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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宫内膜异位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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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称内异症#指具有生物活性的子

宫内膜组织出现在子宫腔以外的其他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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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病理学上

虽为良性病变#但却具有增生(浸润(转移及复发等恶性特征#

是育龄妇女常见疾病之一#发病率高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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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影响

女性生育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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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疾病的发病机制目前尚不清楚#近些年

关于免疫功能的改变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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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病之间的关系的研究越来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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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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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种固有免疫受体#参与固有免

疫环节#其免疫调节失衡与多种疾病的发生紧密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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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号通路中的重要转导蛋

白#其依赖的信号通路及调控的基因产物在固有免疫和适应性

免疫中均发挥着关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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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调节多种炎性介质和细胞因

子的表达#起到抗炎免疫调节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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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为
!"#(

年
%

月至
!"#&

年
4

月于本院妇科进行手术治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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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在位内膜组织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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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对照组!纳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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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同期输卵管粘连(宫外孕等手术#术后病检

排除#且无严重内科并发症(无肿瘤及遗传病史患者的内膜组

织标本'入选患者在年龄(体质量(月经周期上差异均无统计

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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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克

隆抗体由北京博奥森生物公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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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剂盒由

碧云天生物技术研究所提供'成像系统及小型垂直电泳槽均

由美国
TWU,S)2

伯乐公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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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裂解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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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法进行

蛋白浓度测定#确定上样蛋白量'

#""j

水浴
(IF=

使蛋白变

性#待冷却后上样到电泳槽中跑电泳#待电泳停止后进行湿转#

湿转后洗去湿转液封闭
#D

#洗去封闭液敷一抗#时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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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

膜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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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膜结束后敷
!

抗#时间为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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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1?

是一种常见的妇科疾病#主要以盆腔疼痛(痛经及不

孕为主要临床表现#给广大患者带来巨大的痛苦#目前关于

X1?

的发病机制尚不十分清楚'遗传因素(免疫炎症因素(激

素的作用等都是其发生(发展的可能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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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宫内膜异

位症患者常伴有免疫功能异常及复杂的炎症反应#目前关于免

疫炎症因素的相关研究越来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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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类免疫受体分

子#可以引发炎性反应和诱导机体获得免疫反应'该分子属于

模式识别受体#对病原的分子模式可进行识别(结合#从而引发

一系列信号转导#导致炎性介质的释放#在启动和调节天然免

疫及诱导获得性免疫中起到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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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关键的一个分子'

07S%

分依赖
1

>

244

通路(非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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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起多种炎症因子转录#

参与机体防御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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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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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白表达高

于对照组#且异位内膜组高于在位内膜组'本研究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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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

者不同分期
1

>

244

(

07S%

(

5M,

/

T

表达情况进行了观察#研究

结果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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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在内膜异位症的发病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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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路可能是该病发生的重要通路之一'

目前#关于
07S%

与
X1?

的研究正在逐步增多#但仍处于

初级阶段#进一步探索信号通路介导的
X1?

的发生过程#明确

07S%

在该过程中的具体作用以及
07S%

基因多态性与
X1?

之间的关系#都将成为今后研究的热点#为
X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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