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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S9

与乳腺癌的关系及其研究进展

赵苏瑛 综述!李
!

岷 审校"江苏省中医院!南京
!

!"$$!,

#

!!

!关键词"

!

(48S9

'

!

乳腺癌'

!

相关性研究

012

!

"$'%,/,

"

3

'4556'"/-!7,&##'!$"$'".'$/!

中图分类号#

8-%-',

文献标志码#

9

文章编号#

"/-!7,&##

"

!$"$

#

".7!$!/7$!

!!

(48S9

是真核生物中一类长度约为
!!

个核苷酸的参与

基因转录后水平调控的非编码小分子单链
8S9

#能通过与靶

(48S9

特异性的碱基配对引起靶
(48S9

的降解或抑制其翻

译#从而对基因进行转录后的表达调控*

"

+

)目前#人类已发现

%!/

个
(48S9

基因#计算机预测可能会超过
"$$$

个#约
"

"

%

的蛋白编码基因受
(48S9

调控)

(48S9

的主要功能是调节

生物体生长,发育和疾病发生过程中有关基因的表达*

!

+

)大量

研究表明#

(48S9

在肿瘤细胞中表达水平的异常#是肿瘤发

生,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

%

+

)

>

!

(48S9

与肿瘤的关系

(48S9

基因以单拷贝,多拷贝或基因簇等多种形式存在)

研究显示#超过一半的
(48S9

位于肿瘤相关基因组的区域和

脆性位点,杂合型丢失区&

(464(A*><

K

4)65)B*)55)B?<=<>)F

D

7

K

)54=

D

',扩增区&

(464(A*><

K

4)6)BA(

I

*4@A=4)6

#

(464(A*A(

I

*47

@)65

'或断裂点区&

@)(()6G><Ac

I

)46=><

K

4)6

')提示
(48S9

实际上可作为致癌基因或抑癌基因而发挥作用*

&

+

)目前#

(48S9

已知的功能是在转录后水平调控基因的表达#主要作

为基因表达的负调控因子)大量研究证明#

(48S9

与多种肿

瘤的存在密切相关#它的作用靶点可为抑癌基因#定位于扩增

区#使其表达上调#则发挥抑癌基因样作用(其靶点也可为癌基

因#当癌基因
(48S9

表达水平升高时#

(48S9

则发挥阻止细

胞的恶性转化作用*

#

+

)

(48S9

与肿瘤相关的证据最早源于染色体
"%

i

"&

在慢性

淋巴细胞白血病&

Q++

'中缺失的研究*

/

+

)

QA*46

等研究发现#

超过半数的
Q++

病例会发生
"%

i

"&

的缺失#缺失分析表明

(487"#A

和
(487"/7"

是最小共同缺失区域内仅有的两个基

因)

(487"#A

,

(487"/7"

的表达模式与
Q++

的生物学特性和临

床表现密切相关#与编码基因的表达谱相比较#

(48S9

表达谱

可能成为划分肿瘤亚型的更为精确的方法*

-

+

)

到目前为止#已经确认与人类肿瘤相关的
(48S9

已有几

十余种*

.

+

#但这种关系的研究一直局限于肿瘤组织与正常组织

中#即
(48S9

被称作基于组织的肿瘤标记物)因为过去的研

究显示#

(48S9

分子在血液中并不稳定#因此在血液中进行

(48S9

检测一直无相关报道)直到美国弗雷德哈钦森癌症研

究中心在
!$$.

年的
T>)@<<;46

K

5)B=?<SA=4)6A*9@A;<(

D

)B

E@4<6@<5

上发表了一篇名为1

Q4>@C*A=46

K

(4@>)8S95A55=AG*<

G*));7GA5<;(A>c<>5B)>@A6@<>;<=<@=4)6

2的文章#文章中提出

作为一个细胞不同部分的1刹车2#

(48S9

可以调控靶基因的

表达#从而使基因处于控制之中#这类分子比以蛋白为基础的

早期癌症检测系统有明显的优势#这主要表现在它们更易于检

测&用量低'#并且现有的技术更能快速地建立起
(48S9

为基

础的早期检测系统*

"

+

)为了这项研究#

:<LA>4

和他的合作者

检测了患有前列腺癌的小鼠及人的血液#并与正常组作为对

照)他们检测了试验组和对照组由肿瘤所产生的
(48S9

分

子#基于对
(48S9

的检测结果#他们可以区分哪个个体患有

癌症)这项研究显示#此前认为在血液中并不认为可以作为癌

症标记分子的
(48S9

分子#对于早期癌症的诊断可以有重要

意义)

人类自身存在的
(48S9

分子也是最近才发现的)

:<L7

A>4

的研究小组最初研究了这类分子在癌症发生和保持过程中

的作用)在这个研究过程中#他们发现
(48S9

分子在细胞外

的循环并且能明显保持稳定)研究人员惊奇地发现在血浆和

血清中存在有
(48S9

分子*

.

+

#并且这种分子独立于细胞之

外#也不能被血液中降解其他
8S9

分子的酶降解)对于这类

(48S9

分子如何抵御
8S9

酶的降解以及它们怎么进入血

液#到目前为止完全是一个谜)

这也导致研究人员进入另外一个新的研究方向#那就是证

明与癌症相关的
(48S9

分子是否能被发现)早期对蠕虫和

果蝇等模拟动物的研究显示#某些
(48S9

分子在某些特异的

细胞中有特异的表达而在其他地方则没有*

,

+

)新研究结果提

供了一种理论和实验基础#将激励全世界的科学家研究利用

(48S9

分子作为分子标记研究各种癌症的发生*

"$

+

)

?

!

(48S9

与乳腺癌的关系

乳腺癌是女性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据资料统计#发病

率占全身各种恶性肿瘤的
-[

!

"$[

#在妇女仅次于子宫癌)

在女性中#乳腺癌发病率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上升#在月经初潮

前罕见#

!$

岁前亦少见#但
!$

岁以后发病率迅速上升#

&#

!

#$

岁较高*

""

+

)乳腺癌很早期时#临床上毫无症状#也无肿块#是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AGP<;Q*46

!

E<

I

=<(G<>!$"$

!

R)*'-

!

S)'".



很难发现的#在临床能发现肿块前#肿瘤的隐匿阶段平均为
"!

年#等到有明显症状时大都已是晚期#只能选择手术切除或是

放射治疗#对于患者来说#痛苦大并且可能影响到生活质量#因

此如何早期发现一直是研究的热点问题)

2)>4)

等比较了
"$

例正常乳腺组织和
-/

例新生乳腺癌组

织中
(48S9

的表达谱#发现
(487"!#G

,

(487"&#

,

(487!"

和

(487"##

的表达在乳腺癌组织中显著降低*

"!

+

#其中
(487"##

降低的程度尤为明显#

(48S9

的表达与乳腺癌的病理生理学

特征#如分期,增殖指数,雌激素和孕甾酮受体*

"%

+的表达以及

血管受侵有关*

"&

+

)

乳腺癌作为一种人群中高发性肿蝊#在早期诊断方面缺少

决定性的实验室检测依据)原癌基因与抑癌基因的测定缺少

特异性#而
Q9"#%

等糖类抗原标记物一方面特异性不是很高#

另一方面在早期敏感度也较低)近年来发现的一些蛋白标记

物及激素受体由于测定方法受限#而成为该项方法的瓶颈)

(48S9

的检测手段如
i

8:7TQ8

,基因芯片技术近年来获得飞

速进展#在样本中即使含量只有几个拷贝也能准确检出#这就

为临床的早期诊断提供了可能*

"#

+

)

(487"##

是一种已经被证实与乳腺癌发病相关的
(487

S9

*

"!

+

#其在乳腺癌组织中的表达与正常组织相比明显下调#且

这种差异具有显著性)而
:<LA>4

研究组关于
(48S9

可以在血

液中稳定存在的发现为在血液中检测
(487"##

提供了可能)

@

!

展
!!

望

现今#研究血中
(48S9

的差异表达及其表达谱的变化与

肿瘤间的相互关系*

"%7"#

+成为各国学者的研究热点#该研究成

果必将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也将带来新一轮的检验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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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时检验在免疫学检测中的应用

余明杰!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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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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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时检验&

I

)46=7)B7@A><=<5=46

K

#

T1Q:

'作为临床检验领

域新出现的一种检验手段#正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特别是近

几年随着免疫学技术和自动化技术的发展#

T1Q:

被广泛应用

在免疫学试验中#为很多临床疾病的快速诊断提供了有效的辅

助手段)

!$$-

年#美国有近
.$[

的实验室工作在
T1Q:

上完

成*

"

+

#因此就目前的发展趋势来看#在不远的将来#随着免疫检

测
T1Q:

方法的进一步开发应用#

T1Q:

有可能覆盖整个一般

小实验室的所有免疫检测项目)

T1Q:

的目的是提供准确的,

可信的,低成本的,并且能在短时间反馈患者情况的信息系统)

近年来#

T1Q:

也用于急诊检验和其他的门诊检验#以提高检

测速度和减少人工操作)

>

!

免疫项目的
T1Q:

检测技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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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验医学与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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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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