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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c2erbB22 表达与腋淋巴结转移及其转移数目的关系

c2erbB22

表达

例

数

淋巴结转移

(例 , %)
结果

淋巴结转移数目 (个)

≤3 4210 > 10
结果

阴性组 30 18 (60 . 00) χ2 = 6. 849 9 5 4 Hc = 15. 006

中表达组 14 7 (50 . 00) P < 0 . 01 4 2 1 P < 0 . 005

高表达组 37 31 (83 . 78) 10 8 13

0 　引言

关于 c2erbB22 基因的表达与乳腺癌

的关系 ,目前已取得了相对一致的研究

结果 ,即 c2erbB22 过表达者预后相对较

差。但这些研究的随访期通常局限于

10 年以内 ,对于 10 年以上或更长时间

远期生存的意义 ,研究相对较少。为进

一步探讨 c2erbB22 表达与临床病理学因

素及预后的关系 ,尤其是阳性表达的远

期临床意义 ,我们对 85 例乳腺癌组织进

行了检测 ,并进行了 15 年临床随访 ,现

将结果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 . 1 　临床资料 　1987 年 12 月～1989

年 3 月间我院收治的经病理证实 ,且病

例资料完整的原发性乳腺癌 85 例。患

者均为女性 ,平均年龄 48 . 26 岁 ,组织学

Ⅰ级 11 例 , Ⅱ级 51 例 , Ⅲ级 23 例。腋

淋巴结转移 56 例。全组患者均接受了

包括手术 (根治术或改良根治术 81 例 ,

全乳切除 4 例)和放、化疗及内分泌治疗

在内的综合治疗。全组患者均随访 15

年以上。

1 . 2 　试剂与方法 　c2erbB22 的检测采用

免疫组化 S2P 法进行 ,其中一抗工作浓度

为 1∶200 ,c2erbB22 阳性着色定位于细胞

膜 ,呈棕黄色。依 c2erbB22 的不同表达情

况进行分组 :c2erbB22 表达阴性组 (阳性

细胞数 < 30 %)和阳性组 (阳性细胞数 ≥

30 %) ,同时在阳性组中以阳性数 50 %为

标准分成中表达组和高表达组。

1 . 3 　统计学处理 　本文数据采用χ2 检

验及秩和检验进行统计分析。

2 　结果

2 . 1 　c2erbB22 表达的免疫组化结果 　

全组 85 例患者中 ,c2erbB22 表达阴性者

30 例 ,表达阳性者 55 例 ,占64 . 71 % ,其

中强阳性 40 例 (47 . 06 %) 。

2 . 2 　c2erbB22 表达与临床病理学因素

及与腋淋巴结转移的关系 　研究得出 ,

c2erbB22 表达程度与肿瘤的组织学分级

密切相关 ,组织学 Ⅰ、Ⅱ、Ⅲ级患者中 c2
erbB22 阳性率分别为27 . 27 %、64 . 71 %

和82 . 61 % ,具有显著性差异 ( P < 0 . 01) ,

但与患者年龄、肿瘤大小及临床分期无

关。另外 ,本文深入研究了 c2erbB22 的

表达程度与腋淋巴结转移状况的关系 ,

全组 81 例行根治术或改良根治术的患

者中 ,出现腋淋巴结转移 56 例。c2erbB2
2 阴性组、低表达组和高表达组的腋淋

巴结转移率分别为 60 . 00 %、50 . 00 %、

81 . 58 % ,高表达组与前两组之间存在统

计学差异 ( P < 0 . 01) ,且在淋巴结阳性患

者中 ,淋巴结的转移数目与 c2erbB22 表

达强度呈正相关 ,见表 1。

2 . 3 　c2erbB22 表达与预后的关系 　在

c2erbB22 阴性组中 5、10、15 年复发及转

移例数分别为 5、5、7 例 ,总生存率为

83 . 33 %、83 . 33 %、76 . 67 % ,而阳性组则

为60 . 00 % (22/ 55) 、43 . 64 % (31/ 55) 和

36 . 36 %(35/ 55) ,两组间均有显著性差

异。另外 ,c2erbB22 阳性的中、高表达组

15 年随访结果表明 ,其预后也存在统计

学差异 , 两组 15 年总生存率分别为

60 . 00 % 和 27 . 50 % (χ2 = 4 . 979 ,

P < 0 . 05)

3 　讨论

在对乳腺癌的研究中 ,人们发现癌

基因 c2erbB22 对其发生、发展起着一定

的作用。c2erbB22 的激活一般是通过基

因扩增实现的 ,该基因只在腺癌中扩增 ,

除胃癌、卵巢癌外 ,c2erbB22 在乳腺癌中

的扩增是其他腺癌的 3 倍。多元分析表

明 ,c2erbB22 基因扩增对乳腺癌预后有

重要意义。作为乳腺癌预后评价因素 ,

c2erbB22 过表达与淋巴结转移具有同等

重要地位 [1 ] 。本研究发现 ,乳腺癌中 c2
erbB22 的阳性表达与淋巴结转移及预后

有高度相关性。对本组 81 例行根治术

或改良根治术的患者分析得出 ,c2erbB22

高表达组患者的淋巴结转移率明显高于

阴性组及中表达组 ( P < 0 . 01) 。另外 ,在

淋巴结阳性的患者中 ,淋巴结转移数目

与 c2erbB22 的表达强度呈正相关 ( P <

0 . 005) 。以上结果表明 c2erbB22 的过表

达与淋巴结的转移状况密切相关 ,在乳

腺癌的发生、发展过程中起一定的作用 ,

为判断乳腺癌侵袭力的指标之一。关于

c2erbB22 与预后的相关性 ,许多学者持

肯定的态度 [2 ] ,本组结果与其相一致。

c2erbB22 阴性组 5、10、15 年的总生存率

与阳性组间均具有统计学差异 ,表明 c2
erbB22 阳性患者不论近期生存率及远期

生存率均较 c2erbB22 阴性者差。另外 ,

即使同为阳性表达 ,但中、高表达程度不

同的乳腺癌其 15 年远期预后也明显不

同。以上结果指出 , c2erbB22 的表达与

否以及表达程度与患者预后密切相关 ,

是判断其术后生存状况及治疗方案的重

要指标。有关 c2erbB22 表达与临床病理

学其他因素的关系 ,各家报道不一。有

研究表明 ,c2erbB22 表达与年龄、肿瘤分

化程度无关 , 而与原发肿瘤体积相

关 [3 ,4 ] 。另有作者指出 ,c2erbB22 与乳腺

癌患者确诊年龄有相关性 ,小于 50 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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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增较常见 [5 ] 。本研究得出 , c2erbB22

表达与肿瘤组织学分级呈正相关 ,但与

患者年龄、肿瘤大小及临床分期无关。

综合分析 ,本研究结果进一步验证了在

乳腺癌中 c2erbB22 的表达与临床病理学

因素及预后均有一定的相关性 ,指出 c2
erbB22 的表达与腋淋巴结转移情况及

15 年远期生存的关系 ,表明 c2erbB22 是

反映乳腺癌细胞侵袭力及判断预后的一

个重要指标 ,为临床选择合理的治疗方

案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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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讯·

第三届全国中青年流行病学工作者学术会议征稿通知

为提高我国流行病学研究水平 ,加强学术交流 ,探讨该学科发展的新思想、新理论和新方法 ,由中华预防

医学会流行病学分会主办、安徽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承办的“第三届全国中青年流行病学工作者学术会

议”定于 2005 年 10 月 12 日～16 日在安徽省合肥市召开。

会议主题 　传承与发展

会议内容 　(1)流行病学新理论、新方法及其应用 ; (2)传染病与非传染病流行病学 ; (3)突发事件流行病

学 ; (4)现场流行病学 ; (5)精神卫生流行病学 ; (6) 临床流行病学 ; (7) 分子流行病学和遗传流行病学 ; (8) 营

养、环境和职业流行病学 ; (9)疾病和公共卫生监测 ; (10) 管理流行病学 ; (11) 计算机技术在流行病学中的应

用等。

稿件要求

(1)具体要求 　请登陆 ht tp :/ / lt x. ahmu. edu. cn。

(2)所有稿件经大会组委会审查合格后 ,推荐至《疾病控制杂志》2005 年第 5 期和第 6 期 (刊号 CN342
1188/ R)刊出 ,按规定收取发表版面费 ;已发表或不发表稿件 ,请注明“只交流不刊出”。

(3)截稿日期 　2005 年 7 月 31 日 (只交流不发表的稿件 2005 年 8 月 31 日) ,投稿时请汇稿件审理费 40

元 ,地址同下。

(4)稿件交送 　E2mail 信箱 :2005epi @163 . com 或 cjdcp @mail . hf . ah. cn ,附件名称中请注明“会议征

文”或连同软盘寄往 :安徽省合肥市梅山路 81 号 ;安徽医科大学《疾病控制杂志》编辑部 许娴 收 (邮编

230032) ,信封正面左下角请注明“会议征文”。联系电话 : (0551) 5161171 ,传真 : (0551) 5118988

会议将设立奖励基金以资助部分地区的优秀论文作者

第三届全国中青年流行病学工作者学术会议筹备组

2005 年 1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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