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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X.3<,!2Û @"<!Q:M:R"H?"F:M.:K

N

M:++:!#,J:MF#J<@J<,J:M<,!3Vd

(

Y

'

H#++G:+

#

J";

N

<M:!

Q#H?,"M;<@J:MF#J<@H#++G:+

$

@

$

%&%C

&

&V,J:MF#J<@J<,J:M+<;

N

@:+<,!3Vd+<;

N

@:+

#

H?::K

N

M:++#",@:F:@"I 8̂9X.3<,!H?:!:

P

M::

"IJ:MF#J<@!#+:<+:+Q:M:

N

"+#H#F:<++"J#<H:!Q#H?2Û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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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颈癌在女性恶性肿瘤中发病率排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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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报道#宫颈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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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分别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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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颈病变发生*发展中的作用#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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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

$-

"

1%

$

/CB

&*

$(

"

1%

$

(CB

&和
C%

"

C%

$

$%%B

&#病变程度越高#

2Û

感染率亦明显增加#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

$

%&%C

&#见表
$

%

2Û

载量同宫颈病变程度有相关

性#呈中度正相关$

3̀ %&C(

#

@

$

%&%$

&)

A&B

!

8̂9X.3

和
2Û

载量的关系
!

经
W

N

:M+;<,

等级相关

分析#

8̂9X.3

在宫颈病变的表达水平与
2Û

载量有相关

性#呈正相关$

3̀ %&$-(

#

@ %̀&%'C

&)

B

!

讨
!!

论

B&@

!

8̂9X.3

与宫颈病变的关系
!

8̂9X

在目前已知的各种

淋巴管内皮生长刺激因子中特异性最高#其中
8̂9X.3

最为

显著)

8̂9X.3

是目前公认的淋巴管生成因子#可以导致淋巴

管内皮细胞增殖*分化*迁移#在诱导肿瘤细胞的增殖及转移过

程中起重要作用)有研究表明#

8̂9X.3

在正常宫颈组织中不

表达#在
3Vd

($'

及宫颈鳞癌组织中表达均增高'

)

(

)

V,.

<;#,:

等'

-

(研究证明#

8̂9X.3

是宫颈癌变的早期标志物#并

与
3Vd

级别呈正相关)也有研究证明#

8̂9X.3

可促进肿瘤

直径增大*原发肿瘤进展#从而导致局部浸润*淋巴结远处转

移#最终可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肿瘤预后'

/.$%

(

)本研究结果显

示#高级别宫颈病变$

3Vd

($'

及宫颈癌&组织中
8̂9X.3

水

平比 慢 性 宫 颈 炎 组 织 明 显 增 高#差 异 有 统 计 学 意 义

$

@

$

%&%C

&%在慢性宫颈炎*

3Vd

&$'

和宫颈癌发展过程中水

平逐渐增高#在宫颈癌中最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C

&)

说明
8̂9X.3

与维吾尔族宫颈癌发生*发展密切相关#可能在

3Vd

发展为宫颈癌并继续进展转移过程中发挥一定作用#本研

究与其他研究结果相符)

B&A

!

2Û

载量与宫颈病变的关系
!

2Û

主要侵犯皮肤和黏

膜的上皮细胞)

2Û 8

基因编码的蛋白具有多种调控功能#

8)

*

8-

是最重要的调控蛋白#可促使肿瘤发生*发展)研究已

经确定#高危型
2Û

病毒的持续感染可以导致宫颈癌前病变

发生并最终发展为宫颈癌)吕倩灵等'

$$

(认为宫颈癌及其癌前

病变的发生*发展与高危型
2Û

的感染及其病毒载量高低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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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相关)高玉华等'

$1

(针对各级别宫颈病变中
2Û

病毒载量

的分布研究发现#

2Û

病毒载量与宫颈病变的严重程度具有

密切相关性#

2Û

病毒较高载量的持续感染预示着宫颈高级

别病变发生率增高)本研究的结果表明#维吾尔族各级别宫颈

病变与慢性宫颈炎组织相比#

2Û

感染率明显升高#且宫颈

2Û

感染率与宫颈上皮细胞损伤严重程度呈正比#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3̀ %&C(

#

@

$

%&%$

&)

B&B

!

8̂9X.3

和
2Û

的关系
!

2Û

致癌机制尚不完全明

确#目前关于
2Û

载量和
8̂9X.3

相关性的研究尚不多见)

2G<,

P

等'

$'

(通过
U3D

的方法将
2Û .$)8)

阳性的细胞同

2Û .$)8)

阴性的比较#发现
2Û

的原癌基因可能通过直接

作用于
8̂9X.3

的基因启动子区促进肿瘤血管生成#提示

8̂9X.3

的表达与
2Û

密切相关)还有研究进一步发现

2Û .$)8)

原癌蛋白可以激活缺氧诱导因子
.$

!

$

2VX.$

!

&#增

强了
8̂9X.3

的释放#同时#

2Û .$)8C

的原癌蛋白还通过激

活多条信号通路上调了
8̂9X.3

的表达'

$0.$)

(

)目前试验结果

表明#

2Û

*

8̂9X.3

在细胞周期调控之间可能存在着极其复

杂的网络化的相互联系#二者在宫颈癌前病变及宫颈癌的发

生*发展及肿瘤血管生成过程中发挥协同作用#因此认为
2Û

的免疫表达同
8̂9X.3

的密度显著相关#

2Û

感染可能刺激

了宫颈癌中肿瘤血管生成#这是
2Û

引发宫颈癌的重要机制

之一)本研究结果显示#维吾尔族妇女各级别宫颈病变组织中

8̂9X.3

表达水平和高危
2Û

载量呈正相关$

3`%&$/

#

@

$

%&%$

&#提示二者之间存在一定的内在联系#但相关性较弱)考

虑可能为本研究样本量较小#需前瞻性大样本试验进一步证实

维吾尔族患者
2Û

是否通过提高
8̂9X.3

水平而导致恶性

肿瘤发生*发展及播散)还有研究进一步发现
2Û .$)8)

原

癌蛋白可以激活
2VX.$

!

#增强了
8̂9X.3

的释放#同时#

2Û .

$)8C

的原癌蛋白还通过激活多条信号通路上调了
8̂9X.3

的表达'

$1.$0

(

)因此有理由认为
2Û

的免疫表达同
8̂9X.3

的水平显著相关#

2Û

感染可能刺激了宫颈癌中肿瘤血管生

成#这是
2Û

引发宫颈癌的重要机制之一)目前试验结果表

明#

2Û

*

8̂9X.3

在细胞周期调控之间可能存在着极其复杂

的网络化的相互联系#二者在宫颈癌前病变及宫颈癌的发生*

发展及肿瘤血管生成过程中发挥协同作用)

高危型
2Û

的感染可促进
8̂9X.3

表达增加#进一步引

起宫颈癌组织的血管生成#是宫颈癌发生*侵袭及转移的重要

机制之一)但目前高危型
2Û

感染如何促进血管内皮生长

因子
3

在肿瘤血管及淋巴管形成中的作用和具体机制尚不完

全明确#需要进一步的研究#若明确其作用#则可以通过阻断该

途经#从而防止
3Vd

向宫颈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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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Û 5d6

检测在宫颈

病变诊治中意义的研究'

b

(

&

中国妇幼保健#

1%$%

#

1C

$

$$

&!

$C0/.$CC%&

'

$'

(

2G<,

P

E

#

EGEf

#

f#:X

#

:H<@&350%#+"F:M:K

N

M:++:!R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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