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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早期发现甲状腺微小癌中的诊断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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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

目的
!

观察核糖体结合蛋白
!

"

]]L̂!

$在早期发现甲状腺微小癌中的诊断意义%方法
!

收集
.%

例

甲状腺微小癌&

,%

例甲状腺瘤及
,%

例健康者的静脉血标本!采用实时荧光定量聚合酶链式反应"

\]43̂N]

$检测

]]L̂!

的表达!并分析
]]L̂!

在甲状腺微小癌中的表达与临床病理特征的关系%结果
!

]]L̂!

在甲状腺微小癌

中的表达明显高于甲状腺瘤及健康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同时!

]]L̂!

在甲状腺瘤中的表达也明显高

于健康者"

$

%

%#%,

$%此外!

]]L̂!

在甲状腺癌患者中的表达与肿瘤大小及淋巴结转移明显相关"

$

%

%#%,

$!而与

患者的年龄&性别&吸烟史&肿瘤的好发部位无明显相关%结论
!

]]L̂!

表达与甲状腺微小癌的发生相关!其表达

的检测有助于甲状腺微小癌的诊断%

"关键词#

!

甲状腺微小癌#

!

核糖体结合蛋白
!

#

!

实时荧光定量聚合酶链式反应#

!

临床病理特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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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状腺微小癌性的病灶微小#发病隐匿#无明显的临床表

现#往往不容易被诊断*

!3-

+

)近年来#研究表明分子标记物的检

测有助 于 甲 状 腺 微 小 癌 的 诊 断*

$3,

+

)核 糖 体 结 合 蛋 白

$

]]L̂!

&为一种粗面内质网蛋白#近年来研究表明其表达与

多种恶性肿瘤的发生相关*

.3&

+

#然而其表达与甲状腺微小癌的

关系尚不明确)本研究检测了不同甲状腺病变患者中
]]L̂!

的表达#以评估
]]L̂!

的检测对甲状腺微小癌的诊断价值)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择
"%%'

年
!

月至
"%!$

年
!"

月本院穿刺

或术后病理诊断确诊为乳头状甲状腺微小癌患者
.%

例)其

中#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

岁#平均
$,#1

岁%吸烟史
!&

例#无吸烟史
$"

例%肿瘤直径小于
%#,C)"!

例#直径大于或

等于
%#,C)-'

例%淋巴结转移
!!

例#无淋巴结转移
$'

例%癌

位于单侧甲状腺
$1

例#位于双侧
!-

例)另选同期经穿刺或术

后病理确诊为甲状腺瘤
,%

例#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

岁#平均
$%#"

岁)健康者来源于本院健康查体者#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

岁#平均
$,#,

岁)各组研究对象一般资料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具有可比性)

$#/

!

实时荧光定量聚合酶链式反应$

\]43̂N]

&

!

依据试剂

盒的操作步骤严格进行#患者的血液标本收集后#采用
4:*I59

法提取
]R2

#以生物分光光度计测定
]R2

浓度#反转录试剂

盒$

2

88

9*60L*5=

@

=;6)=

#

gF2

&将
]R2

反转录成
CZR2

#于荧光

定量
N̂]

仪 $美国
L*53]>0

公司&检测
]]L̂!

的表达#以

a2̂ ZW

作为内参)采用
_590=f"

j

22

N;计算
]]L̂!

在不同组

表达的倍比关系#其中计算公式为
22

N;f

*

N;

$目的基因&

jN;

$

a2̂ ZW

&+实验组
j

*

N;

$目的基因&

jN;

$

a2̂ ZW

&+对照组)

其中
]]L̂!

的引物序列为
,c32a44Naa2NN2aa4a2aa3

a2aN2N3-c

#

,c3aNa4N44N2aN4a22Naaaa4NN43-c

#内

参
a2̂ ZW

的引物序列为
,c3N4a22Naaa22aN4N2N43

aa3-c

#

,c34a2aa4NN2NN2NNN4a44a3-c

)

$#'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F̂ FF!1#%

统计软件进行分析#计量

资料以
O(D

表示#比较采用
;

检验#以
$

%

%#%,

为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

!

结
!!

果

/#$

!

]]L̂!

在甲状腺微小癌,甲状腺瘤及正常患者中的表达

!

\]43̂N]

检测结果显示
]]L̂!

在甲状腺微小癌,甲状腺

瘤及健康者中的相对表达值分别为
&#'"("#!"

,

,#"-(!#'&

,

-#",(!#%$

#组内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其中#

]]L̂!

在甲状腺微小癌中的表达明显高于甲状腺瘤 $

$

%

%#%,

&及健康者$

$

%

%#%!

&#同时
]]L̂!

在甲状腺瘤中的表达

也明显高于健康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见图
!

)

/#/

!

]]L̂!

在甲状腺癌中的表达与临床病理特征的关系
!

分析
]]L̂!

在甲状腺癌患者中的表达与临床病理特征的关

系#结果表明
]]L̂!

在甲状腺癌组织中的表达与肿瘤的直径

-

&1%"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1

月第
!"

卷第
!$

期
!

/>AP60N9*+

!

QB9

@

"%!,

!

E59#!"

!

R5#!$



及淋巴结转移相关$

$

%

%#%,

&#而与患者的年龄,性别,吸烟史

及肿瘤的好发部位无明显相关)见表
!

)

图
!

!

\]43̂N]

检测
]]L̂!

在甲状腺微小癌(甲状

腺瘤及健康者中的表达

表
!

!

甲状腺微小癌中
]]L̂!

表达与临床病理特征的关系

临床病理特征
& ]]L̂!

相对表达值
$

年龄$岁&

%

$, -" '#,"(!#.& %#1,,

(

$, "& &#-"(!#&.

性别 男
-& &#-'(!#1& %#11&

女
"" '#$,(!#&-

吸烟史 有
!& '#1&(!#11 %#,'.

无
$" &#%.(!#&"

肿瘤直径$

C)

&

%

%#, "! 1#."(!#." %#%%$

(

%#, -' !%#""(!#$"

好发部位 单侧
$1 '#!"(!#&, %#&1,

双侧
!- &#1"(!#1'

淋巴结转移 有
!! !!#-"(!#." %#%%%

无
$' .#,"(!#,$

'

!

讨
!!

论

近年来#分子标记物的检测在肿瘤的早期诊断中发挥着重

要作用)文献*

$

+发现分子标记物的检测有助于区分甲状腺微

小癌及良性病变)

P>:C<6;;*

等*

,

+发现通过检测
L]2_

在甲状

腺活检组织中的突变有助于甲状腺微小癌的诊断)其中#

]]L̂!

为一种粗面内质网蛋白#在核糖体结合及新生蛋白跨

膜易位过程中的发挥重要作用*

'3!!

+

)研究发现
]]L̂!

不仅高

表达癌细胞系#在乳腺癌*

.

+

,肺癌*

1

+及结直肠癌组织*

&

+中均发

现了其高表达#提示
]]L̂!

为肿瘤发生相关的癌基因)然而#

]]L̂!

是否高表达于甲状腺癌#是否有助于甲状微小癌的鉴

别诊断#有待进一步研究)

本研究结果表明#

]]L̂!

在甲状腺微小癌中的表达明显

高于甲状腺瘤及健康者#同时
]]L̂!

在甲状腺瘤中的表达也

明显高于健康者#提示
]]L̂!

的表达可能与甲状腺微小癌的

发生有关#其表达的检测有助于区分甲状微小癌,甲状腺瘤及

健康者)此外#结果也显示
]]L̂!

在甲状腺微小癌中的表达

与肿瘤直径及淋巴结转移相关%肿瘤瘤直径大于或等于
%#,

C)

患者中
]]L̂!

的表达明显高于直径小于
%#,C)

患者中的

表达#淋巴结患者中
]]L̂!

的表达也明显高于无淋巴结转移

患者中的表达#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

&#提示
]]L̂!

的表达可能与甲状腺癌细胞的增殖及侵袭相关#其表达的检测

有助于判别甲状腺微小癌淋巴结转移的潜能)因此#本文认为

]]L̂!

可能为甲腺状微小癌发生相关的新型分子标记物#其

表达的检测有助于甲状腺微小癌的早期诊断)

然而#目前关于
]]L̂!

在健康者中的表达量#尚无参考

标准#不能确定
]]L̂!

表达的临界值以明确区分甲状腺微小

癌,甲状腺瘤及健康者#大样本量的深入研究将具有重要的临

床意义)此外#关于
]]L̂!

在甲状腺微小癌的发生,发展中的

生物学功能及其作用机制仍不清楚)其中#

4=>*

等*

1

+研究发

现
]]L̂!

的高表达可增强抗凋亡蛋白
a]̂ 1&

的表达#抑制肺

癌细胞的凋亡#进而促进其生长)

]]L̂!

高表达于甲状腺微

小癌是否与其调控
a]̂ 1&

相关#仍有待于后续研究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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