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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大量研究报道均显示#肺癌是目前全球范围内发病

率最高的恶性肿瘤#对人们的健康构成严重威胁*随着医学技

术的快速发展#手术切除肺内肿瘤技术已非常成熟(

!

#

(.&

)

#但术

后复发'转移率仍处于较高水平*目前针对肺癌术后复发及转

移的诊断主要通过影像学检查#但影像学一旦检出#往往丧失

最佳治疗时间窗#治疗效果通常不理想*因此探讨一种预测指

标#具有重要的临床价值*

近年来国内外研究发现#恶性肿瘤组织的生长'转移及分

化等均依赖血管生成#促血管生成因子在肿瘤进展中发挥了重

要作用(

!

#

*

)

#

-=724

等(

!$

)研究报道
RRW.*

在肿瘤复发'侵袭及

转移中的作用#除了降解细胞外基质#还可促进恶性肿瘤血管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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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正常情况下#除代谢旺盛与血供丰富的组织#如胚胎组

织'增殖期子宫内膜#以及血管内皮细胞中
T][E

表达呈高水

平#其他组织
T][E

表达较低#但恶性肿瘤细胞通常增生活

跃'代谢相对旺盛#

T][E

表达水平较高#且其表达程度与肿瘤

恶性程度具有正相关性(

!!

)

*两者对恶性肿瘤复发'转移具有

一定的促进作用$

!

#

$#$+

&*本研究数据显示#肺癌肿瘤组织

RRW.*

与
T][E

表达阳性率显著高于正常组织#

RRW.*

与

T][E

表达阳性的患者
RTF

显著高于阴性患者#且两者相关

性分析证实具有正相关性#与国内外学者研究数据基本一致#

提示
RRW.*

与
T][E

对肺癌的发生'发展具有一定影响#且

在肿瘤血管生成中可能发挥一定作用*

本研究结果表明#癌组织
RRW.*

和
T][E

表达阳性对预

后的影响#

RRW.*

和
T][E

均表达阳性的患者术后
%

年内复

发率与病死率最高#单纯
RRW.*

或
T][E

表达阳性者其次#

两者表达均阴性者最低#提示两者是肺癌术后复发'转移发生

的危险因素*

V3:

@

<7

5

等(

!"

)研究报道食管癌患者肿瘤组织

T][E

表达阳性患者#淋巴结转移发生率较高#两者具有相关

性#

T][E

不仅可促进肿瘤血管生长#同时对淋巴管的形成也

有一定促进作用#两者均对肿瘤复发构成影响*顾咸庆等(

!%

)

研究显示#

T][E

在非小细胞肺癌组织中呈高表达#有助于肿

瘤血管'淋巴管的生成#是术后复发及淋巴结转移的独立危险

因素*还有研究报道#

RRW.*

能降解细胞外基质中的
,

'

3

型

胶原及明胶#促进恶性肿瘤细胞的侵袭转移*同时在降解

]NR

的同时#

RRW.*

还参与血管内皮细胞穿透基底膜#逐步

形成毛细血管出芽的过程#可为新生血管的生长提供空间#加

速肿瘤扩散(

!/.!+

)

*

综上所述#肺癌组织中
RRW.*

和
T][E

表达阳性率较

高#高表达对肺癌血管生成具有一定促进作用#对术后复发及

病死率具有一定影响#两者可作为评估术后预后效果的客观

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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