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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讨子宫内膜癌组织中多功能蛋白聚糖"!"#$%&'(#的表达及与临床病理关系% 方法

应用免疫组化5(=%$%;(二步法检测 /, 例子宫内膜癌&>, 例子宫内膜不典型增生&+, 例正常子宫内膜组织中

!"#$%&'(表达% 结果)!"#$%&'(在子宫内膜癌&子宫内膜不典型增生阳性率和正常子宫内膜组织阳性率分别

为 30?,@&/3?/@和 /?,@% !"#$%&'(在子宫内膜癌和子宫内膜不典型增生组中的表达均高于正常子宫内膜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A,?,/#% 子宫内膜癌中$!"#$%&'(与肿瘤分期&肿瘤浸润肌层深度和淋巴结转移相

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A,?,/#% 结论)子宫内膜样腺癌中!"#$%&'(的高表达可能与肿瘤发生&发展有关%

))"关键词#)多功能蛋白聚糖')子宫内膜不典型增生')子宫内膜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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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宫内膜癌是子宫内膜上皮源性的恶性肿瘤$

子宫内膜癌发生&发展及演变的机制十分复杂% 最

新研究发现(- S1)

$多功能蛋白聚糖"!"#$%&'(#是存

在多种组织中的一种细胞外基质的大分子蛋白聚

糖$在人类&鼠&牛&鸡的体内可以成功地克隆出基

因$!"#$%&'(参与细胞黏附&迁移&细胞通讯&增殖&

血管生成等多种功能$在肿瘤浸润&转移机制中起到

关键作用% 蔡宜玲等(>)认为!"#$%&'(在胃癌中的表达

与预后相关% +,,3 年T;D'7'等(/)研究发现!"#$%&'(

在子宫内膜癌中表达增加$但未探及子宫内膜不典型

增生中的!"#$%&'( 的表达$国内目前有关于 !"#$%&'(

在子宫内膜癌及子宫内膜不典型增生的表达的研究

较少$本研究检测!"#$%&'(在正常内膜组织&子宫内膜

不典型增生和子宫内膜癌中的表达及临床病理意义%

A4对象与方法

ABA4研究对象4本研究标本选择我院病理科已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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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存档的蜡块子宫内膜癌组织 /, 例$子宫内膜不典

型增生 >, 例$正常子宫内膜组织 +, 例% 正常子宫

内膜&子宫内膜不典型增生均采用门诊刮宫标本$所

有子宫内膜癌标本均为手术切除标本$子宫内膜癌

组织标本未经过放化疗% 手术病理分期国际妇产科

联盟"UPVW$+,,2 年#!

!

期 -1 例$

"

期 -> 例$

#

期

-- 例$

$

期 -+ 例'V- +0 例$V+ XV1 ++ 例'有淋巴

结转移 +. 例%

ABC4研究方法

-?+?-)免疫组织化学)5(!%$%;(二步法检测!"#$%&'(

蛋白在正常子宫内膜&子宫内膜不典型增生和子宫

内膜癌的表达$试剂均购自上海索莱宝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染色方法按试剂盒说明书步骤进行$均为

> Y过夜$经过氧化物酶显色% 均设阴&阳性对照%

-?+?+)结果判定)双盲阅片法$由 + 名副高职称医

师分别阅片% 采用半定量法$随机选取 -, 个高倍视

野$每个高倍视野观察 -,, 个细胞$!"#$%&'( 蛋白均

可在肿瘤上皮和间质细胞胞浆表达$故细胞核阳性

按
!

个高倍视野阳性细胞数的百分比计数!阳性细

胞数A/?,@为 , 分'阳性细胞数 /?,@ S+/?,@为

- 分$阳性细胞数 +.?,@ S/,?,@为 +分$阳性细胞数

/-?,@S3/?,@为 1 分$阳性细胞数Z3/?,@为 > 分'

胞质按着色强弱记分!显色呈淡黄色为 -分$呈黄色为

+分$呈棕黄色为 1分% 两种记分方法的积即为阳性强

度!,分设为阴性$- S> 分设为弱阳性"X#$/ S0 分设

为中度阳性"XX#$2 S-+ 分设为强阳性"XXX#%

ABD4统计学方法)应用 [\[[-3?, 统计软件进行数

据处理$计数资料采用
!

+ 检验$两者相关性检验采用

[I"'#7'(秩相关分析$!A,?,/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C4结果

CBA4不同子宫内膜组织中 !"#$%&'( 的阳性表达率

比较)子宫内膜癌组中 !"#$%&'( 的表达阳性率为

30?,@$显著高于子宫内膜不典型增生组和正常子

宫内膜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A,?,/#% 子宫内

膜不典型增生组的 !"#$%&'( 表达阳性率为 /3?/@$

正常子宫内膜组中多为阴性表达$两者之间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A,?,/#% 见表 -%

表 -)不同子宫内膜组织中!"#$%&'(的阳性表达率比较!&"

组)别 例数 阳性 阴性 阳性表达率"@#

正常子宫内膜组))) +, - -2 /?,

子宫内膜不典型增生组 >, +1 -3 /3?/

子宫内膜癌组)))) /, 12 -- 30?,

CBC4子宫内膜癌中 !"#$%&'( 的表达与临床病理特

征的关系)在子宫内膜癌中!"#$%&'(随着子宫内膜

癌临床分期&肿瘤浸润肌层深度的增高而增高% 随

着病理分级的增加$!"#$%&'( 的表达也有增加$但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Z,?,/#$与淋巴结转移相关$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A,?,/#% 见表 +%

表 +)子宫内膜癌中!"#$%&'(的表达与

) )临床病理特征的关系#&!@"$

临床病理参数 例数 !"#$%&'(蛋白阳性
!

+

!

分级

)V- +0 -2".3?2# +?/2, ,?,0/

)V+ XV1 ++ +,"2-?,#

浸润肌层深度

)

!

肌层 -E+ 1, +,"..?3# >?,0> ,?,>1

) Z肌层 -E+ +, -2"2/?,#

分期

)

!

&

"

+3 -3".1?,# /?2>. ,?,-/

)

#

&

$

+1 ++"2/?.#

淋巴结转移

)有 +. -.".-?/# .?.3+ ,?,-,

)无 +> +1"2/?0#

D4讨论

DBA4子宫内膜癌是上皮源性的恶性肿瘤$占女性生

殖系统恶性肿瘤的 +,?,@ S1,?,@$是女性生殖系

统最常见的恶性肿瘤$在西方国家是发病率最高的

妇科肿瘤$+,-- 年刘妮平等(.)报道年轻患者中子宫

内膜癌占 -1?>.@$与国内外报道基本一致$说明其

发病年龄呈现明显年轻化趋势%

DBC4!"#$%&'(蛋白为细胞外基质蛋白$属于外源凝

集素家族% 其在疾病和关键事件的发展中作为一种

结构分子$创造水合物矩阵$提供基础$通过与细胞

直接或与细胞相关的分子间接的相互作用$调节细

胞黏附&增殖&迁移&存活和细胞外矩阵组装% 近年

国内外研究!"#$%&'( 已在胆囊癌&胃癌&肺癌&肠癌

和肝癌检测得到$汪锋等(3)在子宫内膜样腺癌中检

测出 !"#$%&'($表达于内膜腺上皮及间质细胞胞质$

阳性率为 3/?,@$本研究中$!"#$%&'( 在子宫内膜癌

中阳性率为 30?,@$结果与之相似% !"#$%&'( 在正

常子宫内膜组织&子宫内膜不典型增生和子宫内膜

癌阳性率分别为 /?,@&/3?/@和 30?,@$其在子宫

内膜从良性病变到恶性病变这一过程逐级升高$并

且两者之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A,?,/#$由此

说明$!"#$%&'( 在子宫内膜不典型增生&子宫内膜癌

的早期事件中起了关键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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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BD4有学者认为 !"#$%&'( 的表达水平与癌症进展

的关系表明它在癌细胞迁移和侵袭中的重要作用(0)

%

能够通过与细胞外基质和细胞表面蛋白相互作用来

增强肿瘤及其间质组织的结构完整性$并调节细胞

增殖&转移能力(2)

$!"#$%&'(在腺癌中的生物学作用

与患者预后关系密切(-,$--)

% !"#$%&'( 通常由腺癌周

围的间质细胞分泌$如在胰腺癌中它是由肿瘤细胞

分泌的(-+$-1)

% 子宫内膜癌&子宫内膜不典型增生分

别与正常子宫内膜差异有统计学意义"!A,?,/#%

由此说明$!"#$%&'( 在疾病的早期发生起着重要的

作用%

DBE4+,-- 年胡行前等(->)研究报道!"#$%&'(在肝细

胞中特异性高表达$在癌旁组织和肝正常组织的弱

表达或者不表达$提示它参与了肝癌的发生与发展%

+,-> 年杨迷玲等(-/)研究发现 !"#$%&'( 在胃癌的间

质纤维母细胞中高表达$并且在分化程度越低&临床

分期越晚&淋巴结出现转移的胃癌间质中 !"#$%&'(

的表达水平越高$这提示 !"#$%&'( 可以促进胃癌的

进展% 本研究中$在子宫内膜癌中 !"#$%&'( 随着子

宫内膜癌临床分期&肿瘤浸润肌层深度的增高而增

高$随着病理分级的增加$!"#$%&'( 的表达也有增

加$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Z,?,/#$!"#$%&'( 的表

达和淋巴结转移相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A,?,/#%

由此得出$!"#$%&'( 蛋白在肿瘤的发展和侵袭有重

要作用%

总之$在子宫内膜癌中 !"#$%&'( 的高表达在肿

瘤发生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通过降低子宫内膜癌

!"#$%&'( 的表达$为临床子宫内膜癌治疗提供一个

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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