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膀胱癌为泌尿系统最常见的恶性肿瘤#在欧美国家

发病率居男性恶性肿瘤的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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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而且近年来有发病率

增加和年轻化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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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是吸烟和长期接触工业化学产品#均与患者基因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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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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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达水平
A !

血清中
;[;

表达水平
A !

年龄$岁&

!$

)* 5) &(66h*(*7 &(&7* *(&'5 &(*'h*(*< &('7: *(&*5

!%

)* '6 &(6&h*(*- &(&*h*(*6

性别

!

男
6< &(65h*(*: *(6*& *():* &(*<h*(*) &('5< *('''

!

女
&< &(6'h*(*) &(*-h*(*5

肿瘤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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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56 &(5-h*(*7 5(6*) *(**& &(*6h*(*) 6(675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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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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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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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有
&) &(<)h*(*) &(&)h*(*5

3VO

分期

!'%3

期期
5- &(5-h*(*: <(6*7

$

*(**& &(*-h*(*) 7(65&

$

*(**&

!0%)

期
'5 &(<<h*(*< &(&<h*(*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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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

膀胱癌淋巴结转移与临床病理特征的

!!!

多因素
/=

I

,%#,B

回归分析

因素
K6 ! :G :<895

年龄
*(&&* *(66* &(&&5 *(:5'

%

&(''&

性别
*(&*7 *(6:5 &(*76 *(76'

%

&(&:6

肿瘤大小
*(65) *(*&' &('&7 *(7'<

%

&(<*6

病理分级
*(6&* *(**6 &(&*& &(***

%

&(565

远处转移
*('6* *(*&5 &('&6 &(&'6

%

&())5

3VO

分期
*(5'< *(*'< *(:&< &(&76

%

&('76

;[;

高表达
*(&'5 *(*&' &(5)< &(&5&

%

&(<<&

234

高表达
*(5&) *(**7 &(6'5 &('5-

%

&()<)

'

!

讨
!!

论

!!

现代生物学研究表明人类基因组编码蛋白的基因

大约只有
'****

个#仅占人类基因组序列的
'8

#但是

通过芯片技术#以及全基因组和转录组的测序表明#基

因组中至少
:*8

是被转录的'

-

(

)有研究发现#人类转

录组远比蛋白编码基因以及它们的剪切变体复杂#而显

示出有大量的反义+重叠的非编码
;V2

的表达)尽管

起初怀疑这些表达是转录组的噪声#而最新的证据表明

这些基因组中的黑箱可能在细胞中的发育和代谢中发

挥重要的作用'

7":

(

)

EHB;V2

现在已经显示其具有一系

列的生物学功能#其中的一些功能包括基因组的印记+

转录组的调控#这些功能的破坏或失调在肿瘤的发生中

起了关键的作用)

EHB;V2

具有能够识别互补序列#而这一特定的作

用#在
;V2

的转录后加工过程中有重要的意义#这些

转录后加工的过程包括剪切+编辑+转运+翻译以及降

解'

&*"&&

(

)哺乳动物大多数的基因都表达其反义转录

物#而这些转录物构成的一类
EHB;V2

在调控
;V2

的

动力学方面具有较大的优势)新近研究发现#在膀胱癌

中
EHB;V2"+_/.

可以作为一种分子诱饵#或者可以

称为
K,;V2%

D

=H

I

$

#而其能够调控隐退
K,;"5-'

的表

达#而影响了其靶蛋白
;ab2.4

的表达'

&'

(

)膀胱癌中

的另一研究表明#转化生长因子
"

!

可以促进肝细胞中

234

的表达#而实验证实
234

可以发挥
K,B?=;V2

%

D

=H

I

$

的功能#能够特异性的结合
K,;"'**

家族#从而

抑制了
K,;"'**

作为抑癌
K,B?=;V2

的功能#显著提高

了
K,;"'**

靶基因
.db:

"

'

的表达而促进了膀胱癌的

转移'

&5

(

)在三阴性乳腺癌中研究发现#

;[;

也可以特

异性的靶向抑制
K,;"&6<

#而提高了
K,;"&6<

负向调控

的靶基因
2;R)

的表达#而最终促进了三阴性乳腺癌中

细胞的侵袭'

&6

(

)目前#关于
;[;

和
234

在膀胱癌发

生+发展作用的研究较少)

在本研究中#采用
;3"a.;

对膀胱癌患者癌组织

和癌旁组织+膀胱癌患者血清和健康者血清中
;[;

和

234

表达水平进行检测#发现
;[;

和
234

在膀胱癌

患者癌组织和血清中呈高表达#均明显高于癌旁组织和

健康者血清中的表达$

!

$

*(*<

&#也有研究显示
;[;

和
234

在肺癌+膀胱癌+甲状腺瘤+多发性骨髓瘤+膀胱

癌+胃癌等多种肿瘤中呈异常表达'

&<"&)

(

)采用
a$C?%=H

相关性分析显示膀胱癌患者组织中
;[;

和
234

的表

达与血清中的
;[;

和
234

的表达间均呈明显的正相

关$

!

$

*(*<

&#这进一步说明
;[;

和
234

在膀胱癌中

呈高表达#也为
;[;

和
234

在膀胱癌患者血液检测

成为可能)进一步分析
;[;

和
234

表达水平与膀胱

癌患者临床预后等相关因素间的关系#结果显示#

;[;

和
234

在膀胱癌患者组织和血清表达水平与患者肿

瘤大小+病理分级+淋巴结转移+远处转移和临床分期有

关$

!

$

*(*<

&#与患者年龄和性别无关$

!

&

*(*<

&)多

因素
/=

I

,%#,B

回归分析显示#肿瘤大小+病理分级+远处

转移+

3VO

分期+

;[;

高表达和
234

高表达是膀胱癌

淋巴结转移的独立危险因素)这进一步表明高表达

;[;

和
234

的膀胱癌侵袭性强和病情易进展)

分析
;[;

和
234

和膀胱癌患者的预后关系中#

研究结果显示
;[;

和
234

高表达
5

年生存率明显低

于
;[;

和
234

低表达组)这提示
;[;

和
234

也是

影响膀胱癌患者预后的重要分子)然而#关于
;[;

和

234

在膀胱癌发生和发展中的作用机制还了解甚少#

其在膀胱癌中的作用机制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

(

)

在本研究中
;[;

和
234

在膀胱癌患者组织和血

清中呈高表达#可能和
;[;

和
234

随着肿瘤的进展

而扩增有关#同时
;[;

和
234

在膀胱癌患者组织和

血清表达水平与患者肿瘤大小+病理分级+淋巴结转移+

远处转移和临床分期有关)由此可以推断
;[;

和

234

在膀胱癌中与患者临床预后密切相关#同时预后

分析也显示#高表达的
;[;

和
234

患者
5

年生存率降

低#这是其可能成为膀胱癌预后不良的重要分子标记

物#为进一步指导膀胱癌的治疗和预后等提供了理论

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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