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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探讨使用荧光原位杂交技术检测乳腺原发癌和淋巴结转移癌
XW]8$

基因的表达及意义$

方法
!

选取海口市人民医院
$#"'

年
"

月至
$#".

年
"

月收治的乳腺原发癌患者
.#

例作为研究对象!对其临床资料

进行回顾性分析$应用荧光原位杂交技术"

[PKX

#与免疫组织化学技术"

PX5

#对所有患者手术切除标本的
XW]8$

基因表达予以检测$结果
!

[PKX

阳性率为
.$-!3

!

PX5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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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X5

阴性时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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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率为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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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X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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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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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X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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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

#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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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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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X5

"

aaa

#与
[PKX

符合率为
"##-#3

$淋

巴结转移阳性率为
00-0(3

!未转移阳性率为
'$-".3

!对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N

$

#-#!

#$结论
!

PX5

对
XW]8$

基因予以检测时若结果为阴性或者强阳性则与
[PKX

符合率较高!同时
XW]8$

基因表达与腋淋巴结转移之间呈正

相关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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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腺癌为恶性肿瘤#在临床中常见,近年来随着人们生活

习惯的改变#乳腺癌发病率逐渐上升#而临床却无法有效控制

其病死率*

"

+

,对于乳腺癌患者而言#转移是导致其病死的主要

原因,肿瘤转移过程极其复杂#与生物学有关#当前使用常规

病理学无法准确评估不同患者肿瘤转移潜能以及预后*

$

+

,而

经大量研究后发现
XW]8$

基因密切关联于乳腺癌患者的治疗

方案#例如化疗)内分泌)

X:AC:

F

<+,

)预后等方案的选择*

'

+

,本

文为探讨使用荧光原位杂交技术检测乳腺原发癌和淋巴结转

移癌
XW]8$

基因的表达及意义#现选取患者
.#

例作为研究对

象#回顾性分析其临床资料#并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取海口市人民医院
$#"'

年
"

月至
$#".

年

"

月收治的乳腺原发癌患者
.#

例作为研究对象#收集所有患

者的手术切除标本#应用荧光原位杂交技术$

[PKX

%与免疫组

织化学技术$

PX5

%对所有患者手术切除标本的
XW]8$

基因表

达予以检测,

.#

例患者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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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岁#平均$

!0-'_.-(

%岁(

'/

例为浸润性导管癌#浸润性小叶癌与浸润性导管
8

小叶癌各

为
"

例,使用
"#3

中性福尔马林对所有标本予以固定#并使

用常规石蜡进行包埋处理,

$-/

!

方法
!

[PKX

检测法!组织切片每片为
$

)

*

#将其放置于

载玻片上#之前已使用
28

多聚赖氨酸对载玻片予以处理#而后

放置于
0!)

环境下烘烤#过夜后按照试剂盒说明书严格规范

试验操作,

[PKX

试剂盒产自北京金菩嘉,

PX5

检测法!组织

切片每片为
.

)

*

#将其放置于载玻片上#之前已使用
28

多聚赖

氨酸对载玻片予以处理#而后放置于
0!)

环境下烘烤#时间持

续
"@

#而后按照试剂盒标准严格规范操作#该试剂盒产自福州

迈新,质量控制!载玻片经多聚赖氨酸处理后#设置不同的

LS7

样品区#将不同
LS7

样品溶液分别加到其上#风干后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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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4

月第
"$

卷第
"(

期
!

2=>Q:D5?+,

!

K:

F

<:*>:A$#"!

!

R9?-"$

!

S9-"(



外交联仪照射#使
LS7

结合到玻片上#得到简化的染色体片#

而后进行免疫检测#通过不同区域信号的反应得出荧光原位杂

交质量反馈,采用本监控方法#可以快速地锁定杂交过程中出

现问题的中间环节#并进行相应的纠正#从而快速高效地应用

[PKX

技术,

$-'

!

结果判定标准
!

[PKX

!对
'#

个细胞核予以计数#对
]=8

<+9

$细胞核中红信号总数与率信号总数的比值%予以统计#若

]=<+9

在
"-/

以下则为阴性#说明该样本中不存在
XW]8$

基因

扩增现象(若在
$-$

以上则为阳性#说明该样本中存在
XW]8$

基因扩增现象(若
]=<+

在
"-/

"

$-$

#则可计数
"##

个细胞核#

或者再次开展
[PKX

检测对最终结果予以判断,

PX5

!若癌细

胞出现棕褐色则代表为阳性#结合染色强度对阳性程度予以划

分#主要有弱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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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以上的肿瘤细胞有不完整且微弱

的细胞膜着色(中度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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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以上的肿瘤细胞有完整

且弱或者中度的细胞膜着色(强阳性$

a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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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以上的肿

瘤细胞有完整且强的细胞膜着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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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处理
!

应用
K&KK$$-#

对全部数据予以统计学处

理#对比以
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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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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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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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检测方法的
XW]8$

基因表达对比
!

[PKX

检测后

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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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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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X5

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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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3

%,两者符合率如

表
"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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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PX5

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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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的符合率对比

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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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W]8$

基因表达与淋巴结转移的关系
!

淋巴结转移与

淋巴结未转移阳性率对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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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

表
$

,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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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W]8$

基因表达与淋巴结转移的关系

检测结果 淋巴结转移$

1

% 淋巴结未转移$

1

% 合计$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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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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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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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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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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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存在于人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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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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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跨膜糖蛋白为

其编码分子#属于原癌基因,一般而言
XW]8$

基因不会诱发

肿瘤#其自身有诸多
%

H

A

$酪氨酸残基%磷酸化位点#在受体分

子膜区亦存在
&%V

$酪氨酸蛋白激酶%活性*

.8!

+

,当生长因子

结合于
XW]8"

)

'

或者
.

后#会引发蛋白膜外区构象产生变化#

结合于
XW]8$

生成异二聚体#增加细胞膜内的
&%V

活性#致

使
%

H

A

自身出现磷酸化,存在于
XW]8$

蛋白膜内段的磷酸化

位点为识别
&%V

底物的位点#可对特定信号蛋白产生作

用*

08(

+

,因此#

%

H

A

是否出现磷酸化对于下游底物分子的解离

与结合状态有决定作用#可对信号转导予以调节,一旦失控会

持续开启增殖信号途径#进而诱发肿瘤,

XW]8$

指标不仅密

切关联于肿瘤发展#同时还可作为预后指标*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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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诊断
XW]8$

基因主要有
PX5

与
[PKX

法#前者操作

简易#重复性好#且成本低#敏感性较强#故而使用广泛#但是会

致使抗原决定簇丢失#且经标准化固定后会改变抗原进而降低

其敏感性#会导致检测结果出现假阳性或者假阴性#对其精确

性存在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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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KX

主要是对
LS7

予以检测#具有较高的

可重复性)特异性以及稳定性#且不会受到主观因素的影响#客

观性较强#因此世界卫生组织将其作为金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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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本研究中#使用
PX5

与
[PKX

法对乳腺原发癌与淋巴

结转移癌
XW]8$

基因表达予以检测后发现
[PKX

阳性率为

.$-!3

#

PX5

为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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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 性 时 与
[PKX

符 合 率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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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a

%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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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淋巴结转移阳性率为
00-0(3

#未转移阳性率为

'$-".3

#对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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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宋宝等*

"'

+的

研究结果相近,

综上所述#

PX5

对
XW]8$

基因予以检测时若结果为阴性

或者强阳性则与
[PKX

符合率较高#同时
XW]8$

基因表达与

腋淋巴结转移之间呈正相关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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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不同麻醉方式对老年患者术后镇痛效果的研究显

得尤为重要#本研究采用临床上最常使用的三种麻醉方式进行

术后镇痛效果的比较*

""8"$

+

,本研究立足于对比三种麻醉方

式#因此三组患者均采用相同的静脉镇痛方法来消除镇痛方法

不同对镇痛效果的影响,静脉镇痛具有起效快#效果确切#不

受麻醉方式和手术区域限制的优势#并能将患者间药代动力学

和药效学差异的影响减小到最小#因此采用静脉镇痛成为本研

究的镇痛方法*

"'8".

+

,

本研究入选的
"/#

例患者均没有在手术
$.@

前服用任何

镇痛药物#有利于观察三组镇痛效果的准确性,同时在静脉镇

痛期间采用相同的给药剂量和滴注速度#有效减少人为因素的

影响#避免对
R7K

评分的偏差,三种麻醉方式相比较#采用外

周神经阻滞麻醉方式的患者在术后
"$@

内的
R7K

评分值优

于其他两组#可能源于麻醉药物罗哌卡因在腰丛或者股神经部

位的代谢和作用时间引起良好效果,而全身麻醉组采用的阿

片类药物作用时间相对较短#阿片类的快速衰变也容易引起患

者的快速耐受#从而使得该组在术后早期的评分高于其他两

组,术后
$.

)

./@

后#三组评分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N

%

#-#!

%#提示麻醉方式虽然对镇痛效果会产生影响#但其影响范

围只存在于术后
"$@

之内#这与
V=?\*=,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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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鹏亮和石

玉琴*

"0

+的研究结果一致,

影响术后镇痛效果的因素有很多#涵盖了医生手术技能#

护士护理能力#药物用量等诸多因素,因此评价三种麻醉方式

对镇痛效果的影响只为临床实践提供一定借鉴,骨科手术后

的疼痛不能根除#只能通过各种途径进行缓解和减少#而本研

究比较三种麻醉方式之后得出的外周神经阻滞麻醉结合静脉

镇痛方法可以有效缓解患者术后疼痛#达到较高的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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