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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采用 c2erbB22 癌基因蛋白抗体, 对 34 例涎腺腺样囊性癌 (包括筛孔型、管状型、实性型)进行免疫

组化染色。结果显示: 涎腺腺样囊性癌 3 种组织学类型均过度表达 c2erbB22 癌基因。经统计学分析表明,

筛孔型与管状型涎腺腺样囊性癌的 c2erbB 22 癌基因表达差异有显著性 (P < 0105)。提示 c2erbB 22 癌基

因的过度表达与肿瘤的分化及恶性程度关系密切。

关键词　c2erbB 22　癌基因　抗体　腺样囊性癌　涎腺肿瘤

　　近年来研究表明, c2erbB 22 癌基因在许多

肿瘤中均有扩增或过度表达, 并以此作为判断

预后的一项重要指标 1～ 3 。在涎腺腺样囊性癌

中, c2erbB 22 癌基因的表达尚有分歧 4～ 6 。为

此, 本研究采用抗 c2erbB 22 癌基因蛋白抗体研

究 34 例涎腺腺样囊性癌, 以探讨其在各型肿瘤

中的表达及意义。

1　材料和方法

1. 1　材料收集

本研究材料来自河北医科大学口腔病理研究室及

附属四院病理科的术后石蜡包埋标本, 共 34 例。其中

筛孔型 12 例, 管状型 20 例, 实性型 2 例。连续切片 2

张, 切片厚度 5 Λm。一张进行H E 染色, 另一张进行免

疫组化染色。

1. 2　免疫组化染色方法

采用V ecto r 公司生产的ABC 试剂盒进行染色:

①切片脱蜡至水; ②3%H 2O 2 处理 10 m in; ③微波炉修

复抗原 (0101 mo löL 枸橼酸盐缓冲液, pH 610) 90℃, 10

m in; ④正常兔血清 (1∶100)孵育 1 h (室温) ; ⑤1∶100

兔抗人 c2erbB22 癌基因蛋白抗体 (DA KO ) 孵育 1 h (室

温) ; ⑥1∶100 生物素标定的羊抗兔免疫球蛋白孵育

30 m in (室温) ; ⑦1∶100 ABC 液处理 1 h (室温) ; ⑧

DAB 显色、复染、脱水、封固。

对照组: 以已知阳性的 2 例乳腺浸润性导管癌作

为阳性对照; 以 PBS 代替一抗作为阴性对照。

1. 3　结果判断

以细胞胞浆及胞膜出现棕黄色颗粒为阳性。

2　结　　果

2 例作为阳性对照的乳腺浸润性导管癌中, 所有癌

细胞的胞浆及胞膜均呈阳性反应。

12 例涎腺腺样囊性癌筛孔型肿瘤中 3 例阳性, 9

例阴性 (阳性率 25% )。在 3 例阳性肿瘤中, 囊样腔隙之

间的肿瘤细胞胞浆反应阳性, 囊腔衬里细胞大部分反

应阴性, 仅少数胞浆呈弱阳性 (图 1)。

20 例涎腺腺样囊性癌管状型肿瘤中, 19 例阳性, 1

例阴性 (阳性率 95% )。在 19 例阳性肿瘤中, 大部分小

条索和小导管肿瘤细胞胞浆反应阳性, 少部分反应阴

性 (图 2)。侵犯神经纤维的小条索肿瘤细胞呈阳性反

应。

2 例实性型肿瘤中所有的肿瘤细胞胞浆均反应阳

性 (阳性率 100% ) , 肿瘤中的坏死区域反应阴性。

经统计学分析, 四格表的确切概率检验表明, 筛孔

型与管状型肿瘤之间 C2erbB 22 阳性表达率差异有显

著性 (P < 0105) , 因实性型肿瘤例数太少, 未作统计学

检验。

3　讨　　论

涎腺腺样囊性癌是以肿瘤性腺上皮与肌上

皮组成的一种恶性肿瘤, 在组织学类型上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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筛孔型、管状型和实性型。作者以前的研究表

明, 在筛孔型肿瘤中, 囊样腔隙的衬里细胞是肿

瘤性肌上皮细胞, 它们具有分泌蛋白多糖的功

能 7, 8 。本研究观察发现, 囊样腔隙的衬里细胞

对 c2erbB 22 癌基因蛋白的表达呈阴性或弱阳

性, 低于囊腔之间肿瘤细胞的阳性表达。提示在

筛孔型肿瘤中, 具有不同分化程度和功能的肿

瘤细胞对 c2erbB 22 癌基因蛋白的表达存在差

异。

c2erbB 22 癌基因蛋白作为该基因编码的

185 kD 越膜磷酸糖蛋白, 具有酪氨酸激酶活

性, 并起着细胞生长调节受体的作用 1 。L eal

等 9 研究发现, c2erbB 22 表达阳性的肿瘤细胞

在形态学上具有核的异型性和非整倍体的

DNA 含量。本研究表明, 在涎腺腺样囊性癌中,

具有较强侵袭力的侵犯神经纤维的癌细胞条索

和具有较高恶性程度的实性型癌细胞团块对 c2
erbB 22 癌基因蛋白均呈阳性表达, 提示该基因

蛋白的过度表达与涎腺腺样囊性癌的恶性程度

关系密切。

据文献报道, c2erbB 22 癌基因的扩增或表

达主要出现在腺上皮来源的癌症中。在卵巢癌、

胃癌、乳腺癌及膀胱癌中, c2erbB 22 癌基因的阳

性 表 达 率 分 别 为 2117% , 26% , 45% 和

50% 1～ 3, 9 。在涎腺腺样囊性癌中, c2erbB 22 癌

基因的表达结果尚不一致, 从阴性表达到阳性

表达的 513%～ 5717% 不等 4～ 6 。这可能与其研

究例数较少有关。本文研究结果显示, 在 34 例

涎腺腺样囊性癌中, c2erbB 22 的阳性表达率为

(24ö34) 7016% , 且 3 种组织学类型均有表达,

提示 c2erbB 22 癌基因在涎腺腺样囊性癌的发

生发展中起着作用。

Felip 等 1 和 Tokunaga 等 3 认为, c2erbB 2
2 癌基因阳性表达的肿瘤比阴性表达的肿瘤临

床预后更差。本文研究结果经统计学分析表明,

管状型肿瘤对 c2erbB 22 癌基因蛋白的阳性表

达高于筛孔型肿瘤, 其差异有显著性 (P <

0105)。这一结果对今后涎腺腺样囊性癌临床预

后的判断具有一定意义。

(本文图见中心插页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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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express ion of c-erbB-2 Oncoprote in in Adeno id Cystic

Carc inoma of Sa l ivary Glands
W ang J ie, Dong Fu sheng, You Hongyu, et a l

D ep a rtm en t of O ra l P a thology , H ebei M ed ica l U n iversity

Abstract
Imm unoh istochem ical study has been used to detect over2exp ression of c2erbB 22 oncop ro tein in 34 cases of

adeno id cyst ic carcinom as of salivary glands ( including crib rifo rm type, tubu lar type, so lid type). It w as found

that over2exp ression of c2erbB22 oncop ro tein ex isted in th ree types of adeno id cyst ic carcinom a. T here w as stat ist i2
cal difference betw een tubu lar type and crib rifo rm type (P < 0. 005). T he resu lts imp licated that over2exp ression of

c2erbB22 w as co rrela ted w ith the grade of m alignancy and differen t ia ted of tumo rs.

Key words: 　c2erbB22　　oncogene　　an tibody　　adeno id cyst ic carcinom a

胸腺肽注射治疗复发性口腔溃疡

赵秀兰　韩志强　王兴兰　朱建华　安中平

　　胸腺肽是一种较好的细胞免疫功能调节剂, 可以

维持机体免疫平衡状态, 参与机体细胞免疫反应, 促进

胸腺淋巴细胞进一步分化成熟, 可诱导 T 细胞的分化

发育, 使淋巴干细胞及未成熟的淋巴细胞分化成熟为

具有免疫活性的 T 淋巴细胞。适用于原发性和继发性

免疫缺陷病及各种免疫功能失调性疾病。作者自 1993

年 3 月～ 1994 年 10 月应用胸腺肽治疗复发性口腔溃

疡 10 例, 收到较满意的效果。现报告如下。

1　一般资料

10 例患者中, 男性 3 例, 女性 7 例, 年龄 16～ 68

岁, 病史 2～ 30 年。

2　治疗方法

长春生物制药厂生产的胸腺肽 5 m g, 腋下注射,

每周一次, 3 个月为 1 疗程, 治疗 1～ 2 个疗程。

3　治疗效果

115～ 2 年未复发 4 例, 年龄 42～ 58 岁。115～ 2 年

复发 2 例, 年龄 48～ 54 岁。1～ 115 年复发 2 例, 年龄 44

～ 54 岁。1 年内复发 2 例, 年龄 16～ 28 岁。详见附表。

4　讨　　论

附表　胸腺肽注射治疗复发性口腔溃疡疗效

病例 性别 年龄
(岁)

病程
(年) 疗程 复发

1 男 58 5 1 2 年未复发

2 女 56 30 2 18 个月未复发

3 女 52 5 1 20 个月未复发

4 女 42 2 1 19 个月未复发

5 女 48 17 2 19 个月复发

6 女 54 8 1 18 个月复发

7 男 54 4 1 12 个月复发

8 女 44 12 1 14 个月复发

9 男 28 2 1 6 个月复发

10 女 16 3 1 2 个月复发

复发性口腔溃疡是一种较常见的疾病, 病因较复

杂, 与内分泌变化, 免疫功能的变化有密切关系。胸腺

肽是一种免疫功能调节剂。从本组疗效初步看出, 胸腺

肽对老年人的复发性口腔溃疡较年青人效果好, 但其

机理尚需进一步探讨。
(1995- 12- 13 收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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