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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腺癌患者血清 ＣＹＦＲＡ２１－１ ＴＫ１ 及 ＣＡ１５－３
表达与预后相关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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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大学附属中山医院乳腺甲状腺外科ꎬ　 辽宁　 大连　 １１６００１)

【摘　 要】 目的:探讨血清 Ｃ 角蛋白 １９ 片段抗原 ２１－１(ＣＹＦＲＡ２１－１)、血清胸苷激酶 １(ＴＫ１)、及糖

链抗原 １５－３(ＣＡ１５－３)在乳腺癌患者中表达及其与预后相关性分析ꎮ 方法:回顾性分析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间收治的 ９０ 例乳腺癌患者(乳腺癌组)临床资料ꎬ并选取同期良性乳腺肿瘤患者 ５０ 例作为

对照组ꎮ 比较两组血清 ＣＹＦＲＡ２１－１、ＴＫ１ 及 ＣＡ１５－３ 指标水平及阳性率ꎬ分析乳腺癌组 ３ 年复发转移

情况ꎬ应用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ｓ 回归分析 ＣＹＦＲＡ２１－１、ＴＫ１ 及 ＣＡ１５－３ 指标水平与乳腺癌预后的相关性ꎮ 结果:①
乳腺癌组血清 ＣＹＦＲＡ２１－１、ＴＫ１ 及 ＣＡ１５－３ 指标水平和指标阳性率均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ꎻ②复发组

ＣＹＦＲＡ２１－１、ＴＫ１ 及 ＣＡ１５－３ 指标水平高于未复发组(Ｐ<０.０５)ꎬ转移组 ＣＹＦＲＡ２１－１、ＴＫ１ 及 ＣＡ１５－３ 指

标水平高于未转移组(Ｐ<０.０５)ꎻ③Ｓｐｅａｒｍａｎ 相关性分析显示:ＣＹＦＲＡ２１－１、ＴＫ１ 及 ＣＡ１５－３ 指标水平均

与乳腺癌复发、转移存在正相关关系(Ｐ<０.０５)ꎮ 结论:血清 ＣＹＦＲＡ２１－１、ＴＫ１ 及 ＣＡ１５－３ 指标水平高表

达与乳腺癌发生、术后复发转移相关ꎬ可有效预测术后复发转移ꎮ
【关键词】 　 乳腺癌ꎻ　 Ｃ 角蛋白 １９ 片段抗原 ２１－１ꎻ　 胸苷激酶 １ꎻ　 糖链抗原 １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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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ＹＦＲＡ２１－１)ꎬ ｓｅｒｕｍ ｔｈｙｍｉｄｉｎｅ ｋｉｎａｓｅ １ (ＴＫ１) ａｎｄ ｃａｒｂｏｈｙｄｒａｔｅ ａｎｔｉｇｅｎ １５－３ (ＣＡ１５－３) ｉ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ｂｒｅａｓｔ ｃａｎｃｅｒ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ｗｉｔｈ ｐｒｏｇｎｏｓｉｓ. Ｍｅｔｈｏｄｓ:Ｔｈｅ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ｄａｔａ ｏｆ ９０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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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ｙｚｅｄ. Ａｎｏｔｈｅｒ ５０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ｂｅｎｉｇｎ ｂｒｅａｓｔ ｔｕｍｏｒｓ ａｔ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ｔｉｍｅ ｐｅｒｉｏｄ ｗｅｒｅ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ａｓ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
Ｔｈｅ ｌｅｖｅｌｓ ａｎｄ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ｒａｔｅｓ ｏｆ ｓｅｒｕｍ ＣＹＦＲＡ２１ － １ꎬ ＴＫ１ ａｎｄ ＣＡ１５ － ３ ｗｅｒｅ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ｔｗｏ
ｇｒｏｕｐｓ. Ｔｈｅ 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ｍｅｔａｓｔａｓｉｓ ａｔ ３ ｙｅａｒｓ ｗｅｒｅ ｒｅｃｏｒｄｅｄ ｉｎ ｂｒｅａｓｔ ｃａｎｃｅｒ ｇｒｏｕｐ. Ｔｈｅ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ｌｅｖｅｌｓ ｏｆ ＣＹＦＲＡ２１－１ꎬ ＴＫ１ ａｎｄ ＣＡ１５－３ ａｎｄ ｐｒｏｇｎｏｓｉｓ ｏｆ ｂｒｅａｓｔ ｃａｎｃｅｒ ｗａｓ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 ｂｙ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ａ￣
ｎａｌｙｓｉｓ. Ｒｅｓｕｌｔｓ:Ｔｈｅ ｌｅｖｅｌｓ ａｎｄ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ｒａｔｅｓ ｏｆ ｓｅｒｕｍ ＣＹＦＲＡ２１－１ꎬ ＴＫ１ ａｎｄ ＣＡ１５－３ ｉｎ ｂｒｅａｓｔ ｃａｎｃｅｒ ｇｒｏｕｐ
ｗｅｒｅ ｈｉｇ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ｏｓｅ ｉｎ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 (Ｐ<０.０５) . Ｔｈｅ ｌｅｖｅｌｓ ｏｆ ＣＹＦＲＡ２１－１ꎬ ＴＫ１ ａｎｄ ＣＡ１５－３ ｉｎ ｒｅｃｕｒ￣
ｒｅｎｃｅ ｇｒｏｕｐ ｗｅｒｅ ｈｉｇ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ｏｓｅ ｉｎ ｎｏｎ－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ｇｒｏｕｐ (Ｐ<０.０５)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ｅｖｅｌｓ ｏｆ ＣＹＦＲＡ２１－１ꎬ ＴＫ１
ａｎｄ ＣＡ１５－３ ｉｎ ｍｅｔａｓｔａｓｉｓ ｇｒｏｕｐ ｗｅｒｅ ｈｉｇ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ｏｓｅ ｉｎ ｎｏｎ－ｍｅｔａｓｔａｓｉｓ ｇｒｏｕｐ (Ｐ<０.０５) . Ｓｐｅａｒｍａｎ ａｎａｌｙ￣
ｓｉｓ ｓｈｏｗｅ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ｌｅｖｅｌｓ ｏｆ ＣＹＦＲＡ２１－１ꎬ ＴＫ１ ａｎｄ ＣＡ１５－３ ｗｅｒｅ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ｌｙ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ｍｅｔａｓｔａｓｉｓ ｏｆ ｂｒｅａｓｔ ｃａｎｃｅｒ (Ｐ<０.０５) .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Ｔｈｅ ｈｉｇｈ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ｌｅｖｅｌｓ ｏｆ ｓｅｒｕｍ ＣＹＦＲＡ２１－１ꎬ ＴＫ１
ａｎｄ ＣＡ１５－３ ａｒ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ꎬ 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ｍｅｔａｓｔａｓｉｓ ｏｆ ｂｒｅａｓｔ ｃａｎｃｅｒꎬ ａｎｄ
ｃａｎ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ｐｒｅｄｉｃｔ ｔｈｅ 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ｍｅｔａｓｔａｓｉ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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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Ｂｒｅａｓｔ ｃａｎｃｅｒꎻ　 Ｃ ｃｙｔｏｋｅｒａｔｉｎ １９ ｆｒａｇｍｅｎｔ ａｎｔｉｇｅｎ ２１－１ꎻ　 Ｔｈｙｍｉｄｉｎｅ ｋｉｎａｓｅ １ꎻ　 Ｃａｒ￣
ｂｏｈｙｄｒａｔｅ ａｎｔｉｇｅｎ １５－３

　 　 乳腺癌是发病率和死亡率均最高的女性恶性肿

瘤ꎬ且相关流行病学资料显示ꎬ近年来乳腺癌的发病率

和死亡率仍呈现逐年上升趋势[１]ꎮ 与其他恶性肿瘤

类似ꎬ及早诊治对改善乳腺癌患者预后状况意义重

大[２]ꎮ 临床常用影像学及病理检查诊断乳腺癌ꎬ对预

测患者预后状况价值也有限ꎮ 血清标志物是近年来相

关领域研究热点ꎬ已有研究显示 Ｃ 角蛋白 １９ 片段抗原

２１－１(ＣＹＦＲＡ２１－１)、糖链抗原 １５－３(ＣＡ１５－３)等指标

水平变化与乳腺癌术后转移相关[３]ꎮ 本研究回顾性

分析 ９０ 例乳腺癌患者病例资料ꎬ以探究血清 ＣＹ￣
ＦＲＡ２１－１、血清胸苷激酶 １(ＴＫ１)、及 ＣＡ１５－３ 在乳腺

癌患者中表达及其与预后相关性分析ꎬ现报告如下ꎮ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回顾性分析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间收治的 ９０ 例乳腺癌患者(乳腺癌组)临床资料ꎬ
并选取同期良性乳腺肿瘤患者 ５０ 例作为对照组ꎮ 纳

入标准:患者均经病理检查确诊ꎬ术前均未行放化疗及

内分泌治疗者ꎻ年龄>１８ 岁者ꎻ临床资料完整ꎻ经我院

伦理委员会审核通过ꎮ 排除标准:合并其他恶性肿瘤ꎬ
严重器官功能不全者ꎮ 对照组:５０ 例良性乳腺肿瘤患

者均为女性ꎬ年龄 ３５~６９ 岁、平均年龄(４４.４１±１０.３１)
岁ꎬ疾病类型:乳腺纤维腺瘤 ４６ 例、乳腺囊肿 ４ 例ꎮ 乳

腺癌组:９０ 例乳腺癌患者均为女性、年龄 ３２~６８ 岁、平
均年龄(４５.８５±１１.５９)岁ꎬ肿瘤大小:病灶直径≤２.０ｃｍ
者 １２ 例、直径 ２.０ｃｍ~５.０ｃｍ 者 ７２ 例ꎬ>５.０ｃｍ 者 ６ 例ꎬ
肿瘤分期(依据国际抗癌联合会 ２００３ 版乳腺癌 ＴＮＭ
分期[４]):Ⅰ期 ２５ 例、Ⅱ期 ３８ 例、Ⅲ期 ２３ 例、Ⅳ期 ４
例ꎬ存在腋窝淋巴结转移者 ３２ 例ꎮ 根据随访 ３ 年预后

结果ꎬ乳腺癌组复发 ２２ 例(复发组)ꎬ年龄 ３５ ~ ６８ 岁、
平均年龄(４６.０１±１１.６８)岁ꎬ无复发 ６８ 例(未复发组)ꎬ
年龄 ３２~６７ 岁、平均年龄(４５.８４±１１.２０)岁ꎻ转移 １７ 例

(转移组)ꎬ年龄 ３３ ~ ６８ 岁、平均年龄(４５.２８±１１.０２)
岁ꎬ未转移 ７３ 例(未转移组)ꎬ年龄 ３２ ~ ６８ 岁、平均年

龄(４５.５６±１１.８２)岁ꎬ各组间年龄对比ꎬ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ꎮ
１.２　 评估方法:患者治疗前均采集静脉血ꎬ使用酶联

免疫法(ＥＬＩＳＡ)测定患者 ＣＹＦＲＡ２１－１、ＴＫ１ 及 ＣＡ１５－
３ 血清指标水平ꎬ试剂盒均由杭州江莱 ＥＬＩＳＡ 研究所

提供ꎬ使用 Ｅ６０１ 型电化学发光免疫分析仪(豪夫迈
罗氏公司生产)ꎬ试验检测严格按照说明进行ꎬ质控均

在范围内ꎮ

１.３　 评估标准:阳性判定标准:以 ＣＹＦＲＡ２１ － １ > ２.
５μｇ / Ｌ[５]、ＴＫ１>２.０ｐｍｏＬ / Ｌ[６]、ＣＡ１５－３>２５ｋＵ / Ｌ[５]为阳

性ꎮ
１.４　 观察指标:比较两组血清 ＣＹＦＲＡ２１－１、ＴＫ１ 及

ＣＡ１５－３ 指标水平及阳性率ꎬ分析乳腺癌组 ３ 年复发

转移情况ꎬ分析 ＣＹＦＲＡ２１－１、ＴＫ１ 及 ＣＡ１５－３ 指标水

平与乳腺癌预后的相关性ꎮ
１.５　 统计学方法:采用 ＳＰＳＳ１９.０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

分析ꎬ计量数据以平均数±标准差(ｘ±ｓ)表示ꎬ行 ｔ 检验

或单因素方差分析ꎬ计数数据以 ｎ(％)表示ꎬ行 χ２ 检

验ꎬ相关性分析采用 Ｓｐｅａｒｍａｎ 相关分析法ꎬＰ<０.０５ 表

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ꎮ
２　 结　 果

２.１　 两组血清 ＣＹＦＲＡ２１－１、ＴＫ１ 及 ＣＡ１５－３ 指标水

平对比:乳腺癌组血清 ＣＹＦＲＡ２１－１、ＴＫ１ 及 ＣＡ１５－３
指标水平均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ꎬ见表 １ꎮ

表 １　 两组血清 ＣＹＦＲＡ２１－１ ＴＫ１ 及
ＣＡ１５－３ 指标水平对比(ｘ±ｓ)

组别 ｎ
ＣＹＦＲＡ２１－１
(μｇ / Ｌ)

ＴＫ１
(ｐｍｏＬ / Ｌ)

ＣＡ１５－３
(ｋＵ / Ｌ)

乳腺癌组 ９０ ６.９１±１.２８ ２.５２±０.１３ ３６.９９±７.９３

对照组 ５０ １.２６±０.３７ １.１３±０.１０ ７.４７±２.１３

ｔ ３０.４６９ ６５.５５８ ２５.７７３

Ｐ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２.２　 两组血清指标阳性率对比:乳腺癌组血清 ＣＹ￣
ＦＲＡ２１－１、ＴＫ１ 及 ＣＡ１５－３ 指标阳性率均高于对照组

(Ｐ<０.０５)ꎬ见表 ２ꎮ

表 ２　 两组血清指标阳性率对比 ｎ(％)

组别 ｎ ＣＹＦＲＡ２１－１ ＴＫ１ ＣＡ１５－３

乳腺癌组 ９０ ７１(７８.８９) ７２(８０.００) ７４(８２.２２)

对照组 ５０ ９(１８.００) ７(１４.００) ７(１４.００)

χ２ ４８.６６０ ５６.９４７ ６１.３５６

Ｐ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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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不同预后乳腺癌患者血清指标水平对比:复发组

ＣＹＦＲＡ２１－１、ＴＫ１ 及 ＣＡ１５－３ 指标水平高于未复发组

(Ｐ<０.０５)ꎬ转移组 ＣＹＦＲＡ２１－１、ＴＫ１ 及 ＣＡ１５－３ 指标

水平高于未转移组(Ｐ<０.０５)ꎬ见表 ３ꎮ

表 ３　 不同预后乳腺癌患者血清指标水平对比(ｘ±ｓ)

指标
复发组

(ｎ＝ ２２)
未复发组

(ｎ＝ ６８)
ｔ Ｐ

转移组

(ｎ＝ １７)
未转移组

(ｎ＝ ７３)
ｔ Ｐ

ＣＹＦＲＡ２１－１(μｇ / Ｌ) ６.５７±１.７０ ２.８０±０.７３ １４.６８６ <０.００１ ６.１０±１.５８ ３.２３±０.７２ １１.３７３ <０.００１

ＴＫ１(ｐｍｏＬ / Ｌ) ２.５１±０.２２ １.７４±０.２０ １５.３１７ <０.００１ ２.５３±０.０５ １.９８±０.１４ １５.９０４ <０.００１

ＣＡ１５－３(ｋＵ / Ｌ) ３１.８８±７.１２ ２６.０８±５.６８ ３.９０５ <０.００１ ３３.３５±７.３４ ２８.５０±４.２６ ３.６８０ <０.００１

２.４　 血清指标与乳腺癌预后的相关性分析:Ｓｐｅａｒｍａｎ
相关性分析显示:ＣＹＦＲＡ２１－１、ＴＫ１ 及 ＣＡ１５－３ 指标

水平均与乳腺癌复发、转移存在正相关关系( Ｐ < ０.
０５)ꎬ见表 ４、５ꎮ

表 ４　 血清指标与乳腺癌复发的相关性分析

指标 ＣＹＦＲＡ２１－１ ＴＫ１ ＣＡ１５－３

ｒ ０.７１１ ０.７４１ ０.４０９

Ｐ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表 ５　 血清指标与乳腺癌转移的相关性分析

指标 ＣＹＦＲＡ２１－１ ＴＫ１ ＣＡ１５－３

ｒ ０.５０８ ０.６３３ ０.３８２

Ｐ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３　 讨　 论

随着医疗技术的进展ꎬ乳腺癌治疗多采取多种治

疗方案相结合的综合疗法ꎬ对改善患者预后及延长其

生存期有益[７]ꎮ 但目前仍无确定的最佳辅助治疗方

案ꎬ且受限于早期诊断率和医疗资源ꎬ乳腺癌复发转移

率仍较高ꎮ 有文献指出ꎬ我国女性乳腺癌患者复发率

可达 ５％~３０％[８]ꎮ 术后定期随访以早期发现肿瘤复

发转移ꎬ有利于提前采取干预措施ꎬ以延长患者生存

期ꎮ 既往有较多研究显示ꎬ有相当比例复发转移乳腺

癌患者在随访期间存在血清肿瘤标记物异常增高ꎬ可
先于典型影像学或临床表现出现ꎮ 有学者建立多因素

Ｃｏｘ 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后分析发现ꎬ腋窝淋巴结阳性、
ＣＡ１５－３ 阳性是乳腺癌患者术后复发的独立危险因

素ꎮ 有研究表明ꎬＣＹＦＲＡ２１－１ 和 ＴＫ１ 水平升高与乳

腺癌分期升高有关[９]ꎮ 国内研究较少关注 ＣＹＦＲＡ２１－
１、ＴＫ１ 与乳腺癌预后的关系ꎬ本研究探讨各血清指标

水平与乳腺癌术后复发转移的相关性ꎮ
ＣＹＦＲＡ２１－１ 是细胞角蛋白 １９ 片段ꎬ广泛分布于

正常组织表面及单层上皮细胞ꎬ正常情况下表达水平

非常低ꎬ当组织癌变时激活的蛋白酶加速角蛋白降解ꎬ
更多的 ＣＹＦＲＡ２１－１ 释放入血[１０]ꎮ ＴＫ１ 是细胞质胸苷

激酶ꎬ是细胞嘧啶代谢合成补救途径的关键酶之一ꎬ其
水平增高提示细胞增殖ꎬ在正常的细胞增殖中血清

ＴＫ１ 极低ꎬ但乳腺癌患者机体内 Ｓ 期至 Ｇ２ 期细胞比

例高ꎬ因此血清 ＴＫ１ 异常增高ꎮ ＣＡ１５－３ 器官特异性

较强ꎬ当乳腺组织癌变时ꎬ细胞骨架会从表面脱离ꎬ使
血清 ＣＡ１５－３ 含量升高ꎮ 本研究结果显示ꎬＣＹＦＲＡ２１
－１、ＴＫ１ 及 ＣＡ１５－３ 在乳腺良性肿瘤和乳腺癌患者机

体中均有表达ꎬ但乳腺癌各血清指标水平较良性患者

高ꎬ且各指标阳性率均高于对照组ꎮ 这提示 ＣＹＦＲＡ２１
－１、ＴＫ１ 及 ＣＡ１５－３ 高表达与乳腺癌发生也有关联ꎬ与
张青[１１]等学者论述一致ꎮ

本研究结果还显示ꎬ乳腺癌术后无复发转移者

ＣＹＦＲＡ２１－１、ＴＫ１ 及 ＣＡ１５－３ 指标水平均明显低于复

发组、转移组ꎮ Ｓｐｅａｒｍａｎ 相关性分析结果发现ꎬＣＹ￣
ＦＲＡ２１－１、ＴＫ１ 及 ＣＡ１５－３ 指标水平均与乳腺癌复发、
转移存在正相关关系ꎬ即各血清指标水平越高ꎬ患者术

后复发转移风险越高ꎮ ＴＫ１ 在复发和转移的相关性分

析中ꎬｒ 值>０.６ꎬ相关性强ꎮ ＣＹＦＲＡ２１－１、ＴＫ１ 及 ＣＡ１５
－３ 在正常人群机体水平均较低ꎬ而乳腺癌患者病理分

期越高上述血清指标水平越高ꎬ乳腺癌患者行病灶切

除手术和辅助治疗后ꎬ指标水平下降ꎮ 但当机体内残

留的微小病灶复发或发生转移时ꎬ机体内 Ｓ 期至 Ｇ２
期细胞比例再次增高ꎬ并促使角蛋白降解增多和糖类

抗原上升ꎬＣＹＦＲＡ２１－１、ＴＫ１ 及 ＣＡ１５－３ 则随之增高ꎮ
综上所述ꎬＣＹＦＲＡ２１－１、ＴＫ１ 及 ＣＡ１５－３ 在乳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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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ｉＲＮＡ 靶向抑制 Ｎｏｘ２ 在阿霉素致人皮肤成纤维细胞
损伤中的作用及机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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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 ｓｉＲＮＡ 靶向抑制 Ｎｏｘ２ 在阿霉素致人皮肤成纤维细胞损伤中的作用及机制ꎮ
方法:构建阿霉素致人皮肤成纤维细胞损伤模型ꎬ检测阿霉素处理的细胞中 Ｎｏｘ２ 蛋白质的表达ꎮ 根据

实验设计分为正常组、单纯 ｓｉＲＮＡ－Ｎｏｘ２ 转染组、阿霉素模型组及 ｓｉＲＮＡ－Ｎｏｘ２ 转染＋阿霉素处理组ꎮ 四

甲基偶氮唑蓝(ＭＴＴ)法检测细胞存活率ꎻ超氧化物歧化酶(ＳＯＤ)、丙二醛(ＭＤＡ)和活性氧(ＲＯＳ)试剂

盒检测细胞氧化应激水平ꎮ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ｂｌｏｔｔｉｎｇ 法检测 ｓｉＲＮＡ 靶向抑制 Ｎｏｘ２ 对阿霉素诱导的细胞凋亡的

影响ꎮ 结果:Ｗｅｓｔｅｒｎ ｂｌｏｔｔｉｎｇ 结果表明ꎬ与正常组相比ꎬ阿霉素模型组细胞 Ｎｏｘ２ 蛋白质水平明显升高ꎬ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ꎮ ＭＭＴ 法检测结果提示ꎬ相较于阿霉素模型组ꎬｓｉＲＮＡ－Ｎｏｘ２ 转染可提高

细胞增殖能力和存活率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ꎮ 与阿霉素模型组相比ꎬｓｉＲＮＡ 转染＋阿霉素组细

胞 ＭＤＡ 和 ＲＯＳ 水平降低ꎬＳＯＤ 活性升高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ꎮ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ｂｌｏｔｔｉｎｇ 结果表明ꎬｓｉＲ￣
ＮＡ－Ｎｏｘ２ 转染可显著降低阿霉素诱导的细胞凋亡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ꎮ 结论:ｓｉＲＮＡ 靶向抑

制 Ｎｏｘ２ 保护阿霉素诱导的人皮肤成纤维细胞损伤ꎬ其机制与降低胞内氧化应激和 ＲＯＳ 水平有关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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