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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获得性粒细胞恶性增殖为特征的骨髓增殖性疾病#其增殖

过程受骨髓造血微环境的调控#而骨髓间质干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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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出培养瓶#倒置显微镜

观察细胞形态#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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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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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度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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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长抑制程度明显增加#结果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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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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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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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血细胞的生长受多方面因素的调控#

1%KN9

是参与造

血调控的重要方面+有文献报道#健康人
1%KN9

可表达多种

细胞因子#其中细胞因子
KNP

,整合素
9

,粒
2

巨噬细胞集落刺激

因子等与造血细胞的生成密切相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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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N%J

以大量白血

病细胞增殖,聚集为特征)

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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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类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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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KNP

高表达

是
N%J

患者白血病细胞高增殖的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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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素是一

类由两条跨膜多肽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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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

以非共价方式结合而成的异二聚

体跨膜黏蛋白#介导了胞内信号外传和胞外信号内传#与细胞

增生,变形,迁移,生物活性物质分泌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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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作用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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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J623

$

)

3

(

"

&对造血干细胞归巢,定位,

释放等多方面的作用来实现的#其中整合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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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着关键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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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研究表明#实体外
N%J

患者
1%KN9

存在整合素高

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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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水平整合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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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Q43

\细胞并使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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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浓度升高#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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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活

性而促进细胞
`

$

"

&"

K

细胞周期转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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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细胞增殖的调节基

因
/_f&

活化完全依赖于整合素介导细胞信号传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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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

均说明整合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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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N%J

患者病情发展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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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治疗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的有效药物之一#目

前也试用于其他恶性肿瘤+本研究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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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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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外生长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其抑制作用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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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密切相关+有文献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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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细胞的生长抑制作用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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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细胞生长调控的因子来实现的+本研究还发现#体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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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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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整合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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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基因表达水平的变化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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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到细胞的运动,细胞与细胞间的信号传导及相互作用和细

胞的增殖与分化)

"4

*

+由此可以推测#不同浓度的
60U

在患者

体内有可能会出现不同的生物学作用#而这些不同作用在患者

体内可产生不同的生物学效应+

综上所述#

60U

对
1%KN9

整合素
2

(

"

的表达具有明显干

预作用#而整合素
2

(

"

及其相关的细胞信号传导对细胞的增殖

分化具有重要调节作用#与肿瘤等恶性疾病的发生,发展有着

一定的联系+因此#对整合素
2

(

"

表达变化的干预有可能成为

该类疾病治疗的靶点#

60U

对
1%KN9

整合素
2

(

"

表达水平的

影响是否可用于临床相关疾病的治疗等尚有待于临床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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