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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S。 、

C一 e r b俘一 2
、

P C N A 在子宫内膜癌

和子宫内膜增生过长中的不同表达

陶小红 崔 飞

(扬州大学 医学院附属医院
,

扬州
,

2 2 5 0 0 1)

分子生物学研究揭示肿瘤的发生是基因多重

损伤的复杂过程
,

癌基因的激活
、

抑癌基因的突

变及编码产物的过度表达均可导致肿瘤细胞的恶

性转化和增 殖失调 l[]
,

我 们对 子宫 内膜癌进行

P
53 、

C 一 e r b母一 2
、

Pe N A 的检测
,

以期对子宫内

膜癌的发生进行探讨
,

并为其病理诊断取得更多

的客观指标
。

材料与方法

我科 1 9 8 5 ~ 1 9 9 5 年外检档案 中子宫切除和

内膜刮除术标本 68 例
,

其中内膜癌 41 例
,

内膜

增 生过长 27 例
。

均经 1 0 肠甲醛固定石蜡包埋切

片
,

H E 染色作形态学观察
。

P
: : 、

C 一 e r b日一 2
、

P C N A 系 D A K O 公司产品
,

W A K 一 S T P K I T 由上海 中达医学应用研究所提

供
。

P
s 3 、

C 一 e r b日一 2
、

P C N A 稀释度分别为 l : 5 0
、

1 : 1 5 0
、

1 : 8 0
。

方法采用 P A P 法
。

D A B 显色
,

苏木素复染
,

常规封片
。

用 。
.

SM T BS 缓冲液代替第一抗体作

阴性对照
。

结果判断
:

阳性细胞数 ) 30 %瘤细胞总数者

为 阳性病例
,

按下列公式 H 一 s co r e 一艺 iP i( +

1) 进行组织学评分
。

式中 iP 为阳性细胞数占切片

中所有癌细胞总数的百分值
。

i 为阳性细胞染色强

度
,

i = 0
、

l
、

2
、

3 (
“ o

, ,

未着色
、 “ 1 ”

黄色
、

“ 2 ”

棕黄色
、 “ 3 ”

深棕色 )
。

所得结果均经统计学

处理 (t 检验 )

2 结 果

P
5 3

阳性颗粒主要分布在细 胞核
,

C 一 e br 日一 2

阳性表达主要在靶细胞的膜上
,

P C N A 阳性定位

在细胞核内
。

检测结果 P
5 3 、

e 一 e r bp一 2
、

P e N A

阳性率及组织学评分见附表
。

附衰 子宫内膜疙
、

增生过长 P
; :

、

C 一 er b日一 2
、

P C N A 阳性率及组织学评分 ( 牙士 5 )

P s 3

组别 例数

—
阳性例数 (% ) 评分

C一 e r bp一 2 P C N A

阳性例数 ( % ) 评分 阳性例数 (% ) 评分

内膜癌

增生过长

4 1

2 7

2 5 ( 6 1 )

17 ( 3 7 )

1
.

0 2士 0
.

71 么

0
.

6 3士 0
.

6 5

3 3 ( 8 1 )

2 1 ( 7 8 )

1
.

9 6士 0
.

8 7△ △

1
.

4 0士 0
.

7 2

3 4 ( 8 3 )

1 7 ( 63 )

2
.

1 6士 1
.

0 2△△ △

1
,

1 0士 0
.

7 1

△ 尸 < 0
.

0 5
。

△△ 尸 < 0
.

0 1
.

△△△ 尸 < 0
.

0 0 1

3 讨 论

sP
3

是一种抑癌基因
,

对细胞生长起调节作用
,

分为野生型和突变型
,

前者为抑癌基因
,

后者为致

癌基因
,

前者缺失突变
,

后者过量表达
,

均可促进

肿瘤的发生
。 c 一 er b月一 2 在正常情况下处于非激

活状态
,

当受到体内某些因素作用后
,

其结构或表

达调控失常
,

从而被激活具有肿瘤转化活性 〔 3〕
。

增

殖 细胞核抗 原 ( p r o li f e r a t iv e e e l l n u e l e a x a n t i g e n

PC N A ) 属细胞生长因子
,

它在细胞周期的 G
,

后

期
、

S 期和 G
:

期大量表达
,

D N A 含量的增加
,

为

细 胞的分裂和增殖 创造条 件川
。

本 文研 究结果
,

P
5 3 、

C 一 er b俘一 2
、

P C N A 在子宫内膜癌中有较高的

阳性率分别为 61 %
、

81 %
、

83 %
,

明显高于增生

过长 ( P < 0
.

0 5 )
。

提示内膜癌的发生是多种基因

损伤的复杂过程
,

既有癌基因的激活又有抑癌基

因的失活
。

其发生可能与 P 5 3 、

C 一 er b日一 2 和 P C
-

N A 的综合作用有关
。

sP
:

的突变是恶性肿瘤中最常见的遗传学异

常川
。

由于 sP
3

突变型蛋白的半衰期较长
,

因而可

在恶性肿瘤细胞核中堆积
。

本文结果提示子宫 内

膜癌 sP
3

阳性率明显高于增生过长 ( P < 。
.

05 )
。

C

一 er b日一 2 在多种腺癌细胞中均有超量表达川
。

本

文中内膜癌的 C 一 e r b日一 2 阳性率亦大 于增生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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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疗仪加芥末治疗小儿肺炎难吸收湿罗音 5 0例

戎明英

(兴化市人民医院
,

兴化
,

2 257 0 0)

小儿肺炎是儿科常见病
、

多发病
,

有些患者

虽经积极的综合性治疗
,

但肺部湿罗音的吸收非

常缓慢
,

尤其是婴幼儿
,

笔者采用 电子磁疗仪加

芥末辅佐穴位热敷法
,

治疗小儿肺炎难吸收湿罗

音 50 例
,

收到较满意的效果
,

现报道如下
。

而停用
,

但罗音也有明显吸收
。

出现皮疹后未作

特殊处理而 自愈
,

2 例无效
。

3 讨 论

1 临床资料

本组 50 例均为住院患儿
,

其中男 28 例
,

女

22 例 ;
年龄 15 天一 12 月

,

86 % < 6 个月
,

发病以

秋冬及早春居多
。

全部患者入院初均有肺炎之临

床表现
,

诊断标准参照 1 9 8 6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小

儿肺炎防治方案
,

两肺均可闻及中
、

小湿罗音
。

伴

活动性何楼病 15 例
,

营养不 良 I
“

~ 1
0

2 例
,

室间

隔缺损 1 例
。

50 例经抗感染消炎
,

支持及对症等

综合治疗后
,

病情稳定但湿罗音吸收仍不明显
。

2 方法与结果

磁疗方法
:

磁疗仪采用慈心牌 电子磁疗仪 VI

型机
,

将芥末药末 3 0 9
,

包置于铝发热面上
,

拉上

大 小拉练
,

将工 作面对准穴位
,

接通高温 电源

s m in 后关闭
,

再开通低温电源 30 m in
,

每 日 2 次
,

交替置于擅中
、

风门
、

肺俞穴及湿罗音较密集处
;

5天为 1个疗程
。

结果
:

治疗开始后约 30 m in
,

患儿呼吸逐渐平

稳
,

咳嗽
、

喘息好转
,

2一 3天后 27 例患儿湿罗音

明显吸收 ; 5 天 后有 46 例湿罗音全 部吸收而 治

愈
; 另有 2 例在治疗第 3 天局部出现麻疹样皮疹

芥末泥湿敷法
,

治疗小儿肺炎呼吸困难或肺

部体征经久不消
,

是一种较老的方法
,

中医理论

认为
:

芥子有温中散寒
、

利气祛痰的功效
。

外敷

可促进肺 内炎症的迅速吸收
,

对肺 内残留病变的

效果也较显著
。

再者它有活血化疲功效而能改善

微循环
,

促进渗出吸收
,

有利于抗生素在体内的

杀菌作用
。

笔者以往也曾多次应用
,

其疗效 尚佳
;

但如在无取暖设备的地方
,

暴露小儿胸部湿敷
,

在

使用上有所限制
,

另湿敷后反应产生的热有时难

以控制
,

易造成烫伤
,

且芥末温敷局部刺激性大
,

易引起局部接触性皮炎
。

磁疗仪根据针灸原理
,

磁疗理论
,

热敷理疗

三种疗法的原理研制而成
,

对人体产生活血化疲
、

驱风散寒
,

消肿止痛等作用
; 它和芥末疗法

,

有

异曲同功的作用
。

笔者受其启发
,

采用磁疗加芥

末热敷法
,

取其协同避其缺点
,

再通过穴位的经

脉经络疏通
,

治疗作用更明显
。

本组选用 50 例
,

显效 92 %
,

有效率 96 % ; 且无明显副作用
,

可适

用于家庭及门诊治疗
。

参考文献 (略 )

(收稿 日期
:
19 9 7一 0 7一 0 1 )

长
。

P C N A 的大量表达反映了细咆的增殖状态
,

结合其他几种癌基因的检测将可更容易客观地判

断肿瘤的异型增生
。

在病理形态上
,

有时子宫内

膜癌特别是高分化内膜癌与增生过长尤其是腺瘤

型增生过长难以鉴别
。

因此
,

我们根据 H E 切片病

理形态
,

借助 P
5 3 、

C 一 e r b日一 2
、

P C N A 等的检测
,

为子宫内膜癌的病理诊断取得更为客观的指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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