＦｌｏｗＭｅｔａｂ，２０１０（７）：１３７３－１３８３．

［４］ＭｉｌｌｅｒＤＳ．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ｇｌｙｃｏｐｒｏｔｅｉｎａｎｄｏｔｈｅｒＡＢＣ
ｄｒｕｇ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ｅｒｓａｔｔｈｅｂｌｏｏｄｂｒａｉｎｂａｒｒｉｅｒ［Ｊ］．Ｔｒｅｎｄｓ
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ｌＳｃｉ，２０１０（６）：２４６－２５４．

［５］ＣａｌｚａｄｏＭＡ，ＢａｃｈｅｒＳ，ＳｃｈｍｉｔｚＭＬ．ＮＦＫａｐｐａＢｉｎｈｉｂｉ
ｔｏｒｓｆｏｒ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ｄｉｓｅａｓｅｓａｎｄｃａｎｃｅｒ
［Ｊ］．ＣｕｒｒＭｅｄｃｈｅｍ，２００７（３）：３６７－３７６．

［６］ＧａｒｃｉａＭＧ，ＡｌａｎｉｚＬＤ，ＣｏｒｄｏＲＵＳＳＯＲＩ，ｅｔａｌ．ＰＩ３Ｋ／
Ａｋｔｉｎｈｉｂｉｔｉｏｎｍｏｄｕｌａｔｅｓｍｕｌｔｉｄｒｕｇ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ａｎｄａｃｔｉ
ｖａｔｅｓＮＦｋａｐｐａＢｉｎｍｕｒｉｎｅｌｙｍｐｈｏｍａｃｅｌｌｌｉｎｅｓ［Ｊ］．
ＬｅｕｋＲｅｓ，２００９（２）：２８８－２９６．

［７］ＳｈｉｓｈＪＭ，ＣｈｉａｎｇＴＡ，ＣｈａｎｇＷＴ，ｅｔａｌ．Ｐｌｕｍｂａｇｉｎｉｎ
ｈｉｂｉｔｓＴＰＡｉｎｄｕｃｅｄＭＭＰ２ａｎｄｕＰＡ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ｓｂｙｒｅ
ｄｕｃｉｎｇｂｉｎｄｉｎｇ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ｏｆＮＦｋａｐｐａａｎｄＡＰ１ｖｉａＥＲＫ
ｓｉｇｎａｌｉｎｇＰａｔｈｗａｙｉｎＡ５４９ｈｕｍａｎＩｕｎｇｃａｎｃｅｒｃｅｌｌｓ［Ｊ］．
ＭｏｌＣｅｌｌＢｉｏｃｈｅｍ，２０１０（１）：１８１－１９３．

［８］ＺｈａｎｇＭＺ，ＷａｎｇＷ，ＸｉａＴ，ｅ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ｆｌｕｏｒｉｄｅｏｎ
ＤＮＡｄａｍａｇｅ，Ｓｐｈａｓｅｃｅｌｌｃｙｃｌｅａｒｒｅｓｔａｎｄｔｈｅ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ＮＦκＢｉｎｐｒｉｍａｒｙｃｕｌｔｕｒｅｄｒａｔｈｉｐｐｏｃａｍｐａｌｎｅｕｒｏｎｓ
［Ｊ］．ＴｏｘｉｃｏｌＬｅｔｔ，２００８（１）：１－５．

［９］ＦａｎｔａｐｐｉｅＯ，ＳｏｌａｚｚｏＭ，ＬａｓａｇｎａＮ，ｅｔａｌ．Ｐｇｌｙｃｏｐｒｏ

ｔｅｉｎｍｅｄｉａｔｅｓｃｅｌｅｃｏｘｉｂｉｎｄｕｃｅｄａｐｏｐｔｏｓｉｓｉｎ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ｄｒｕｇ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ｔｃｅｌｌｌｉｎｅｓ［Ｊ］．ＣａｎｃｅｒＲｅｓ，２００７（１０）：
４９１５－４９２３．

［１０］ＹｕＣＨ，ＡｒｇｙｒｏｐｏｕｌｏｓＧ，ＺｈａｎｇＹ，ｅｔａｌ．Ｎｅｕｒｏｉｎｆｌａｍ
ｍａｔｉｏｎａｃｔｉｖａｔｅｓＭｄｒｌｂｅｆｆｌｕｘ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ｔｈｒｏｕｇｈＮＦκＢ：
Ｐｒｏｍｏｔｅｒ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ｉｎＢＢＢｅｎｄｏｔｈｅｌｉａ［Ｊ］．ＣｅｌｌＰｈｙｓｉｏｌ
Ｂｉｏｃｈｅｍ，２００８（５６）：７４５－７５６．

［１１］苏剑东，吴灵飞．ＮＦκＢ与细胞凋亡［Ｊ］．世界华人消
化杂志，２００７（１２）：１４１１－１４１６．

［１２］刘素荣，叶孟．ＮＦκＢ和凋亡相关的调控途径［Ｊ］．现
代实用医学，２００９（１）：８６－８８．

［１３］褚启龙，王爱国，夏涛，等．氟致人胎肝细胞氧化应激
与细胞凋亡关系研究［Ｊ］．中国地方病学杂志，２００４
（２）：１０５－１０７．

［１４］ＣａｍｐｂｅｌｌＫＪ，ＲｏｃｈａＳ，ＰｅｒｋｉｎｓＮＤ．Ａｃｔｉｖｅｒ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
ａｎｔｉａｐｏｐｔｏｔｉｃｇｅｎｅ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ｂｙＲｅｌＡ（６５）ＮＦｋａｐｐａＢ
［Ｊ］．ＭｏｌＣｅｌｌ，２００４（６）：８５３－８６５．

［１５］ＵｗｅＳ．Ａｎｔｉ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ｓｏｆＮＦｋａｐｐａＢ
ｓｉｇｎａｌｉｎｇ：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ｒｉｓｋｓ［Ｊ］．Ｂｉｏｃｈｅｍ
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ｌ，２００８（８）：１５６７－１５７９．

［１６］ＹｕＣＨ，ＡｒｇｙｒｏｐｏｕｌｏｓＧ，ＺｈａｎｇＹ，ｅｔａｌ．Ｎｅｕｒｏｉｎｆｌａｍ
ｍａｔｉｏｎａｃｔｉｖａｔｅｓＭｄｒｌｂｅｆｆｌｕｘ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ｔｈｒｏｕｇｈＮＦκＢ：
Ｐｒｏｍｏｔｅｒ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ｉｎＢＢＢｅｎｄｏｔｈｅｌｉａ［Ｊ］．ＣｅｌｌＰｈｙｓｉｏｌ
Ｂｉｏｃｈｅｍ，２００８（５６）：７４５－７５６．

（２０１４－０８－２２收稿，２０１４－０９－２４修回）
中文编辑：文箐颍；英文编辑：赵　毅

４２８

贵 阳 医 学 院 学 报　 ３９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