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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无报道。技术可行：课题所用实验技术，在本科室有扎实的技术支持，研究者已掌握大部分技术。

【创新性】　ＤＡＴＳ对宫颈癌的作用及诱导ＥＲＫ／ＮＦκＢ凋亡通路和自噬通路无报道，具有理论创新性；完善

ＤＡＴＳ的抑癌机制，为研发新抗癌药物提供理论基础，具有实践创新性。

　　关键词：宫颈癌；ＤＡＴＳ；ＥＲＫ；ＮＦκＢ；凋亡；自噬

犅犛４７

辛辣物质对肺癌细胞增殖侵袭的影响研究

刘　扬，王秀丽，王晓雨，赵宣植；指导教师：李晓蕾

哈尔滨医科大学大庆校区２０１２级护理学

　　【立论依据】　辛辣食物是不少人的偏爱，对于食欲不振及消化不良，辛辣食物有健胃、助消化的功能，风寒感

冒时，辛辣物质可增强辛温解表药的作用。目前英国学者研究发现辣椒素能够杀死培养的癌细胞，但是否对人体

癌细胞有杀伤力还无试验证明，而中医对于肿瘤病人的饮食要求忌辛辣。癌症的发病就中医角度来解释，不外正

虚与邪实，正虚可为气、血、阴、阳失调，邪实则有外感与内伤之分，外感六淫（风、寒、暑、湿、燥、火）侵袭人体与内伤

（痰瘀、湿毒、气滞、郁热），在治疗癌症与饮食调理方面宜选用健脾和胃、气血双补、凉血解毒、滋补肝肾之品，不宜

食用刺激性食物和燥热生痰的食物，如辣椒、葱姜蒜等。所以，对于肿瘤来说，辛辣物质是好、是坏，仍是一个问题。

【设计思路】　本课题拟通过不同剂量辣椒素、大蒜素、姜黄素处理肺癌细胞，比较不同组间肺癌细胞的增殖和

侵袭能力；裸鼠皮下注射肺癌细胞使局部成瘤，同时分组给予不同剂量的辣椒素，３０ｄ后测量肿瘤形成的大小，探

讨不同剂量的辛辣物质对肺癌的影响。

【实验内容】　（１）Ａ５４９人肺癌细胞系应用不同辛辣物质处理，分别分为辣椒素、大蒜素、姜黄素高、中、低和空

白对照组，共１２组；（２）各组处理后２４、４８、７２、９６ｈ分别 ＭＴＴ测细胞增殖能力，划痕实验测其侵袭能力，提取蛋

白，蛋白质印迹检测增殖相关蛋白ＰＣＮＡ、Ｋｉ６７和侵袭相关蛋白 ＭＭＰ２、ＭＭＰ９的表达；（３）裸鼠２０只１×１０６／ｍＬ

Ａ５４９细胞同一时间皮下注射，分为４组，对照组和大蒜素高中低剂量组，饲养３０ｄ后比较每组肿瘤形成的大小。

【材料】　实验仪器：细胞培养箱、酶标仪、电泳仪、光学显微镜等；试剂：辣椒素、大蒜素、姜黄素、ＤＭＥＭ 培养

液、胎牛血清、ＭＴＴ试剂盒等。

【可行性】　实验所需动物、药品、试剂、耗材均已购得；本课题所涉及方法和技术课题组同学均已掌握并可独

立完成；预实验已进行２０ｄ，实验中观察到不同浓度大蒜素对肺癌细胞的增殖能力影响不同，高剂量组明显抑制肺

癌细胞的增殖，而低剂量组却促进肺癌细胞增殖。

【创新性】　已有研究证实辛辣物质对培养的癌细胞有杀伤作用，但小剂量和大剂量的辛辣物质对癌细胞增殖

和侵袭的影响是否不同未见报道，本研究首次探讨不同剂量的辣椒素、大蒜素、姜黄素对肺癌细胞增殖和侵袭的影

响，明确辛辣物质对肿瘤是好还是坏，研究设计具有一定的创新性。

　　关键词：辣椒素；肺癌；增殖；侵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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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皮脂肪酶相互作用蛋白的筛选、鉴定及在胃癌诊断应用的初

步研究

徐天妮，汤晓强；指导教师：李　凡

吉林大学２０１１级临床医学院医学试验班

　　【立论依据】　内皮脂肪酶（ＥＬ）是一类磷脂酶，以同源二聚体的结构在人体血浆中存在，参与高密度脂蛋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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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谢，最终以单体结构通过肾小球的滤过进入尿液。前期研究发现胃癌患者尿液中的ＥＬ含量明显低于正常人，

胃癌患者血液中ＥＬ代谢终产物以二聚体形式存在。因此，我们推测正常人血液中可能存在与ＥＬ蛋白靶向锚定

的蛋白，可将血液中的ＥＬ二聚体降解为单体。而胃癌患者血液中由于缺少这一靶蛋白，致使ＥＬ二聚体无法分解

为单体从尿液中排除。因此，本课题拟在血液中寻找ＥＬ相互作用蛋白并分析其对ＥＬ二聚体的降解作用，为寻找

胃癌早期诊断和治疗的靶标提供重要理论依据。

【设计思路】　首先筛选正常人和胃癌患者血液中与ＥＬ蛋白相互作用的靶蛋白；然后检测靶蛋白在正常人及

胃癌患者组织、血液及尿液中的差异性表达；分析靶蛋白表达与ＥＬ二聚体表达的相关性，以及靶蛋白的表达水平

与临床病例信息的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分析靶蛋白与肿瘤大小、肿瘤分期和预后的相关性。

【实验内容】　（１）免疫沉淀及质谱分析技术钓取正常人和胃癌患者血液中与ＥＬ蛋白相互的诱饵蛋白。（２）

蛋白质印迹及免疫组化技术测定靶蛋白在临床样本蛋白表达水平，分析靶蛋白表达水平与ＥＬ二聚体表达水平的

相关性。（３）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靶蛋白与肿瘤大小、肿瘤分期和预后等病例信息的相关性。

【材料】　正常人及胃癌患者的组织、血液及尿液标本。免疫沉淀、质谱分析、蛋白质印迹及免疫组化等试验的

相关耗材。

【可行性】　前期工作已证明胃癌患者与正常人血液中ＥＬ二聚体的结构及表达量的差异是导致胃癌患者尿

液中的ＥＬ含量明显降低的主要原因，此外项目组前期已经建立了基于免疫沉淀技术及质谱技术的靶蛋白调取体

系及硬件设施，具有完成本实验的能力。

【创新性】　首次对尿液中筛选出的可以用于胃癌早期诊断的标志物ＥＬ在机体出现差异表达的机制进行深入

分析；通过ＥＬ蛋白相互作用的靶蛋白的筛选及功能分析，为开发肿瘤早期诊断和治疗的靶标提供重要理论依据。

　　关键词：ＥＬ；免疫沉淀；胃癌；蛋白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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犕犻犚１２４通过调控犛犿犪犱４促进犆６胶质瘤细胞凋亡的研究

张泽川１，龚巧云２；指导教师：池光范

１．吉林大学２０１２级临床医学

２．吉林大学２０１０级临床医学试验班

　　【立论依据】　胶质瘤是中枢神经系统肿瘤中最常见的恶性肿瘤。由于外科技术难以做到病理学上的全切除，

术后复发率非常高。在前期实验中我们发现Ｃ６胶质瘤细胞ｍｉＲ１２４含量显著低于与正常大鼠大脑组织，且转染

ｍｉＲ１２４后，Ｃ６胶质瘤细胞数明显减少。我们应用ｍｉｃｒｏＲＮＡ靶基因信息软件查到ｓｍａｄ４的ｍＲＮＡ与ｍｉＲ１２４

３ｐ有３个结合位点，ｓｍａｄ４可能是ｍｉＲ１２４的靶基因。由此推测 ｍｉＲ１２４可能通过抑制ｓｍａｄ４的蛋白表达对胶

质瘤细胞起作用。

【设计思路】　本实验以大鼠Ｃ６胶质瘤细胞为研究对象，通过人为转染ｍｉＲ１２４，分析其对ｓｍａｄ４蛋白表达的

影响，并确定ｓｍａｄ４为ｍｉＲ１２４新靶基因，从而探索ｍｉＲ１２４对促进Ｃ６胶质瘤细胞凋亡的新作用机制。

【实验内容】　（１）通过ｑＲＴＰＣＲ检测正常大鼠大脑、Ｃ６胶质瘤细胞、转染后的Ｃ６胶质瘤细胞中 ｍｉＲ１２４的

表达水平。（２）转染外源ｍｉＲ１２４观察Ｃ６胶质瘤细胞的生长状态。（３）结合蛋白质印迹和ＴＵＮＥＬａｓｓａｙ方法，比

较分析ｍｉＲ１２４转染前和后Ｃ６胶质瘤细胞凋亡差异。（４）通过ｑＲＴＰＣＲ检测比较分析转染ｍｉＲ１２４前后Ｃ６胶

质瘤细胞中ｓｍａｄ４ｍＲＮＡ的表达变化。（５）用蛋白质印迹检测转染ｍｉＲ１２４前后的Ｃ６胶质瘤细胞中Ｓｍａｄ４表达

变化。（６）以ｓｉＲＮＡＳｍａｄ４抑制ｓｍａｄ４基因的表达后，再转染 ｍｉＲ１２４ｍｉｍｉｃ，通过蛋白质印迹和细胞荧光染色方

法比较分析细胞增殖的变化。

【材料】　Ｃ６胶质瘤细胞，Ｌｉｐｏ２０００脂质体，ｍｉＲ１２４ｍｉｍｉｃ，实时ＰＣＲ仪，超净台，孵箱，相差显微镜，荧光显

微镜，ＰＣＲ相关试剂，蛋白质印迹相关试剂，ＴＵＮＥＬａｓｓａｙ试剂盒，Ｓｍａｄ４抗体等。

【可行性】　前期研究已证实人工转染ｍｉＲ１２４后其细胞数明显降低，ｓｍａｄ４的蛋白水平下调；通过ｍｉｃｒｏＲＮ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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