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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探讨荧光原位杂交技术检测
1=R:O

基因在子宫颈上皮内瘤变"

O3Q

$和宫颈癌中的烤贝数扩

增情况!了解其在宫颈癌早期诊断应用&方法
!

收集
"%%<

年
&

月至
"%!%

年
&

月在本院就诊的
.4&

例宫颈脱落细

胞!以生理盐水制片和液基细胞学"

=O=

$低渗法制片!应用荧光标记探针
I-U=R:O

'

OPU.%%,

!用荧光原位杂交

"

b3P'

$技术进行
1=R:O

基因烤贝数的检测!并分析检测结果的临床效应性&结果
!

在
.4&

例临床标本中!正常宫

颈细胞中表达率为
!#%!"̀

"阈值$#宫颈癌组的阳性率为
4.#&$̀

"

$4

'

&.

$%

O3Q

总阳性率为
&$#<"̀

"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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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

颈癌组分别与正常组和炎性反应'
O3Q

*

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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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相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K

"

%#%!

$#

O3Q

(

组的阳

性表达率为
&%#"9̀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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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3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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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的阳性率为
7"#%̀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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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3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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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O3Q

+

组分别与正常和炎性反应'
O3Q

*

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K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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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3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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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O3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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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与宫颈癌组比较!差异也均有统计学意义"

K

"

%#%!

$#

1=R:O

基因在宫颈癌细胞株
1CEH

和正常骨髓淋巴细胞中基因扩增呈阳性&结论
!

1=R:O

基因参与宫颈上

皮内瘤变和宫颈癌的发生发展!作为宫颈上皮内瘤变及宫颈癌的标志物!

1=R:O

的阳性表达率与宫颈细胞癌前病

变具有严重程度相关&

1=R:O

基因的检测可作为提高宫颈癌早期诊断率的重要手段和癌前病变治疗的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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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
b3P'

技术所应用的探针种类的不断增多#特

别是全
O>6,/A

探针及染色体原位抑制杂交技术的出现#使

b3P'

技术不仅在细胞遗传学方面#而且还广泛应用于肿瘤学

研究#如基因诊断)基因定位等,

b3P'

技术的更大优点是可

以在间期细胞核上观察到
2Q;

扩增的直接证据#而且间期细

胞核所显示出的扩增
2Q;

荧光信号其数量多少及荧光强度

常与
2Q;

扩增的水平有关,为了探讨荧光原位杂交技术检

测
1=R:O

基因在子宫颈上皮内瘤变'

O3Q

(和宫颈癌中的烤贝

数扩增情况#本研究针对
.4&

例脱落细胞进行荧光原位杂交

1=R:O

基因扩增检测#并分析其临床效应性#取得良好的效

果#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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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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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对象
!

.4&

例研究对象均来自本院
"%%<

年
&

月至

"%!%

年
&

月妇科门诊和住院的患者#经病理诊断确诊#其中健

康人
9"

例#炎性反应"
O3Q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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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O3Q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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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O3Q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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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宫颈癌
&.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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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验医学与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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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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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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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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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

将收集到的脱落细胞标本以生理盐水制片和

=O=

低渗法制片#应用荧光标记探针
I-U=R:O

"

OPU.%%,

#

用荧光原位杂交技术进行
1=R:O

基因烤贝数的检测#分别用

.

号染色体着丝粒为对照#以及
!

株宫颈癌细胞和正常骨髓淋

巴细胞为阳性对照#正常宫颈细胞为阴性对照,并分析检测结

果的临床效应性,

<#>

统计学处理
!

计数资料的比较#采用
,

"检验进行分析#采

用软件
PUPP!9#%

进行统计,

=

!

结
!!

果

在
.4&

例临床标本中#正常宫颈细胞中表达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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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阈值($宫颈癌组的阳性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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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细胞组与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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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见表
!

,

1=R:O

基因在宫颈癌细胞株

1CEH

和正常骨髓淋巴细胞中基因扩增呈阳性,

表
!

!

.4&

例宫颈脱落细胞荧光原位杂交
1=R:O

!!

基因扩增检测结果的比较

组别
(

1=R:O

基因扩增表达

阳性
`

正常细胞组
9" % %#%%

炎性反应"
O3Q

*

组
!.. 9 .#%!

O3Q

(

组
<. $% &%#"9

O3Q

+

组
7$ $9 7"#%%

癌细胞组
&. $4 4.#&$

>

!

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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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随着分子生物学的发展#人们运用
b3P'

技术检测宫颈脱

落细胞中
.

号染色体长臂
"&#.

位点端粒酶基因的扩增#发现

它与宫颈病变有着密切的关系*

!

+

,

2Q;

扩增通常表现为异常

的显带区域'

;*:P

(或异染质区'

'P:P

(以及无着丝微小体

'

2J

(#这些基因扩增的细胞遗传学表现在许多恶性肿瘤中,

搞清楚肿瘤细胞中
2Q;

链'基因(的扩增#有助于了解肿瘤的

恶性增生过程,在肿瘤细胞中某些肿瘤基因'

>0G>

+

C0C

(的扩

增#可作为预测肿瘤进展及预后的临床指征,如
b3P'

技术能

有效地在染色体上定位扩增的特定
2Q;

#特别是当细胞遗传

学发现在
'P:P

或
;*:P

来源及位置#推测可能扩增的肿瘤

基因#从而有目的检测某些基因#并能很快得到直接清晰的基

因扩增的信息,

O1CD/F

等在结肠腺癌细胞中#采用
b3P'

技术

发现
O8,

B

G

的扩增#而且
O8,

B

G

扩增链是重排在
!4

号染色体

的长臂上,染色体上策细带的丢失#普通显带不易发现#用特

定的基因探针检测时#在正常应该有荧光信号的部位如不出现

信号#表示有染色体的丢失,用
;0_

B

D/0

基因作试验#检测遗

传性球形红细胞增多症患者的染色体和间期细胞#发现有这个

基因的缺失,有学者用
b3P'

技术在
.7

例
*

细胞淋巴瘤中发

现
"!

例'

$&#<̀

(存在
&

d

".8"9

的缺失#故认为这一改变对淋

巴瘤诊断有实际应用价值,研究发现#宫颈细胞由非典型性发

育异常向宫颈癌转变的过程中几乎都伴有
.

号染色体长臂扩

增,有学者采用
b3P'

技术检测液基细胞学样本#发现
.

d

"&#.

扩增比例在宫颈高度病变与鳞癌中占较高百分率#而在正常宫

颈与非典型鳞状上皮细胞中不出现显著扩增*

!8.

+

,采用荧光标

记的探针#与被检测样本中的
2Q;

杂交后#在荧光显微镜下

检测荧光信号而得出结果,因此#对
1=R:O

基因扩增的检测

有助于宫颈癌的筛查及早期诊断#而检测基因扩增的标准方法

即为
b3P'

*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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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显示#在
.4&

例临床标本中#正常宫颈细胞中表达

率为
!#%!"̀

'阈值($宫颈癌组的阳性率为
4.#&$̀

'

$4

"

&.

()

O3Q

(

组的阳性表达率为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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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3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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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阳性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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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性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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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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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3Q

总阳性率为
&$#<"̀

'

!%9

"

!$<

(,由统计数据中可以知道#宫

颈癌细胞
1=R:O

基因扩增表达较高#

1=R:O

基因参与宫颈

上皮内瘤变和宫颈癌的发生发展,作为宫颈上皮内瘤变及宫

颈癌的标志物#

1=R:O

的阳性表达率与宫颈细胞癌前病变具

有严重程度相关,因此#

1=R:O

基因的检测可作为提高宫颈

癌早期诊断率的重要手段和癌前病变治疗的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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