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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浸润异常及胎盘功能不良有关$在不良妊娠者血

清中呈低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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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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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阴性转染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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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染组增殖率均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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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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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肿瘤的侵袭&迁移

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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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

V

3

V

Y0,

及其受体
b0--!*

的缺失可导

致低促性腺激素功能减退$使生殖功能调控发生紊

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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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 究 显 示 复 发 性 流 产 患 者 绒 毛 组 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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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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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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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均低于对照组$与以往结果相

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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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与复发性流产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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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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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复发性流产患者滋养层细胞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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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检测$结果显示其水平明显低于正

常妊娠者%子痫前期&胎儿受限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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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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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

均低于正常妊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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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测
b0--

V

3

V

Y0,

水平异常与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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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复发性流产有关%

本研究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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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性表达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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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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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与性激素水平有关%

O>H

为早期妊娠启

动的主要激素$其水平的降低预示着排卵障碍&先兆

性流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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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
O>H

降低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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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则导致

流产&胎儿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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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H

水平降低影响卵巢功能$因

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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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降低$而血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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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升高$其原因可能

与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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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垂体的反馈调控有关%以上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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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异常可能会导致患者性

激素水平的异常%

滋养细胞成功浸润到子宫组织并顺利着床在妊

娠过程中十分重要$这一过程涉及细胞迁移&侵袭$与

肿瘤的转移&侵袭相似%有研究显示滋养细胞侵袭能

力降低会导致不良妊娠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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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显示

b0--!*

转染组细胞菌落数量&细胞迁移&侵袭数量均升

高$说明
b0--!*

与绒癌细胞的侵袭&迁移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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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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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完全降解胞外基质$促进滋养细胞

的迁移&浸润$是调控滋养细胞侵袭能力的重要因子%

吕珊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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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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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妊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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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达到

高峰$说明
22O="

水平可能与滋养细胞侵袭能力有

关%

[:@FR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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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
22O="

缺失型小鼠模型发现

小鼠先兆性流产率较高%本研究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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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染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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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降低$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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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影响滋养细胞浸润$进一步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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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可能通过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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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侵袭基因的表达$使滋养细

胞侵袭能力出现异常调控$导致复发性流产%

综上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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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复发性流产患者

绒毛组织中呈低表达$促进绒癌的增殖&侵袭&转移$

与复发性流产有关$但其具体作用机制至今尚未阐

明$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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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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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

在复发性流产中的作用机

制还有待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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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铂联合吉西他滨与联合紫杉醇治疗晚

期非小细胞肺癌疗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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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杉醇联合顺铂同步放化疗治疗局部晚

期非小细胞肺癌的临床疗效及安全性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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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生素
A

和维生素
A

结合蛋白

在非小细胞肺癌患者中的表达及其对预后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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