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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目的 探讨食管癌及癌旁组织中端粒酶活性检测的意义 % 方法 采用 &’( 技术为基础的 )(*& 法检测了

+, 例食管癌及癌旁组织端粒酶活性 % 结果 +, 例食管癌组织中 +- 例端粒酶活性阳性，阳性率为 ./% $0，癌旁组织中

+ 例阳性，阳性率为 /%/0，, 例食管良性组织中 " 例阳性，阳性率为 ""%"0 %食管癌与相应癌旁组织和良性食管组织端

粒酶阳性检测率相比，差异有显著性意义（ ! 1 #%#"）%伴有淋巴结转移的 $! 例食管癌端粒酶阳性检测率为,2%#0，显

著高于未伴有淋巴结转移的阳性率（/"%-0），两者差异有显著性意义（ ! 1 #%#!）% 结论 端粒酶激活与食管癌发生发

展有关，对端粒酶活性进行检测对食管癌的诊断和判断预后有重要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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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的无限增殖是肿瘤的重要生物学特性，近年

来研究表明，端粒酶的活化使分裂的细胞染色体端粒

维持一定的长度，保持染色体的稳定性，细胞就可以

继续分裂增殖，从而形成肿瘤 %已有较多的研究证实

了肿瘤细胞的无限增殖与端粒酶活性的关系，但对于

食管癌方面的研究报道较少 %本文采用 )(*&（ :6J=;T
69@B 96768: 8;7J@>@B8:@=< 79=:=B=J ）技术对食管癌及相应

癌旁组织中端粒酶活性进行测定和研究 %
" 材料与方法

" %" 标本来源

收集 ",,. 年 / 月 W $### 年 . 月手术切除的食管

癌标本 +, 例（* 组）及相应的 +, 例癌旁组织（X 组）

（距癌组织边缘 2B; 以上）、食管良性标本 , 例（’ 组）

（食管平滑肌瘤 - 例，食管疤痕狭窄 + 例，食管穿孔 $
例）%标本液氮速冻，转至 3 .#Y冰箱保存 %所有标本

均经病理学证实 %

" %$ 实验方法

" %$ %" 端粒酶提取：每份标本取 "##;E 组织，液氮速

冻后研磨成粉状，后移至 " %!;J 离心管中，加入 !##!J
预冷的冲洗液，充分混匀后，静置 "# 分钟，-Y 下

"+### 9 Z ;@< 离心 +# 分钟，吸取上清转至另一预冷的

离心管中，3 .#Y冰箱冻存 %
" %$ %$ 端粒酶活性测定：采用 )(*& 3 6O6)I 端粒酶

测定盒（美国 [<B=9 公司），用 )(*& 法检测端粒酶活

性，取裂解上清液 !!J 含引物反应混 合 液 $!!J，水

$#!J 反应 +# 分钟，,-Y灭活 ! 分钟，于 &’( 循环仪中

进入 &’( 扩增，扩增条件：,-Y变性 $ 分钟，,!Y -#
秒，!#Y -# 秒，/$Y !# 秒，共 +# 个循环 % 取 "#!J
&’( 产物，在 "# 0聚丙烯酰胺凝胶上电泳分离，4
线下放射自显影，出现 2 S7 梯形带结果为阳性，以反

应混合物不加蛋白提取物为阴性对照 %
" %+ 统计学方法 采用"

$ 检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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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

! "# 端粒酶活性检测结果

$% 例食管癌组织中有 $& 例端粒酶活性阳性，阳

性率为 ’()!*，其 $% 例癌旁组织中 $ 例端粒酶活性

阳性，阳性率为 ( " (*，两组比较差异有显著性意义

（ ! + ,",#）" % 例食管良性组织中 # 例端粒酶活性阳

性，阳性率为 ## " #*，与食管癌组比较差异有显著性

意义（! + ,",#）（见表 #）"

表 # $ 组组织标本端粒酶活性测定结果

-./"# 0123452 67 5146819.21 .:5;<;5= ;> 5?911 @963A2

分组 B 阳性例数（*）

食管癌组织（C） $% $&（’()!） C 与 D ! + ,",#
癌旁组织（D） $% $（()(）

食管良性病变（E） % #（##)#） C 与 E ! + ,",#

! "! 食管癌端粒酶活性与淋巴结转移的关系

$% 例食管癌中，其中 !F 例伴有淋巴结转移的标

本中 !& 例端粒酶活性呈阳性，阳性率为 %G ",*；而在

#& 例未伴有淋巴结转移的标本中有 #, 例端粒酶活

性呈阳性，阳性率为 (# "& *，两者比较差异有显著性

意义（! + ,",F）"
$ 讨论

无限增殖是肿瘤细胞的重要生物学特性，也是肿

瘤难以治愈的原因之一 "然而人类随着进化已逐渐建

立起一系列复杂的抑制细胞无限增殖的平衡机制，其

中之一是凋亡，另一个就是端粒的进行性缩短，使细

胞老化、死亡 "端粒是生物细胞染色体末端的一种特

殊结构，人端粒由 G 碱基重复序列（--CHHH）和端粒

结合蛋白组成，端粒随细胞分裂而进行性缩短，当缩

短到一定程度时，细胞即停止分裂，开始衰老，因此有

人将端粒的缩减比作是调节细胞寿命的“生物钟”"近
年来研究发现，端粒的不断缩短和丢失可阻止细胞的

无限增殖，而端粒酶的活化又可在细胞染色体末端不

断合成端粒系列，维持端粒的长度，使细胞成为“永生

化细胞”或癌细胞［#］" 自 #%’F 年 D4.:I/39> 和 H91;J19
发现端粒酶以来，直到 #%%G 年人们才真正意识到端

粒酶在肿瘤发生发展中的重要性 "端粒酶是一种核糖

蛋白体，具有逆转录酶活性，能以自身的组分为模板，

从头合成端粒，以补偿细胞分裂时染色体的缩短［!］"
近年来，国内外已采用 -0CK 技术检测出乳腺

癌、头颈部鳞癌、肝癌、胰腺癌等组织中端粒酶活性增

高，而在邻近正常组织或良性病变中端粒酶基本上不

能检出或低表达［$ L F］"本文应用 -0CK 方法检测了食

管癌及癌旁组织和食管良性病变中端粒酶的活性，发

现在食管癌组织中端粒酶活性高表达，其阳性率为

’( "!*，而在癌旁组织中为 ( " (*，在良性食管病变

中仅为 ## " #*，表明端粒酶活性表达与食管癌有高

度的特异性关系 "肿瘤组织端粒酶活性与淋巴结转移

的关系尚无明确的定论 " M?.=［G］等发现在乳腺肿瘤

中端粒酶活性与淋巴结转移及预后无关 "我们在食管

癌中的检测发现，端粒酶的活性与食管的淋巴结转移

有密切关系 "所以检测食管癌中端粒酶的活性对预后

的判断可能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
目前关于食管癌中癌基因和抑制基因的研究较

多，虽然食管癌的发生发展已被证实为不同时期不同

癌基因的激活和 N或抑癌基因的失活，但最终的结果

都表现为肿瘤细胞的无限增殖，而端粒酶的激活可能

是食管癌细胞得以无限增殖的必不可少的步骤，是许

多不同组织学类型细胞通向癌变的共同通路 "正是由

于人类肿瘤端粒酶 0BC 结构的一致性，所以针对端

粒酶的研究可能比单纯针对某个癌基因、抑癌基因的

研究具有更广阔的前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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