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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ＫＧ２Ｄ 和分泌型 ＭＩＣＡ 在胰腺癌组织中的表达及其临床意义

徐 弘
， 陈 炯 ， 赵 跃 ， 朱兴兴 ， 方恒忠 ， 赵金钱

摘要 目 的 研究 ＮＫ 细胞活化性受体 （
ＮＫＧＺＤ

） 及其分泌激活和扩增后再 回输给肿瘤患者 ， 来提高患者抗肿

型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体 Ｉ 类相关基 因 Ａ
（Ｍ Ｉ ＣＡ

） 在胰腺癌瘤能力 ， 达到治疗和预防复发 的 目 的 。 双阴性 Ｔ 细

和癌旁组织 中 的表达及其 丨

Ｉ ａ床意义 。 方法 通过免疫组织胞 （
ｄｏｕｂ ｌｅｎｅ

ｇ
ａｔ ｉｖｅＴｃｅ ｌ ｌ

，ＤＮＴ ） 是一■种既具有免疫
化学方法检测 例胰腺癌组织 和癌旁组织 中 ＮＫＱ Ｄ 及分

抑制 调 节功 能 又可 以 杀 伤肿 瘤 细 胞 的 Ｔ 细胞亚
麵 Ｍ ＩＣＡ 表达慨 ’ 并分析两者之 间 的关 系 及 与 临

群
［

２
１

， 其抗肿瘤效应麵被研究者关注 。
ＤＮＴ 细胞

因素之间 的关系 。 结果 ＮＫＧ２ Ｄ 和分泌型 Ｍ ［ＣＡ 在胰腺癌？
． ．

组织 中 的瞧表达率 为 ３２ ． ９％ ⑵简 和 ６７ ＿ 丨 ％ （
■

） ；

可 以通过 服 细胞活化性受体 （
ＮＫｃ

ｆ
ｎ
ｇ

＝
酿癌旁组织 中 的 阳性表达率为 ６〇 ． 〇％

（
４２／

＂

７〇
） 和 ３ １ ． ４％

ｃｅｐ
ｔｏ ｒ

，

ＮＫＧ２ Ｄ
） 途径参与杀伤肿瘤细胞 。 该研允

（
２２／７０

） ；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Ｐ＜ ０ ． ０５

） 。
ＮＫＧ２ Ｄ

、分泌型通过免疫组织化学法联合检测 ＮＫＧ２ Ｄ 和 相关配

Ｍ ＩＣＡ 在麟癌组织 中 的表达与肿瘤分化程度 、神经侵犯 、淋 体 ， 即分泌型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体 １ 类相关基 因

巴结转移和 ＴＮＭ分期显著相 关 （
Ｐ＜ ０ ． ０５） ， 而 与 年龄 、性Ａ（

ｍａ
ｊ
ｏｒｈ ｉ ｓ ｔｏ ｃ ｏｍｐａｔ ｉｂ ｉ ｌ ｉ ｔ

ｙｃ
ｏｍ

ｐ
ｌｅｘｃ ｌａｓ ｓＩｃｈａ ｉ ｎ

－

ｒｅ
－

另 ｜

Ｊ 、肿瘤病变部位及大小均无关 。 Ｎ ＫＧ２ Ｄ 的表达与分泌型 ｌ ａ ｔｅｄＡ
，Ｍ ＩＣＡ

） 在胰腺癌和癌旁组织 中 的表达 ， 研

Ｍ Ｉ ＣＡ 的表达呈 负相 关性 （
Ｐ ＜ ０ ． 〇５

） 。 结论 ＮＫＧ２ Ｄ 的表究两者之间 的关系及与胰腺癌临床病理参数之间 的

达与分泌型 Ｍ ＩＣＡ 的表达呈Ｓ著
：

相关性 ， 与胰腺癌侵袭转移关系 ， 为胰腺癌免疫治疗提供思路 。

能力有关 ， 分泌型 Ｍ ＩＣＡ 可能通过下调 ＮＫＧ２ Ｄ 在肿瘤 中 的

表达 ，从而逃避机体对肿瘤 的免疫应答 。 １

１ ． １ 病理标本 胰腺癌组织及相应 的癌 旁组织
中 图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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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 （ 距离 ＾９组织＞丨 ｃｍ
） 的石 ４日标本 ＴＯ 例 ， 取 自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 ２０ １ ３ 年 ７ 月 安徽 医科大学附属 省立 医 院

胰腺癌是敝Ｍ 巾恶性Ｍ Ｓ 、早齡醉 餅難■手术治扼 ，
纟５＿证实为胰腺癌 的

低 、治疗极其困难且预后效果较差的恶性肿瘤之
－

，

＋示本 。 其 中 男 ３ ７ 例 ， 女 ３ ３ 例 ； 年龄 ４２ ？ ７ ８
（
６ （Ｉ２４

其发病率逐年升高 ，
５ 年生存率小于 ５％

［

１

）

。 胰腺癌
± ９ ．７ ２

） 岁 ；

＜ ６０ 岁 ３ ３ 例 ，
＞６０ 岁 ３ ７ 例 ；胰头癌 ３９

早期即可发生转移导致其常规治疗效果不佳 ， 寻求 例 ，膜体尾癌 ３ １ 例 ；肿瘤 ０＜ ２〇ｍｍ２５ 例 ，
＞ ２０ｍｍ

更为有效的治疗方法成为 目前研究热点 。 肿瘤过继
４５ 例 ； 病理学组织学分型 ： 高分化 ２２ 例 ， 中低分化

免疫治疗是指在体外将抗肿瘤效应细胞进行诱导 、

４８ 例 ；有淋巴转移 ４２ 例 ， 无淋 巴转移 ２ ８ 例 ； 有神经

 侵犯 ４５ 例 ， 无神经侵犯 ２５ 例 。 患者术前均未行化

２０ １ ６  ０ １ ０ ８ 接收 疗或放疗 。 本实验 的 ７０ 例标本 的病理参数均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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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

）

波抗原修复后 ３％ 过氧化氢消除 内 源性过氧化物酶 （
４２／７０

） 和 ３ １ ． ４％（
２ ２／７０

） ，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 义

活性 ， 分别滴加一抗
Ｎ ＫＧ２ Ｄ

（ 浓度 １ ：５ ０
） 、

一抗
Ｍ ｌ

－ （ ｘ

２

＝６ ．２ １ ６
，

Ｐ＝０ ．０ １ ３
 ；ｘ

２

＝ １ ０ ．００９
，
Ｐ＝０ ．００２

） 。

ＣＡ
（ 浓度 １ ：５０

） ，

４ｔ 过夜 ， 复温后滴加二抗 ， 最后胰腺癌组织 中 Ｍ Ｉ ＣＡ 和 Ｎ ＫＧ２ 丨 ） 均低表达 ５ 例 ，

Ｍ Ｉ

－

ＤＡ Ｂ显色 、苏木精复染 、封片 。 由 两名 未参与实验 、ＣＡ 和 ＮＫＧ２ Ｉ ） 均 高 表 达 ５ 例 ，

Ｍ Ｉ Ｃ Ａ 高 表 达 和

经验丰富的病理科医师对切片进行分析 。 两种蛋 白Ｎ ＫＧ２ Ｄ 低表达 ４２ 例 ，

Ｍ ＩＣＡ 低表达和 ＮＫＧ２ Ｄ 高表

的染色主要定位于细胞质 中 ， 评估标准采用半定量达 １ ８ 例 。 相关性分析显示 Ｎ ＫＧ２ Ｄ 的表达 与分泌

评分法 ， 即在高倍镜下随机选取 ５ 个区域 ， 根据染色型 Ｍ ＩＣＡ 的 表 达 存 在 负 相 关 性 （
ｒ＝０ ．６７６

，

Ｐ＜

细胞的强度分别评分 ， 取 １

Ｆ均分数 ， 再根据染色细胞 （ ） ． 〇〇 １） 。

的百分 比分别评分 ，取平均分数 。 染色强度评分为 ：２ ． ２ＮＫＣＵＤ
、 分泌型 Ｍ ＩＣＡ 的表达与胰腺癌临床

细胞质 未 染 色 为 〇 分 ， 淡 黄 色 （ 弱 ） 为 Ｉ 分 ， 黄 色病理参数的 关 系 Ｎ ＫＧ２ Ｄ
、 分泌型 Ｍ Ｉ ＣＡ 在胰腺癌

（ 中 ） 为 ２ 分 ， 棕黄色 （ 强 ） 为 ３ 分 ； 染色细胞百分 比组织中 的表达均与肿瘤的分化程度 、神经侵犯 、淋 巴

评分为 ： 视野中无染色细胞为 〇 分 ， 染色细胞 占视野结转移和 ＴＮ Ｍ 分期显 著相关 （
＂ ＜０ ．００ １

） ， 而与年

细胞 的 １ ％￣ １ ０％ 为 １ 分 ．
丨 １ ％￣５０％ 为 ２ 分 ，

＞龄 、性别 、肿瘤病变部位及大小均无关 。 见表 １
。

５０％ 为 ３ 分 。 每个组织切 片的最后得分为染色强度３ｉ
Ｔ

ｊ

平均分数和 染 色百分 比平均分数的乘积 ， 得分 ＞ ４
Ｖ

分者被定为高表达 ，得分 ＜ ４ 分者即定为低表达 。本研究通过免疫组织化学方法检测 ７ 〇 例胰腺

１ ． ４ 统计学处理 应用 ＳＰＳＳ １ ７ ．０ 软件进行分析 。癌组织和癌旁组织 中 Ｎ ＫＧ２ Ｄ 及分泌型 Ｍ 丨ＣＡ 表达

选用 Ｘ

：

检验或 Ｆ ｉ ｓ ｈ ｅ ｉ

＇

确切概率法 。
Ｎ ＫＧ２ Ｌ） 与分泌情况 ， 结果表明 ＮＫＧ＾ 在胰腺癌组织 中呈低表达 ，

型 Ｍ Ｉ Ｃ Ａ 的相关性分析 采用 ｘ

２

检验 的基础 上计算而分泌型 Ｍ Ｉ ＣＡ 在胰腺癌组织 中呈高表达 ， 两者在

Ｐｅ ａｒｓｏ ｎ 列联系数 。 胰腺癌组织 中 的表达均与肿瘤分化程度 、神经侵犯 、

淋 巴结转移和 ＴＮ Ｍ 分期显著相关 ， 而与年龄 、性别 、

２ 肿瘤病变部位及大小无关 ， 提示两 者与胰腺癌 的侵

２ ． １ 胰 腺癌 组织 及癌 旁组 织 中 ＮＫＧ２ Ｄ
、 分泌 型袭 、转移能 力 存 ／Ｋ

？

定 的 相关性 ， 可能成 为预测和评

Ｍ Ｉ ＣＡ 的表达 Ｎ ＫＧ２ Ｉ ） 和 分 泌 型 Ｍ Ｉ Ｃ Ａ 主要定位估胰腺癌患者预后的有效指标

于染色细胞 的 胞质 中 见 图 １Ｎ ＫＧ２ Ｄ 和分泌型Ｎ ＫＧ２ ！ ： ： ） 通过识别靶细胞表面诱导产生 的 相关

Ｍ ＩＣＡ 分别在 ７０ 例胰腺癌组织 中 的 阳性表达率 为配体来传递活化信号并激活机体免疫系统 ， 从而发

３ ２ ．９％（
２３／７ ０

） 和 ６７ ． １ ％（
４７／７０ ） ；

Ｎ ＫＧ２ Ｄ 和 分泌挥对靶细胞的杀伤作用 ，其中 Ｍ ＩＣＡ 是 Ｎ ＫＧ２ Ｄ 的最

型 Ｍ ＩＣＡ 分别在癌旁组织 中 的 阳性表达率为 ６０ ．０％主要配体
。 ６

１

。
Ｍ Ｉ ＣＡ 随着肿瘤不断进展可分为膜

型 Ｍ Ｉ ＣＡ 和分泌型 Ｍ ［ＣＡ 两类 ， 两者在肿瘤免疫 中

；

，

＞

－

＼ ｆ ．

－

．Ｖ ＊ － ５＾
ｙ
—起到 的作用却截然相反

７

在肿瘤 的早期阶段 Ｍ Ｉ
－

ＣＡ 高表达 于细胞表 面 ， 即 膜 型 Ｍ Ｉ ＣＡ
， 随 着肿瘤 的

：

，會： 沒巧知麥进展 ， 膜铟 Ｍ 】 ＣＡ 从细胞膜表 丨
ｆｉ

ｆ脱离 以 分泌型形式

－
’

 丨 细額
、

丨卿 Ｍ Ｈ ：
＼ 组 丨

＇

丨 通 过
ｉ

ｊＮ ＫＧ ２ Ｉ ） 结
＇

；

 ？
． 合可 以 为 效 应 细 胞 的 沾 化提 供共賴 信号 ， 介 导

Ｗ 细胞 等 话 化 促进 细 胞絲效 应
９

而 分 泌性

．
．

． Ｍ ［ＣＡ 却下调 Ｎ ＫＧ２ Ｄ 的表达 ， 严重损害 了免疫细胞

，

的抗肿瘤效应从 ｒｆ ｉ 丨使 Ｎ Ｋ （ ；２ Ｉ ）
－Ｍ 丨 ＣＡ 系统的作用锐

减 ． 本实验 Ｗ． 示 Ｍ ＩＣＡ 染 色主要 定位于胰腺癌

细胞质中 ， 即胞质 中 分泌型 Ｍ Ｉ ＣＡ 呈高表达 ， 而细胞

二 膜染色情况 （ 膜型 ｍ ｉ ｃ ａ
） 并 未观察到 ， 可能 的原 因

．
Ｂ １ｉ 是本实验中的病例大多属于进展期胰腺癌且早期胰

图 １ＮＫＧ２ 丨）
、
＼ １ Ｉ ＣＡ 在胰腺癌和癌旁组织 中 的表达 Ｘ ４００腺癌不

一定百分之诌 表达膜型 Ｍ Ｉ Ｃ Ａ Ｎ ＫＧ２ Ｄ 和分

Ａ
：
Ｍ Ｋ ： Ａ

；
Ｂ

：

Ｎ ＫＧ２ ｌ ）
；

ｉ ： 肤：腺癌 纟 「丨织 ；
２

： 癌旁组织泌型 Ｍ Ｉ Ｃ Ａ 的 表达呈 负 相关性 ， 说 明 分泌型 Ｍ Ｉ ＣＡ

可能通过下 调 Ｎ ＫＧ２ １ ） 的表达 ，影响 Ｎ Ｋ 细胞及 ７ ８
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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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
ｒ

；

Ｓｌ
（
４

） ？

５９３
？

表 １Ｍ ＩＣＡ 和 ＮＫＧ２Ｄ 表达与胰腺癌临床病理特征的相关性 （
ｎ

）

ＭＩＣＡ
＂

： ＮＫＧ２Ｄ
＇

临床病理参数 －

１＾达 高表达
ｘ

２

值户 值低表达 髙表达＾ 值户 值

年龄 （ 岁 ）

＜ ６０ ３３ １ ４ １ ９ ２ ． ５ ９００ ． １ ０ ８ １ ９ １ ４ ２ ． ５ ９００ ． １ ０ ８

＾ ６０ ３７ ９ ２８ ２ ８ ９

性别

男 ３ ７ １ ３ ２４ ０ ． １ ８５０ ． ６６７ ２４ １ ３０ ． １ ８５０ ． ６６７

女 ３３ １ ０ ２３ ２ ３ １ ０

肿瘤部位

腫头 ３９ １ ６ ２３ ２ ． ６６４０ ． １ ０３ ２６ １ ３ ０ ． ００９０ ． ９２４

胰体尾 ３ １ ７ ２４ ２ １ １ ０

肿瘤直径 （
ｍｍ

）

＜ ２〇 ２５ １ １ １ ４ ２ ． １ ８９０ ． １ ３９ １ ６ ９ ０ ． １ ７４０ ． ６７６

＞ ２０ ４５ １ ２ ３３ ３ １ １ ４

组织分化

中 、低 ４８ ５ ４３ ３４ ． ８６２＜
０ ． ００ １ ３ ９ ９ １ ３ ． ７７７＜ ０ ． ００ １

高 ２２ １ ８ ４ ８ １ ４

神经侵犯

无 ２５ １ ８ ７ ２７ ． ００９＜ ０ ． ００ １ １ ２ １ ３ ６ ． ４６００ ． ０ １ １

有 ４５ ５ ４０ ３ ５ １ ０

淋巴结转移

无 ２８ １ ９ ９ ２５ ． ９ １ ３＜
０ ． ００ １ １ ０ １ ８ ２０ ． ８９４＜ ０ ． ００ １

有 ４２ ４ ３８ ３７ ５

ＴＮＭ 分期

Ｉ 期 ２ ８ １ ９ ９ ２５ ． ９ １ ３＜ ０ ． ００ １ １ ０ １ ８ ２０ ． ８９４＜ ０ ． ００ １

ＩＩ 期


４２


４


３ ８


３ ７


５



细胞的抗肿瘤效应 ，从而使 ＮＫＧ２Ｄ －Ｍ ＩＣＡ 系统的作中呈低表达 ， 而分泌型 Ｍ ＩＣＡ 在胰腺癌组织 中呈高

用锐减 ， 导致促进肿瘤 的免疫逃避和妥协宿主对感表达 ，两者在胰腺癌组织 中 的表达呈负相关性 ，均与

染的抵抗力
［
９
＿

１ °
］

。 肿瘤分化程度 、神经侵犯 、淋 巴结转移和 ＴＮＭ 分期

胰腺癌是一种高度恶性的消化系统肿瘤 ， 由 于显著相关 。 这 揭 露 了Ｍ ＩＣＡ －ＮＫＧ２Ｄ 途径 可 能 是

患者早期症状隐匿 ， 大部分患者在首次诊断时 已发ＤＮＴ 细胞抑制胰腺癌细胞侵袭 、转移 的机制之一 。

生严重的局部侵犯和远处转移 ， 导致手术治疗效果然而 ，

ＮＫＧ２Ｄ 和分泌型 Ｍ ＩＣＡ 在胰腺癌进展 中 的具

不佳 ，

ＤＮＴ 细胞免疫治疗逐渐走人人们 的视野 ，

Ｌｉ体机 制 目 前 尚 不 清楚 ， 未来仍需继续深入探索

ｅ ｔａｌ

［
ｕ

］

认为 ＤＮＴ 细胞可通过抑制 Ｂ 淋 巴细胞的增ＮＫＧ２ Ｄ －ＭＩＣＡ 途径 ， 详细解析其发挥作用及具体的

殖和免疫球蛋 白 的生成来调节肿瘤免疫 ， 并认为体相关分子机制 。

外扩增的 ＤＮＴ 细胞在早期分化阶段能够有效抑制

多种肿瘤细胞的生长 。
ＤＮＴ 细胞可 以通过分泌可

溶性肿瘤坏死因子相关洞亡诱导配体 （
ｓｏｌｕｂ ｌｅｔｕｍｏｒ⑴Ｓ ｉｅ

ｇ
ｅ ｌＲ

，

Ｎａ ｉｓｈａｄｈａｍＤ ｊｅｍａｌＡ ． Ｃａｎ ｃｅｒ ｓ ｔａ ｔ ｉ ｓ ｔ ｉｃ ｓ
， 

２０ １ ２
［ Ｊ ］

．ＣＡ

ｎｅｃｒｏｓ ｉｓｆａｃ ｔｏｒ
－

ｒｅｌａｔｅｄａｐｏｐｔｏｓ ｉ ｓ
－

ｉｎｄｕｃ ｉｎｇｌｉ
ｇ
ａｎｄ

，
Ｃａｎ ｃｅｒ  ＪＣｈｎ ，

２０ １ ２
，

６２
（

ｌ
）  ：

１ ０２９ ，

ｓＴ祖

１
参秘鎌麵＿涯并受到 ＮＫＧ２Ｄ ［

２
］

＝＝＝＝＝＝＝＝＝
分子调节 ， 当 中和 

ＴＲＡ ＩＬ
时会显著降低对肿瘤的杀

［
３

］ＤＤｋ ｏｕ ｈａｋ ｉＰ
，ＨａｎＭ

， Ｊ ｏｅＢ ，
ｅ ｔａ ｌ ．Ａ ｄ ｏ

ｐ
ｔ ｉ ｖ ｅ ｉ ｍｍｕ ｎｏ ｔｈ ｅｒａ

ｐｙ
ｏｆ

伤效果
［

３
］

。 在前期 的实验 中 同样证 明 了ＤＮＴ 细胞 ｃａ ｎ ｃ ｅ ｒ ｕ ｓ ｉ ｎ
ｇ 

ｅｘｖｉｖｏｅｘ
ｐ
ａ ｎｄｅｄｈ ｕｍａｎ

ｇ
ａｍｍａｄ ｅ ｌ ｔａＴｃｅ ｌ ｌ ｓ

 ： 
ａｎｅｗ

可 以 通 过分 泌 ｓＴＲＡ ＩＬ 与胰腺 癌 细 胞 所 表 达 的 ａ
ｐｐ

ｒｏａｃｈ
ｌ＾ ． Ｃ ａｎ ｅ ｅ ｒ Ｌｅ ｔ ｔ ＪＯ Ｈ）

，
２９ ７ 。 ） ：

！ ２６
－

３ ６ ．

ＴＲＡ ＩＬ 受体结合从而诱导胰腺癌细胞凋亡
［

丨 ２
］

， 结合 ［
４

］Ｓｏｂ ｉ ｎＬＨ
，
Ｃ ｏｍ

ｐ
ｔｏｎＣＣ ．ＴＮＭｓｅ ｖ ｅ ｎ ｔ ｈｗｈａｔ

’

Ｓ 靡
，

当前的研究结果表 明Ｍ ＩＣＡ －ＮＫＧ２Ｄ途径可能是通
Ｗｈ ａ ｔ 、 ｅ ｈ ａｎ

ｇ
ｅｄ

：—  ｔｈ ｅｈ ｔ ｅｒｎａｔｏａ ｌＩＷ ｃｍＡ ＿

、 ｇａ ｉ ｎ ｓ ｔＣａｎ ｃｅｒａｎｄ ｔｈｅＡｍｅｒ ｉ ｃａｎＪｏ ｉ ｎ ｔＣ ｏｍｍ ｉ ｔ ｔｅｅｏｎＣａＵｃ ｅ ｒ ｆ Ｊ ｌ ．

过介导 ＴＲＡＩＬ 的表达来降低 ＤＮＴ 细胞对肿瘤细胞 ｃａ？％２ （ ） １ （Ｍ １ ６
（
２２ ｈ ５ ３ ３６

＿

９ ．

的杀伤能力 。 ［
５

 ］Ｃａ ｉＸ
，Ｄａ ｉＺ

，Ｒｅｅｖ ｅ ｓＲＳ ，ｅｔａｌ ．Ａｕ ｔ ｏｎ ｏｍｏｕｓｓ ｔ ｉｍｕ ｌａ ｔ ｉｏｎｏｆ

综上所述 ， 本研究表明 ＮＫＧ２ Ｄ 在胰腺癌组织 ｃ ａｎ ｃｅ ｒ ｃ ｅ ｌ ｌ
ｐ

ｌ ａｓ ｔ ｉ ｃ ｉ ｔ

ｙｂｙ
ｔｈｅＨｕｍａｎＮＫＧ２Ｄ ｌ

ｙ
ｍ
ｐ
ｈ ｏｃ

ｙ
ｔｅｒｅｃ ｅ

ｐ
ｔｏ 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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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 Ａ／ｅ ｒ／ｉｄ ／ｉａ仏 如 ／ ｉｕ ／２０ １ ６Ａ
ｐ

ｒ
；

５ １
（
４

）

ｃｏｒ ｘ
ｐ

ｒｅ ｓｓｅ ｄｗ ｉ ｔ ｈ ｉ ｔ ｓ  ｌ ｉ

ｇ
ａｎ ｄ ｓ ｏ ｎ ｃａ ｎ ｃ ｅ ｒ ｃ ｅ ｌ ｌ ｓ

［  Ｊ ］
．ＰＬｏＳ Ｏ ｎ ｅ

，

２０ １ ４
，

９ ［ 
９

 ］Ｘ ｕ ａ ｎＸＹ
，Ｚ ｈ ａｎｇ 

ＪＶ ，Ｈ ｕＧＭ
，ｅ ｔ ａ ｌ ．Ｕ

ｐ
ｒｅ

＾
ｕ ｌ ａ ｔ ｅｄｅ ｘ

ｐ
ｒｅｓ ｓ ｉ ｏｎｏ ｆ

（
１ ０

） ，
ｅ ｌ ０８９４２ ． Ｎ ＫＧ２ Ｄａ ｎ ｉ ｌ ｉ ｌｓ ｌ ｉ

ｇａ
ｎｄｓ

ｇ ｉ ｖ ｅ
ｐ

ｏ ｔ ｅｎ ｔ ｉ ａ ｌ ｔｈ ｅ ｒａ
ｐ
ｅ ｕ ｔ ｉ ｃ

＊

 ｔａｒ
ｇ
ｅ ｌ ｓ ｆｏ ｒ

ｐ
ａ

－

［
６

 ］Ｃ ｈ ａ ｌ ｕ
ｐ
ｎ
ｙ
Ｎ Ｊ ，Ｓ ｕ ｔ ｈ ｅ ｒ ｌ ａ ｎｄ ＣＬ

，Ｕｉｗ ｒｅ ｎ ｃ ｅ ＷＡ
 ，

ｅ ｔａ ｌ ．Ｕ Ｌ Ｂ Ｐ４ ｉ ｓ ａ ｔ ｉ ｅ ｎ ｔ ｓｗ ｉ ｌ ｈ ｔ ｈ
ｙ
ｍ ｏｍ ａ

 ［  Ｊ  ］
．Ｃ ａ ｎ ｃ ｅ ｒＧｅｎ ｅＴ ｈ ｅ ｒ

， 

２０ １ ５
，
２ ２

 （ 
７

 ）  ： 
３ ６８

－

ｎ ｏ ｖ ｅ ｌ ｉ ｉ ｇａ
ｎｄ ｆｏ ｒｈ ｕｍ ａｎＮ ＫＧ２ Ｄ

［ Ｊ ］
．Ｂ ｉ ｏ ｃ ｈ ｅｍＢ ｉ ｏ

ｐ
ｈ
ｙ
ｓ ｉ ｃ ａ ｌＲｅ ｓ ７４ ．

Ｃ ｏｍｍ ｕ ｎ
，

２００ ３
 ，
３ ０５ （

１
）  ： 

１ ２９
－

３ ５ ． ［
１ ０

］Ｃ ｈ ｅ ｎＤ
，Ｇ ｙ

ｌ ｌ ｅ ｎ ｓ ｔ ｅｎＵ ．Ｍ Ｉ Ｃ Ａｐ ｏ ｌ

ｙ
ｍｏ ｒ

ｐ
ｈ ｉ ｓｍ

：ｂ ｉ ｏ ｌ ｏｇｙａ
ｎ ｄ ｉｍ ｐ

ｏ ｒ
－

［
７

］Ａ ｇｕ
ｅ ｒａ

－Ｇｏ ｎ ｚａｌ ｅ ｚＳ
，

Ｇ ｒｏｓ ｓＣＣ
，
Ｆ ｅ ｒｎ ａ ｎｄｅ ｚ

－Ｍ ｅｓ ｓ ｉ ｎ ａＬ
，

ｅ ｔａ ｌ ．Ｐａ ｌｍ ｉ

－ ｔ ａｎ ｃ ｅ ｉ ｎｃａ ｎ ｃｅ ｒ
ｆ 

Ｊ ］ ． Ｃ ａ ｒｃ ｉ ｎ ｏ
ｇ
ｅｎｅｓ ｉ ｓ

，

２０ １ ４
，
３ ５

（
１ ２ ）  ：

２６３ ３
－ ４２ ．

ｔ ｏ
ｙ

ｌ ａ ｔ ｉ ｏ ｎｏｆ Ｍ Ｉ ＣＡ
，
ａ ｌ ｉ

ｇ
ａｎｄ ｆｏ ｒ Ｎ ＫＧ２ Ｄ

，
ｍｅｄ ｉ ａ ｔ ｅ ｓ ｉ ｔ ｓ ｒｅ ｃ ｒｕ ｉ ｔｍｅ ｎ ｔ ｌ ｏ ［

１ １

］Ｌ ｉＷ
，

Ｔ ｉ ａ ｎＹ
 ，
Ｌ ｉＺ

，

ｅ ｔ ａ ｌ ．Ｅｘ ｖ ｉｖｏ ｃｏ ｎ ｖ ｅ ｒｔｅｄ ｄ ｏ ｕ ｂ ｌ ｅ ｎ ｅ
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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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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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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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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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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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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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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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 ．

［
８

］Ｊ ｉ ａＨＹ
，
Ｌ ｉ ｕＪＬ ，

Ｚｈ 〇ｕＣ  Ｊ ，
ｅ ｔ ａ ｌ ．Ｈ ｉ

ｇ
ｈｅ ｘ

ｐ
ｒｅｓ ｓ ｉ ｏ ｎｏ ｆ Ｍ ＩＣＡ ｉ ｎｈ ｕ ［

丨 ２
］ 赵 跃 ， 陈 炯 ， 杨仁保 ， 等 － ＳＴＲＡ 丨 Ｌ及受体 

ＴＲＡ 丨 Ｌ －Ｒ ｌ往Ｄ ＮＴ

ｍ ａ ｎｋ ｉ ｄ ｎ ｅ
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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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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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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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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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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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 ｓ ｓ ｉ ｏｎｓｏ ｆＮＫＧ２Ｄａｎｄｓｅ ｃ ｒｅ ｔｅｄＭ ＩＣＡ ｉ ｎ ｔｏｍｏ ｒ ｔ ｉ ｓｓｕｅｓａｎｄａｄ
ｊ
ａｃ ｅｎ ｔｎｏｎ

－

ｔｏｍｏｒ ｔ ｉ ｓ
？

ｓｕ ｅ ｓｆｒｏｍａｔｏ ｔａ ｌｏ ｆ ７０
ｐ

ａ ｔ ｉ ｅ ｎ ｔ ｓｗ ｉ ｔｈ
ｐ

ａ ｎ ｃ ｒｅａ ｔ ｉ ｃｃａ ｒｃ ｉ ｎｏｍａ ．Ｔｈ ｅｃ ｏ ｒｒｅ ｌ ａ ｔ ｉ ｏｎｏ ｆＮＫＧ２ Ｄａｎｄｓｅｃ ｒｅ ｔ ｅｄＭ ＩＣＡｗａ ｓａｎ ａ
？

ｌ

ｙ
ｚｅｄ ．Ｔｈ ｅｒｅ ｌ ａ ｔ ｉ ｏ ｎ ｓｈ ｉ

ｐ
ｓｂｅ ｔｗｅｅｎＮＫＧ２ Ｄａｎｄｓｅ ｃ ｒｅ ｔｅｄＭ ＩＣＡｅ ｘｐ

ｒｅ ｓｓ ｉ ｏｎ ｓａｎ ｄｃ ｌ ｉ ｎ ｉ ｃ ｏ
ｐａ ｔｈｏ ｌ ｏ

ｇ
ｉ ｃ ａ ｌ

ｐａ ｒａｍ ｅ ｔｅ ｒｓｗｅ ｒｅｅ
－

ｖ ａ ｌ ｕａ ｔ ｅｄ ．ＲｅｓｕｌｔｓＴｈ ｅ
ｐｏ

ｓ ｉ ｔ ｉ ｖｅｅｘｐ ｒｅ ｓ ｓ ｉ ｏｎｒａ ｔｅ ｓｏｆ ＮＫＧ２ Ｄａｎｄｓｅｃ ｒｅ ｔ ｅｄＭ ＩＣＡｗｅｒｅ３ ２ ．９％（
２ ３／７０

）ａｎｄ６７ ． １ ％

（
４７／７０

） ｉ ｎ
ｐ

ａｎ ｃ ｒｅａ ｔ ｉ ｃｃ ａ ｒｃ ｉ ｎｏｍａ ｔ ｉ ｓｓｕ ｅ ｓ ，ａｎｄ６０ ．０％（
４２／７０

）ａ ｎ ｄ３ １ ． ４％（
２２／７０

） ｉｎ
ｐ

ａ ｒａｃａ ｒｃ ｉ ｎｏｍａ ｔ ｉ ｓｓｕ ｅｓ
，

ｒｅｓｐｅｃ
ｔ ｉ ｖ ｅ ｌ

ｙ ，ｂｏ ｔ ｈｗ ｉ ｔｈｓ ｔａ ｔ ｉ ｓ ｔ ｉ ｃａ ｌｓ ｉ

ｇ
ｎ ｉ ｆｉ ｃａｎ ｃ ｅ

（
Ｐ＜ ０ ． ０５

 ）
．Ｔｈ ｅｅｘ ｐ ｒｅ ｓ ｓ ｉ ｏｎ ｓｏ ｆＮＫＧ２ Ｄａｎｄｓ ｅ ｃ ｒｅ ｔｅｄＭ ＩＣＡｗｅ ｒｅｓ ｉ

ｇ
？

ｎ ｉ ｆｉ ｃ ａｎ ｔ ｌ

ｙ
ｃｏｒｒｅ ｌａ ｔｅｄｗ ｉ ｔｈｔｕｍｏ ｒｄ ｉ ｆｆｅ ｒｅｎ ｔ ｉ ａ ｔ ｉｏｎ

，ｎｅｒｖ ｅ ｉ ｎ ｖ ａｓ ｉｏｎ
， ｌ

ｙ
ｍ
ｐ
ｈｎｏｄｅｍｅ ｔａｓｔａｓ ｉ ｓａｎｄＴＮＭｓ ｔａ

ｇ
ｉ ｎ
ｇ

ｉ ｎ
ｐ

ａｎｃ ｒｅ
？

ａ ｔ ｉ ｃｃａ ｒｃ ｉ ｎｏｍａ ｔ ｉ ｓｓｕｅ ｓ（
Ｐ ＜ ０ ． ０５

）
．Ｈｏｗｅ ｖ ｅ ｒ

，ｔｈｅ ｒｅｗａｓｎｏｏｂｖ ｉ ｏｕｓａｓ ｓｏｃ ｉ ａ ｔ ｉ ｏｎｂ ｅ ｔｗｅｅｎＮＫＧ２ Ｄｏｒｓｅｃ ｒｅ ｔｅｄＭ ＩＣＡ

ａｎｄａ
ｇ
ｅ

，ｇｅｎｄｅｒ ， ｔｕｍｏ ｒ ｌｏｃａ ｔ ｉｏｎ
，ｏｒ ｔｕｍｏ ｒｓ ｉ ｚｅ ．ＮＫＧ２Ｄｅ ｘ

ｐｒｅ ｓ ｓ ｉ ｏ ｎｗａ ｓｎｅ
ｇ
ａ ｔ ｉ ｖ ｅ ｌ

ｙ
ｃｏ ｒｒｅ ｌａ ｔｅｄｗ ｉ ｔｈｓｅ ｃ ｒｅ ｔｅｄＭ ＩＣＡ

ｅｘ
ｐ
ｒｅ ｓ ｓ ｉ ｏｎ ｉ ｎ

ｐａ
ｎ ｃ ｒｅａ ｔ ｉ ｃｃａｒｃ ｉ ｎｏｍａｔ ｉ ｓ ｓｕｅ ｓ （ 

Ｐ＜０ ．０５
 ）

．Ｃｏｎｃ ｌｕｓ ｉｏｎＤｏｗｎ －

ｒｅｇｕ
ｌ ａ ｔｅｄＮＫＧ２Ｄａｎｄｕ ｐ

－

ｒｅ
ｇ
ｕ ｌ ａ ｔ ｅｄ

ｓｅ ｃ ｒｅ ｌ ｅ ｃ ｌＭ ＩＣＡａ ｒｅｓ ｉ

ｇ
ｎ ｉ ｆｉ ｃ ａｎ ｔ ｌ

ｙ
ｃ ｏ ｒｒｅ ｌ ａ ｔ ｅｄｗ ｉ ｔ ｈ ｔ ｈ ｅ ｉ ｎｆｉ ｌ ｔ ｒａ ｔ ｉ ｖ ｅｃ ａ

ｐ
ａｂ ｉ ｌ ｉ ｔ

ｙ
ｉ ｎ
ｐ

ａｎｃｒｅａ ｔ ｉ ｃｃ ａ ｒｃ ｉ ｎｏｍａ ．Ｎ ＫＧ２ Ｄａｎｄｓｅ
？

ｃ ｒｅ ｔｅｄＭ ＩＣＡｈ ａ ｖ ｅａｎ ｅ
ｇ
ａ ｔ ｉ ｖｅｃｏｒｒｅ ｌ ａ ｔ ｉ ｏｎ ｉ ｎ

ｐ
ａｎ ｃ ｒｅａ ｔ ｉ ｃｃ ａ ｒｃ ｉ ｎｏｍａｔ ｉ ｓｓ ｕｅｓ

，ｗｈ ｉ ｃ ｈｒｅ ｖ ｅａｌｓ ｔｈａ ｔｓ ｅ ｃ ｒｅ ｔ ｅｄＭ ＩＣ Ａｍａ
ｙ

ｉ ｎ
？

ｈ ｉ ｂ ｉ ｔ ｔｈｅ ｌ ｅ ｖ ｅ ｌｏｆＮＫＧ２Ｄｅｘ
ｐ
ｒｅ ｓｓ ｉ ｏｎｄ ｕ ｒ ｉ ｎ

ｇ
ｔｕｍｏ ｒｐ

ｒｏ
ｇ
ｒｅｓｓ ｉ ｏｎ

， ｔ ｈ ｅ ｒｅｂ
ｙｒｅｄ ｕ ｃ ｉ ｎ

ｇｔｈ ｅ ｉｍｍ ｕ ｎｅｒｅ ｓｐ
ｏｎ ｓｅ ｓａ

ｇ
ａ ｉ ｎ ｓ ｔ

ｔｕｍｏ ｒｃｅ ｌ ｌ ｓ ｉｎ
ｐ

ａ ｔ ｉ ｅｎ ｔｓｗ ｉ ｔｈ
ｐ

ａｎ ｃ ｒｅ ａ ｔ ｉ ｃｃａｒｃ ｉ ｎｏｍａ ．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ｐａ
ｎ ｃｒｅａｔ ｉｃｃａｒｃ ｉ ｎ ｏｍ ａ

；ＮＫＧ２ Ｄ
；Ｍ ＩＣ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