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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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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乳腺癌患者血浆神经生长因子"

\YZ

$和神经生长因子受体"

\YZC

$含量及其检测意义%

方法
!

采用
'9WTG

法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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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乳腺癌临床分期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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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良性乳腺疾病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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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健康对照者血浆
\Y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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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量!分析与乳腺癌不同临床分期的关系%结果
!

血浆
\YZ

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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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组间比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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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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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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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乳腺癌患者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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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乳腺癌

患者组显著高于
%

期乳腺癌患者组(良性乳腺疾病患者组(健康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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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乳腺癌患者组前后
#

次血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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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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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乳腺癌患者组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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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血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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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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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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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腺癌患者血浆
\YZC

水平增高可能与肿瘤发生进展相关!检

测血浆
\YZC

水平有助于乳腺癌患者的病情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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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腺癌是女性高发肿瘤#导致女性病死的重要疾病之一)

一些乳腺癌患者经手术治疗后#机体内可能已存有微小亚临床

转移癌灶#其中部分患者将出现复发或转移#利用相关因子作

为判断预后指标#区分其中易复发或转移的病例#并给予全身

性辅助治疗#将能有效提高治疗疗效)现已证实神经生长因子

$

\YZ

&和神经生长因子受体$

\YZC

&可在多种肿瘤中表达#并

影响肿瘤的发生*发展+

"

,

)本研究通过检测乳腺癌患者血浆

\YZ

和
\YZC

含量#探讨其在乳腺癌病程发展的临床应用价

值)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5I

例该院收治*经病理组织学证实并行手术

治疗的女性乳腺疾病患者#年龄
?"

"

66

岁#中位年龄
2#

岁#根

据美国肿瘤联合会$

Gf11

&和国际抗癌联盟$

dW11

&第
6

版修

订乳腺癌
A\B

分期!

%

期乳腺癌患者
#2

例$浸润性导管癌
#%

例*浸润性小叶癌
2

例&#

5

"

2

期乳腺癌患者
#5

例$浸润性导

管癌
"I

例*浸润性小叶癌
?

例*乳头
S<

E

-J

病
"

例*内分泌癌
"

例&%

?%

例良性乳腺疾病患者$纤维腺病伴纤维瘤
"2

例*化脓

性乳腺炎
6

例*慢性乳腺炎伴乳汁潴留性囊肿
5

例*双乳腺囊

-

2&5

-

检验医学与临床
#%"6

年
#

月第
"?

卷第
5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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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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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性增生病
2

例&#年龄
#"

"

6"

岁#中位年龄
2"

岁%体检健康女

性
?%

例#年龄
##

"

25

岁#中位年龄
5I

岁)所有乳腺癌患者分

#

次采集标本#采集间隔时间均为
5

个月%其余待检者采集
"

次标本)清晨空腹采集抗凝静脉血#离心后取血浆标本
"39

置于
7H%`

冰箱保存待测#避免反复冻融)

$$/

!

方法
!

\YZ

和
\YZC

检测试剂盒为美国
1P,<K*8

公司#

酶标仪为芬兰
AL-;38

公司
i-)),(<DB:#

)所有标本同一时

间检测
\YZ

及
\YZC

含量#严格按试剂盒说明书操作)酶标

仪
52%D3

波长以空白对照孔调零#测定吸光度$

G

&值#根据标

准品
G

值计算样品浓度)

$$'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TSTT"H$%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计量资料使用
JcE

表示#各组血浆
\YZ

*

\YZC

水平经
:8)!

38

E

8;8>!T3*;D8>

和
TL<

+

*;8!i*)X

检验为非正态分布#组间差

异比较应用秩和检验#

#

%

%$%2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各组研究对象
\YZ

含量检测结果比较
!

乳腺癌患者组

血浆
\YZ

含量与健康对照组*良性乳腺疾病患者组比较#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

._H$6&?

#

#_%$%2?

&)见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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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组研究对象血浆
\YZ

含量检测

!!!

结果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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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别
% \YZ

含量

健康对照组
?% 6#$"c#$"

良性乳腺疾病患者组
?% 6?$5c#$5

%

期乳腺癌患者组
2% 65$%c#$&

5

"

2

期乳腺癌患者组
5H 6#$&c#$2

/$/

!

各组研究对象
\YZC

含量检测结果比较
!5

"

2

期乳腺

癌患者组血浆
\YZC

含量与健康对照组*良性乳腺疾病患者

组*

%

期乳腺癌患者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_#H$26"

#

#

%

%$%"

&#中位数分别为
#"%

*

6%

*

62

*

HH

+E

"

39

)

5

"

2

期乳腺

癌患者组血浆
\YZC

含量离散程度显著高于
%

期乳腺癌患者

组*良性乳腺疾病患者组*健康对照组)见表
#

和图
"

)

表
#

!

各组研究对象血浆
\YZC

含量检测

!!!

结果比较%

Jc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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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

组别
% \YZC

含量

健康对照组
?% 6?$%c??$?

良性乳腺疾病患者组
?% 6H$2c5#$2

%

期乳腺癌患者组
2% I%$%c2#$H

5

"

2

期乳腺癌患者组
5H ?%"$?c#&2$?

图
"

!

各组研究对象血浆
\YZ

与
\YZC

含量

/$'

!%

期乳腺癌患者组前后
#

次血浆
\YZ

和
\YZC

含量检

测结果比较
!%

期乳腺癌患者组前后
#

次血浆
\YZ

含量比

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_%$#H6

&#前后
#

次血浆
\YZC

含量

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_%$%"2

&)见表
?

)

/$1

!5

"

2

期乳腺癌患者组前后
#

次血浆
\YZ

和
\YZC

含

量检测结果比较
!5

"

2

期乳腺癌患者组前后
#

次血浆
\YZ

含量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_%$%2&

&#前后
#

次血浆
\Y!

ZC

含量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_%$%"%

&)见表
5

)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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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乳腺癌患者组
\YZ

和
\YZC#

次检测

!!!

结果比较%

JcE

+

+E

*

39

&

检测项目 时间
%

含量
L #

\YZ

第
"

次
#2 6?$5c#$6 7"$%&I %$#H6

第
#

次
#2 65$Hc?$%

\YZC

第
"

次
#2 H%$&c5#$I 7#$55? %$%"2

第
#

次
#2 "%I$?c22$&

表
5

!5

*

2

期乳腺癌患者组
\YZ

和
\YZC#

次检测

!!!

结果比较%

JcE

+

+E

*

39

&

检测项目 时间
%

含量
L #

\YZ

第
"

次
#? 6"$Ic#$? 7"$&I5 %$%2&

第
#

次
#? 6?$&c#$6

\YZC

第
"

次
#? "26$5c&I$6 7#$2&I %$%"%

第
#

次
#? 5I%$H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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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

论

\YZ

与受体从结合后引发的瀑布式连锁反应是促肿瘤效

应的主要途径#是恶性肿瘤发生*进展*转移的重要分子生物学

基础+

#

,

)正常乳腺上皮细胞能表达
\YZC

#不能分泌
\YZ

%乳

腺癌细胞能分泌
\YZ

#表达
\YZC

#

\YZ

只能与乳腺癌细胞上

的
\YZC

结合#发挥促进细胞有丝分裂和抗凋亡生物学效应#

而对正常乳腺上皮细胞则无此作用#目前机制尚不清楚+

?

,

)

\YZ

可能是乳腺癌患者肿瘤复发和生存期多因素的独立预后

指标+

5

,

)

\YZC

表达提示基底样或管腔
0

型乳腺癌#可能是

这
#

类乳腺癌亚型的补充标志物#其作为肿瘤抑制基因或癌基

因作用与细胞环境有关 +

2

,

)

/-,(<3

+

,

等+

6

,使用
CA!S1C

检

测
?6?

例原发性乳腺癌组织中
\YZC

#结果显示
A;XG

和
+

H2

在所有患者肿瘤组织中均表达#且分别与预后*分级*肿瘤类型

相关%该研究同时证实
\YZC3C\G

在乳腺癌细胞的表达与

该基因表达的蛋白质联系密切)

通常肿瘤组织标本不易获得或数量较少#标本的固定和保

存对检测结果有影响#因此需寻找和开发患者外周血作为靶标

检测的理想样本+

H

,

)本组采用
'9WTG

法对健康对照者*良性

乳腺疾病患者*

%

期乳腺癌患者*

5

"

2

期乳腺癌患者血浆

\YZ

和
\YZC

含量进行检测#结果表明
%

期乳腺癌患者组和

5

"

2

期乳腺癌患者组血浆
\YZC

含量明显高于健康对照组

和良性乳腺疾病患者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2

&%

5

"

2

期乳腺癌患者组血浆
\YZC

含量明显高于
%

期乳腺癌患者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2

&)同时发现随病程发展#乳

腺癌患者血浆
\YZC

含量升高#前后
#

次检测结果#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

%

%$%2

&#提示乳腺癌患者血浆
\YZC

增高可能与

肿瘤发生进展相关#通过检测血浆
\YZC

#有助于观察各期乳

腺癌患者的病情发展情况)

本研究各组研究对象
\ZY

含量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2

&#与相关报道不一致+

&!""

,

)可能与肿瘤类型不一样

及与检测试剂生产厂家不同有关#今后将对观察方法进一步

改进) $下转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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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吸引方式#加之机械操作对子宫基底层与子宫内膜均可能造

成不同程度的损伤#且多次刮宫*吸宫则可能导致再次妊娠时

子宫内膜发育不良#增加胎盘粘连发生率+

""!"#

,

)因此#为降低

由胎盘因素所致产后出血发生率#必须强化对孕产妇的产前宣

教#督促做好计划生育#降低人流及流产次数#降低胎盘粘连发

生率)同时对合并胎盘滞留者做人工分离处理#并在胎儿娩出

后快速确认胎盘是否完整#对前置胎盘产妇#需严格确立产后

出血抢救措施)并于术前做好检查#明确胎盘与子宫关系#合

理安排手术切口+

"?

,

)

此外#巨大儿与剖宫产同样是影响产后出血的独立危险因

素+

"5!"2

,

)高龄*肥胖*营养非均衡*妊娠糖尿病均与巨大儿高

度相关+

"6

,

)而巨大儿则为导致产妇第
"

产程*第
#

产程延长#

会阴损伤#转剖宫产率升高的主要原因)因此#必须强化孕期

宣教#做好产妇营养指导#合理饮食#避免产妇孕期体质量非正

常增长#强化对孕期合并症的筛查#及时控制基础疾病#以降低

产后出血发生率)较多研究者均表示剖宫产与产后出血的发

生显著相关+

"H

,

)严格掌握剖宫产指征#降低剖宫产发生率#对

控制孕产妇产后出血有重要的临床价值)

综上所述#子宫收缩乏力*前置胎盘*胎盘粘连*巨大儿*剖

宫产是导致产妇产后出血的独立危险因素#强化对宫缩乏力的

预防#加强孕期宣教#做好计划生育#严格掌握剖宫产指征#对

降低产后出血发生率有积极的作用#需引起临床研究者的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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