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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Ｗｉｌｍｓ瘤是儿童最常见的肾脏恶性肿瘤。随着各项医疗手段的发展，Ｗｉｌｍｓ瘤患儿生存率有了很大提

高。研究表明，Ｗｉｌｍｓ瘤因不同的组织学分型具有不同的预后。加深对肿瘤分子层面的认识能够使我们更好地了解肿

瘤的生物学特性并对不同肿瘤进行区分，以帮助指导儿童Ｗｉｌｍｓ瘤的治疗和预后判断。本文就儿童Ｗｉｌｍｓ瘤在分子分

型标志物研究方面的进展作一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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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Ｗｉｌｍｓ瘤（Ｗｉｌｍｓｔｕｍｏｒ，ＷＴ）是儿童最常见的

肾脏恶性肿瘤，发病率约为１／１０万，在儿童原发腹

腔恶性肿瘤中居第２位，在所有儿童恶性肿瘤中居

第５位，占儿童肾脏肿瘤的９５％
［１］。随着外科手术、

放化疗等综合治疗水平的提高，ＷＴ的总体生存率

较以往有较大提高，达到９０％
［２］，即使发生远处转

移，其１０年生存率也可达７６．６％
［３］。成人 ＷＴ常

因误诊和分期分级不准确而延误治疗，因此预后较

儿童差［４］。儿童ＷＴ患者再发恶性肿瘤的概率较一

般人群高，但是与其他儿童恶性肿瘤相比，其增加的

危险度相对较小［５］。儿童ＷＴ的发病和预后在不同

种族之间存在一定差异［６］，如黑人儿童较白人儿童

更易患 ＷＴ，而西班牙裔患儿预后较其他种

族差［７８］。

肿瘤的发生、发展伴随着分子层面的改变，尽管

目前的组织学分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指导儿童

ＷＴ的治疗和预后判断，但加深对肿瘤分子层面的

认识能够使我们更好地了解肿瘤的生物学特性，通

过分子层面的改变对不同肿瘤进行区分，实现更准

确的分子分型［９］。目前已经发现一些分子标志物可

以作为ＷＴ分子分型的标志物，帮助指导肿瘤的诊

断、治疗及预后判断。本文就儿童 ＷＴ在分子分型

标志物研究方面的进展作一综述。

１　犠犜中基因突变作为犠犜分子分型标志物

在ＷＴ中大约有２３％的肿瘤可以检测到常见

的一些突变，如 Ｗｉｌｍｓｔｕｍｏｒｓｕｐｐｒｅｓｓｏｒｇｅｎｅ１

（犠犜１，１２％）、犠犜犡（３２％）、犆犜犖犖犅１（１５％）、犜犘５３

（５％）
［１０］、犇犚犗犛犎犃（１２％）

［１１］、犇犌犆犚８（１５％）
［１２］、

犉犅犡犠７（４％）
［１３］、ＤＩＳ３Ｌ２（５％）

［１４］等。其中有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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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Ｔ同时存在多种突变。

目前研究最为广泛的是犠犜１基因突变。ＷＴ１

最早是在ＷＴ的研究中被发现，它可以通过改变上

皮间质转化这一过程促进疾病进展
［１５］，进一步的研

究发现其与白血病［１６］和男性不育［１７］等都有一定关

系。犠犜１基因８号外显子的一个无义突变可能会

导致双侧ＷＴ发生率的增加
［１８］。突变的犠犜１可以

通过ｐ５３信号途径促进细胞增殖，从而促进 ＷＴ的

恶性进展［１９］。Ｍａｓｃｈｉｅｔｔｏ等
［２０］研究发现犜犘５３突

变可以作为有间变分化的 ＷＴ患者危险分级的分

子标志物，存在该突变的患者复发和病死率均较高。

狆５３的失活或 突 变 还 与 多 药 耐 药 相 关 蛋 白

（ｍｕｌｔｉｄｒｕｇ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ｔ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ｐｒｏｔｅｉｎｓ，ＭＲＰｓ）的

表达有关，野生型ｐ５３和ＭＲＰ１蛋白的表达检测可

能对预后的判断和选择治疗方式提供帮助［２１］。

在 ＷＴ中，其他突变的研究也取得一定进展。

Ａｓｔｕｔｉ等
［１４］研究发现犇犐犛３犔２的种系突变会导致

患ＷＴ的风险增加。Ｗｉｌｌｉａｍｓ等
［２２］发现一个体细

胞Ｐ４４Ｌ的突变和特异性的ＤＮＡ低甲基化会导致

ＭＹＣＮ的过表达，而 ＭＹＣＮ高表达的患者肿瘤间

变成分较高，预后也较差。

测序技术的发展为发现 ＷＴ中的新型突变提

供了便利。Ｈａｎｋｓ等
［２３］在３５个ＷＴ家族中发现了

犆犜犚９基因的突变，但是在对照的１０００例人群当中

却未发现该突变，显示该基因可能会降低 ＷＴ的易

患性，并可能是一个ＷＴ的新抑癌基因。

２　犕犻犚犖犃及其相关基因在犠犜诊断和分子分型中

的应用

ＭｉＲＮＡ是真核生物体内一类由较长的初级转

录物经过一系列核酸酶的剪切加工而产生的、具有

内源性的调控功能的非编码ＲＮＡ，长度约２０～２５

个核苷酸，可以特异性地沉默细胞内一些蛋白的表

达，从而发挥相应的生物学作用，而ｍｉＲＮＡ本身的

转录和行使功能也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２４２５］。

ＭｉＲＮＡ在正常的肾脏发育和肿瘤进展中都发挥了

重要的作用，会影响很多信号通路的改变，为肿瘤治

疗提供新的干预靶点［２６２８］。

目前已有研究发现一些ｍｉＲＮＡ在 ＷＴ的恶性

进展中发挥重要作用。Ｋｏｌｌｅｒ等
［２９３０］发现 ＷＴ中

ｍｉＲ２０４的低表达导致癌基因犕犈犐犛１的表达上升，

ｍｉＲ２３ａ的低表达导致癌基因犎犗犡犅４的表达上

升，促进肿瘤恶性进展。Ｃａｏ等
［３１］发现转录因子

Ｓｔａｔ３可以通过上调ｍｉＲ３７０的表达抑制抑癌基因

犠犜犡 的表达，促进肿瘤恶性进展。

一些特异性影响ｍｉＲＮＡ生物学功能的信号通

路的突变会影响ｍｉＲＮＡ形成相关基因（ｍｉｃｒｏＲＮＡ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ｇｅｎｅｓ，ｍｉＲＮＡＰＧｓ）的改变，从而影响组

织中ｍｉＲＮＡ的表达谱，进而使下游信号通路发生

改变［１１］。在ｍｉＲＮＡ形成过程中的两个重要的基因

犇犚犗犛犎犃和犇犌犆犚８的突变会明显改变 ＷＴ中的

ｍｉＲＮＡ表达谱，与较差的预后相关
［３２３３］。Ｔｏｒｒｅｚａｎ

等［１１］研究发现，ｍｉＲＮＡ形成过程中的关键基因

犇犚犗犛犎犃ＲＮａｓｅⅢｂ结构域中Ｅ１１４７Ｋ的突变，会

影响其Ｍｇ
２＋离子结合区域的晶体结构，从而影响

ｍｉＲＮＡ的形成，从而导致一系列ｍｉＲＮＡ表达的下

降。在预后较好的 ＷＴ中，最常见突变就发生在

犛犐犡１／２（７％）和 ｍｉＲＮＡＰＧｓ基因 犇犚犗犛犎犃 和

犇犌犆犚８中（１５％），在ｍｉＲＮＡＰＧｓ突变的肿瘤中，成

熟的Ｌｅｔ７ａ和ｍｉＲ２００家族（可以促进上皮间质

转化）的表达下降，ｌｅｔ７家族可以调节 犕犢犆犖、

犔犐犖２８等 ＷＴ中癌基因的表达，而由于其表达下

降，导致组织中未分化的肉瘤成分较多；犛犐犡 和

ｍｉＲＮＡＰＧ均发生突变的患者，复发率和病死率都

较高［１２］。

此外，在ＷＴ中，其他与ｍｉＲＮＡ形成相关的基

因如犇犐犆犈犚１、犡犘犗５和犜犃犚犅犘２，在 ＷＴ也存在

突变的情况，但其生物学意义仍需进一步明确［１１］。

组织中ｍｉＲＮＡ表达谱的变化可以作为 ＷＴ化

疗反应预测的指标，在穿刺组织中这些指标的表达量

可以帮助临床医师在化疗前对患者进行危险分级，并

指导合适的治疗方案［３４］。血液中的ｍｉＲＮＡ表达谱

检测更加无创，临床应用也更为方便。Ｍｕｒｒａｙ等
［３５］

研究发现实体肿瘤患儿血清中ｍｉＲＮＡ表达谱有显著

差异，其中ｍｉＲ１２９５ｐ和ｍｉＲ１４３３ｐ可以作为 ＷＴ

的潜在诊断标志物。Ｌｕｄｗｉｇ等
［３６］研究发现了１４个

在ＷＴ和正常对照血清中差异表达的ｍｉＲＮＡ，其中

ｍｉＲ１００５ｐ和ｍｉＲ１３０ｂ３ｐ可以作为 ＷＴ潜在的生

物标志物，并且其诊断效能不受ＷＴ病理学亚型和血

清收集方式的影响。

３　染色体变异在 犠犜分子分型和治疗预后判断中

的应用

目前不少学者对于ＷＴ中存在的染色体变异与

患者治疗效果和临床预后进行了深入研究，其中很

多变异，尤其是在癌基因或抑癌基因区域的变异，对

ＷＴ的治疗和预后判断都有潜在的作用
［３７］。其中

很多研究集中在１ｐ和１６ｑ的杂合性缺失（ｌｏｓｓｏｆ

·４４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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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ｅｔｅｒｏｚｙｇｏｓｉｔｙ，ＬＯＨ）。Ｍｅｓｓａｈｅｌ等
［３８］通过对４２６

例分化良好的ＷＴ患者的预后分析发现，无论是接

受何种治疗方式，１６ｑＬＯＨ的患者复发和病死的风

险都较高。进一步的研究指出，在良好组织型的

ＷＴ中，１ｐ和１６ｑ共同出现ＬＯＨ的患者预后明显

较差，３年总生存率和无进展生存率仅为７５％和

５０％，而１ｐ和１６ｑＬＯＨ双阴性的患者３年总生存

率和无进展生存率可以达到９７％和１００％
［３９］。因

此，１ｐ和１６ｑ双缺失和肿瘤分期可以作为肿瘤预后

的独立判断指标［４０］。

此外还有一些其他区域的染色体缺失受到学者

的关注。Ｗｉｔｔｍａｎｎ等
［４１］对２２５例 ＷＴ的研究发

现，ＷＴ中发生１１ｑ和１６ｑ的ＬＯＨ，其出现间变样

改变和复发的概率更高，患者预后较差，提示１１ｑ和

１６ｑ的ＬＯＨ应采用不同的治疗方式，以改善患者预

后。１１ｐ的ＬＯＨ也是ＷＴ中常见的染色体突变，其

不同区域的缺失在不同人群中也存在一定差异，进

一步提示 ＷＴ 发病的遗传学差异
［４２］。Ｐｅｒｌｍａｎ

等［４３］研究发现在未接受化疗的极低危 ＷＴ患者（肿

瘤分化类型良好，质量小于５５０ｇ，患儿小于２４个

月）中，出现 ＷＴ１和（或）１１ｐ１５ＬＯＨ突变者
［３７］，复

发的风险较高，这也为指导患儿术后化疗提供了危

险分级的新指标。

同时发生在１ｑ、２ｐ、３ｐ、４ｐ、７ｐ、７ｑ和８号染色体

区域的ＬＯＨ也有相应研究，但其临床意义仍需要

进一步在大样本人群中进行探索［３７］。一些存在于

染色体上的微缺失，如９ｑ２２．３的微缺失
［４４］，也会导

致肿瘤的发病风险增加。

除了染色体缺失以外，还存在一些染色体获得

型的突变。如在ＷＴ中１ｑ的获得可作为 ＷＴ预后

较差的标志物［４５４６］，但在ＳＩＯＰ２００１／ＧＰＯＨ试验中

其判断预后的价值却十分有限［４７］，表明该染色体获

得对 ＷＴ预后的影响仍需要在大样本中进一步

验证。

４　表观遗传学改变

肿瘤的发生和发展常常涉及很多表观遗传学层

面的改变，影响癌基因或抑癌基因的表达，进而对下

游信号通路发生影响，促进或抑制肿瘤进展。Ｓａｔｏｈ

等［４８］发现，ＷＴ中表观遗传学的改变会影响１１ｐ１３

上犠犜１抑癌基因的表达，从而抑制其发挥抑癌基因

的作用。在ＷＴ研究的热点区域１６ｑ上的犠犠犗犡

抑癌基因可以发挥调控细胞凋亡和细胞周期的作

用，而其表达受到其启动子区域甲基化的影响，并帮

助判断肿瘤预后［４９］。Ｏｈｓｈｉｍａ等
［５０］通过对１７１例

ＷＴ样本的犚犃犛犛犉１犃基因启动子区域的甲基化定

量，发现其启动子区域发生甲基化的患者无疾病进

展生存期和总生存期都明显偏低，并且其甲基化在

大龄患儿和高级别患儿中更加常见，可以作为一个

判断预后的新的生物学标志物。

此外，ＤＮＡ甲基化的改变还会影响一些印迹基

因的表达，如犐犌犉２、犖犖犃犜、犕犈犛犜等
［５１５２］。而其

中一些如ＩＧＦ２可能作为未来治疗 ＷＴ药物的研究

靶点［５３］。

５　液体活检技术在犠犜分子分型中的应用展望

肿瘤的诊断和治疗需要依赖明确的病理诊断，

而传统的手术或活检会给患者带来一定痛苦并可能

引起相关并发症，而液体活检技术可以通过检测患

者的血液、尿液等体液中的循环肿瘤细胞、循环

ＤＮＡ或其他分子标志物对肿瘤病情进行监测和判

断。目前已经有一些研究对此进行了初步探索［５４］。

Ｃｈａｒｌｔｏｎ等
［５５］通过对２２对ＷＴ和周围正常组织的

甲基化测序，发现３个在 ＷＴ中高甲基化的差异甲

基化区域（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ｌｙｍｅｔｈｙｌａｔｅｄｒｅｇｉｏｎ，ＤＭＲ），

它们可以准确地区分 ＷＴ和正常组织，准确率几乎

达１００％，并且其中一个６ｐ２１．３２的ＤＭＲ可以在血

液中检测到，并在正常和 ＷＴ人群间以及在不同治

疗阶段有差异，显示出血液中循环肿瘤 ＤＮＡ

（ｃｔＤＮＡ）作为监测病情变化、判断预后的潜能。但

由于肿瘤多灶性和在治疗过程中肿瘤发生的变异和

进展，往往难以通过单一指标来对肿瘤进行液体活

检的监测，未来可能需要整合多个指标联合应用，增

加液体活检技术在临床应用的准确性和实用性。

６　靶向治疗在犠犜中的应用展望

虽然目前随着医疗技术的发展，ＷＴ的５年及

１０年生存率有了很大提升
［２３］，但是术后患儿再次

复发及远处转移的风险依旧居高不下，且患儿经受

极大痛苦。靶向治疗作为目前医疗发展的前沿和热

点，在ＷＴ中也有不少相关的研究。如靶向ＩＧＦ２

信号通路和甲基化药物可能未来应用在ＷＴ的治疗

当中［５３］，ＰｏｄｅＳｈａｋｋｅｄ等
［５６］通过抗ＦＺＤ７的单抗

对ＷＴ产生了较好的抑制作用，Ｍａｔｕｒｕ等
［５７］发现

ＣＯＸ２抑制剂可以通过改变肿瘤周围免疫抑制相

关微环境，从而起到抑制肿瘤的作用。此外，针对

ＷＴ中重要的分子 ＷＴ１的免疫治疗在其他肿瘤中

也初现曙光［５８５９］，为其在儿童 ＷＴ中的应用提供了

·５４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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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

靶向治疗的发展以及精准治疗的进步为今后

ＷＴ患儿的治疗及良好预后带来了福音，也为今后

的研究指明了方向。

［参 考 文 献］

［１］　ＳＩＥＧＥＬＲＬ，ＭＩＬＬＥＲ Ｋ Ｄ，ＪＥＭＡＬ Ａ．Ｃａｎｃｅｒ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２０１５［Ｊ］．ＣＡＣａｎｃｅｒＪＣｌｉｎ，２０１５，６５：５

２９．

［２］　ＤＯＭＥＪＳ，ＧＲＡＦＮ，ＧＥＬＬＥＲＪＩ，ＦＥＲＮＡＮＤＥＺＣ

Ｖ，ＭＵＬＬＥＮＥＡ，ＳＰＲＥＡＦＩＣＯＦ，ｅｔａｌ．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Ｗｉｌｍｓｔｕｍｏ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ａｎｄ ｂｉｏｌｏｇｙ：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Ｊ］．ＪＣｌｉｎＯｎｃｏｌ，

２０１５，３３：２９９９３００７．

［３］　ＰＥＲＫＩＮＳＳＭ，ＳＨＩＮＯＨＡＲＡＥＴ，ＤＥＷＥＥＳＴ，

ＦＲＡＮＧＯＵＬＨ．Ｏｕｔｃｏｍｅｆｏｒ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ｗｉｔｈｍｅｔａｓｔａｔｉｃ

ｓｏｌｉｄｔｕｍｏｒｓｏｖｅｒｔｈｅｌａｓｔｆｏｕｒｄｅｃａｄｅｓ［Ｊ／ＯＬ］．ＰＬｏＳ

Ｏｎｅ，２０１４，９：ｅ１００３９６．ｄｏｉ：１０．１３７１／ｊｏｕｒｎａｌ．ｐｏｎｅ．

０１００３９６．

［４］　ＡＬＩＡ Ｎ，ＤＩＡＺＲ，ＳＨＵ Ｈ Ｋ，ＰＡＵＬＩＮＯ ＡＣ，

ＥＳＩＡＳＨＶＩＬＩＮ．ＡＳｕｒｖｅｉｌｌａｎｃｅ，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ｙａｎｄ

Ｅｎｄ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ＥＥＲ）ｐｒｏｇｒａｍ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ａｄｕｌｔａｎｄ

ｐｅｄｉａｔｒｉｃＷｉｌｍｓ’ｔｕｍｏｒ［Ｊ］．Ｃａｎｃｅｒ，２０１２，１１８：２５４１

２５５１．

［５］　ＬＥＥＪＳ，ＰＡＤＩＬＬＡＢ，ＤＵＢＯＩＳＳＧ，ＯＡＴＥＳＡ，

ＢＯＳＣＡＲＤＩＮＪ，ＧＯＬＤＳＢＹＲＥ．Ｓｅｃｏｎｄｍａｌｉｇｎａｎｔ

ｎｅｏｐｌａｓｍｓａｍｏｎｇ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ｓａｎｄｙｏｕｎｇ

ａｄｕｌｔｓｗｉｔｈＷｉｌｍｓｔｕｍｏｒ［Ｊ］．ＰｅｄｉａｔｒＢｌｏｏｄＣａｎｃｅｒ，

２０１５，６２：１２５９１２６４．

［６］　ＪＯＨＮＳＯＮ Ｋ Ａ，ＡＰＬＥＮＣ Ｒ，ＢＡＧＡＴＥＬＬ Ｒ．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ｂｙｒａｃｅａｍｏｎｇ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ｗｉｔｈｅｘｔｒａｃｒａｎｉａｌｓｏｌｉｄ

ｔｕｍｏｒｓｉｎ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１９８５ａｎｄ２００５

［Ｊ］．ＰｅｄｉａｔｒＢｌｏｏｄＣａｎｃｅｒ，２０１１，５６：４２５４３１．

［７］　ＡＸＴＪ，ＭＵＲＰＨＹＡＪ，ＳＥＥＬＥＹＥＨ，ＭＡＲＴＩＮＣ

Ａ，ＴＡＹＬＯＲＣ，ＰＩＥＲＣＥＪ，ｅｔａｌ．Ｒａｃｅｄｉｓｐａｒｉｔｉｅｓｉｎ

Ｗｉｌｍｓｔｕｍｏｒ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ａｎｄｂｉｏｌｏｇｙ［Ｊ］．ＪＳｕｒｇＲｅｓ，

２０１１，１７０：１１２１１９．

［８］　ＡＭＩＲＩＡＮＥＳ．ＴｈｅｒｏｌｅｏｆＨｉｓｐａｎｉｃｅｔｈｎｉｃｉｔｙｉｎ

ｐｅｄｉａｔｒｉｃＷｉｌｍｓ’ｔｕｍｏｒｓｕｒｖｉｖａｌ［Ｊ］．ＰｅｄｉａｔｒＨｅｍａｔｏｌ

Ｏｎｃｏｌ，２０１３，３０：３１７３２７．

［９］　ＳＲＥＤＮＩＳＴ，ＧＡＤＤＳ，ＨＵＡＮＧＣＣ，ＢＲＥＳＬＯＷ

Ｎ，ＧＲＵＮＤＹＰ，ＧＲＥＥＮＤＭ，ｅｔａｌ．Ｓｕｂｓｅｔｓｏｆｖｅｒｙ

ｌｏｗ ｒｉｓｋ Ｗｉｌｍｓ ｔｕｍｏｒ ｓｈｏｗ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ｉｖｅ ｇｅｎｅ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ｈｉｓｔｏｌｏｇｉｃ，ａｎｄ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Ｊ］．Ｃｌｉｎ

ＣａｎｃｅｒＲｅｓ，２００９，１５：６８００６８０９．

［１０］ＳＣＯＴＴ Ｒ Ｈ， ＭＵＲＲＡＹ Ａ，ＢＡＳＫＣＯＭＢ Ｌ，

ＴＵＲＮＢＵＬＬＣ，ＬＯＶＥＤＡＹＣ，ＡＬＳＡＡＤＩＲ，ｅｔａｌ．

Ｓｔｒａ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Ｗｉｌｍｓｔｕｍｏｒｂｙｇｅｎｅｔｉｃａｎｄｅｐｉｇｅｎｅｔｉｃ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Ｊ］．Ｏｎｃｏｔａｒｇｅｔ，２０１２，３：３２７３３５．

［１１］ＴＯＲＲＥＺＡＮＧＴ，ＦＥＲＲＥＩＲＡＥＮ，ＮＡＫＡＨＡＴＡＡ

Ｍ，ＢＡＲＲＯＳＢＤ，ＣＡＳＴＲＯＭＴ，ＣＯＲＲＥＡＢＲ，ｅｔ

ａｌ．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ｔｓｏｍａｔｉｃｍｕｔａｔｉｏｎｉｎ犇犚犗犛犎犃ｉｎｄｕｃｅｓ

ｍｉｃｒｏＲＮＡｐｒｏｆｉｌｅｃｈａｎｇｅｓｉｎＷｉｌｍｓｔｕｍｏｕｒ［Ｊ］．Ｎａｔ

Ｃｏｍｍｕｎ，２０１４，５：４０３９．

［１２］ＷＡＬＺＡＬ，ＯＯＭＳＡ，ＧＡＤＤＳ，ＧＥＲＨＡＲＤＤＳ，

ＳＭＩＴＨＭＡ，ＧＵＩＤＲＹＡＵＶＩＬＪＭ，ｅｔａｌ．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ｔ

犇犌犆犚８，犇犚犗犛犎犃，ａｎｄ犛犐犡ｈｏｍｅｏｄｏｍａｉｎｍｕｔ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ｆａｖｏｒａｂｌｅｈｉｓｔｏｌｏｇｙＷｉｌｍｓｔｕｍｏｒｓ［Ｊ］．ＣａｎｃｅｒＣｅｌｌ，

２０１５，２７：２８６２９７．

［１３］ＷＩＬＬＩＡＭＳ Ｒ Ｄ，ＡＬＳＡＡＤＩＲ，ＣＨＡＧＴＡＩＴ，

ＰＯＰＯＶ Ｓ， ＭＥＳＳＡＨＥＬ Ｂ，ＳＥＢＩＲＥ Ｎ，ｅｔａｌ．

Ｓｕｂｔｙｐｅｓｐｅｃｉｆｉｃ犉犅犡犠７ｍ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ｄ犕犢犆犖 ｃｏｐｙ

ｎｕｍｂｅｒｇａｉｎｉｎＷｉｌｍｓ’ｔｕｍｏｒ［Ｊ］．ＣｌｉｎＣａｎｃｅｒＲｅｓ，

２０１０，１６：２０３６２０４５．

［１４］ＡＳＴＵＴＩ Ｄ， ＭＯＲＲＩＳ Ｍ Ｒ，ＣＯＯＰＥＲ Ｗ Ｎ，

ＳＴＡＡＬＳＲ Ｈ，ＷＡＫＥＮＣ，ＦＥＷＳＧ Ａ，ｅｔａｌ．

Ｇｅｒｍｌｉｎｅｍｕｔａｔｉｏｎｓｉｎ犇犐犛３犔２ｃａｕｓｅｔｈｅＰｅｒｌｍａｎ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 ｏｆ ｏｖｅｒｇｒｏｗｔｈ ａｎｄ Ｗｉｌｍｓ ｔｕｍｏｒ

ｓｕｓｃｅｐｔｉｂｉｌｉｔｙ［Ｊ］．ＮａｔＧｅｎｅｔ，２０１２，４４：２７７２８４．

［１５］ＭＩＬＬＥＲＨＯＤＧＥＳＥ，ＨＯＨＥＮＳＴＥＩＮ Ｐ．ＷＴ１ｉｎ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ｈｉｆｔｉｎｇｔｈｅｅｐｉｔｈｅｌｉａｌｍｅｓｅｎｃｈｙｍａｌｂａｌａｎｃｅ

［Ｊ］．ＪＰａｔｈｏｌ，２０１２，２２６：２２９２４０．

［１６］ＳＡＮＯＨ，ＳＨＩＭＡＤＡＡ，ＴＡＢＵＣＨＩＫ，ＴＡＫＩＴ，

ＭＵＲＡＴＡＣ，ＰＡＲＫ ＭＪ，ｅｔａｌ．犠犜１ｍｕｔａｔｉｏｎｉｎ

ｐｅｄｉａｔｒｉｃ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ａｃｕｔｅｍｙｅｌｏｉｄｌｅｕｋｅｍｉａ：ａｒｅｐｏｒｔ

ｆｒｏｍｔｈｅＪａｐａｎｅｓｅＣｈｉｌｄｈｏｏｄＡＭＬ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Ｓｔｕｄｙ

Ｇｒｏｕｐ［Ｊ］．ＩｎｔＪＨｅｍａｔｏｌ，２０１３，９８：４３７４４５．

［１７］ＳＥＡＢＲＡ Ｃ Ｍ， ＱＵＥＮＴＡＬ Ｓ， ＬＩＭＡ Ａ Ｃ，

ＣＡＲＶＡＬＨＯＦ，ＧＯＮＣＡＬＶＥＳＪ，ＦＥＲＮＡＮＤＥＳＳ，

ｅｔａｌ．Ｔｈｅ ｍ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ｐｅｃｔｒｕｍ ｏｆ犠犜１ｉｎ ｍａｌｅ

ｉｎ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Ｊ］．ＪＵｒｏｌ，２０１５，１９３：１７０９１７１５．

［１８］ＨＵ Ｍ， ＦＬＥＴＣＨＥＲ Ｊ， ＭｃＣＡＨＯＮ Ｅ，

ＣＡＴＣＨＰＯＯＬＥＤ，ＺＨＡＮＧＧＹ，ＷＡＮＧＹＭ，ｅｔ

ａｌ．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Ｗｉｌｍｓｔｕｍｏｒａｎｄｅａｒｌｙ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ｉｎ

ｐｅｄｉａｔｒｉｃ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ｉｓ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ｔｒｕｎｃａｔｉｏｎｏｆ

ｔｈｅＷｉｌｍｓｔｕｍｏｒ１ｐｒｏｔｅｉｎ［Ｊ］．ＪＰｅｄｉａｔｒ，２０１３，１６３：

２２４２２９．

［１９］ＢＵＳＣＨ Ｍ，ＳＣＨＷＩＮＤＴ Ｈ，ＢＲＡＮＤＴ Ａ，ＢＥＩＥＲ

Ｍ，ＧＯＲＬＤＴＮ，ＲＯＭＡＮＩＵＫＰ，ｅｔａｌ．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ａｆｒａｍｅｓｈｉｆｔ／ｅｘｔｅｎｄｅｄａｎｄａｓｔｏｐｍｕｔａｔｉｏｎｉｎ犠犜１

ａｓｇａｉｎｏｆ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ｍｕｔａｔｉｏｎｓｔｈａｔａｃｔｉｖａｔｅｃｅｌｌｃｙｃｌｅ

ｇｅｎｅｓａｎｄｐｒｏｍｏｔｅＷｉｌｍｓｔｕｍｏｕｒｃｅｌｌｐｒｏｌｉｆｅｒａｔｉｏｎ［Ｊ］．

ＨｕｍＭｏｌＧｅｎｅｔ，２０１４，２３：３９５８３９７４．

［２０］ＭＡＳＣＨＩＥＴＴＯＭ，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ＲＤ，ＣＨＡＧＴＡＩＴ，

ＰＯＰＯＶＳＤ，ＳＥＢＩＲＥＮＪ，ＶＵＪＡＮＩＣＧ，ｅｔａｌ．犜犘５３

ｍ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ｔａｔｕｓｉｓ ａ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ｍａｒｋｅｒｆｏｒｒｉｓｋ

ｓｔｒａ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ｉｎＷｉｌｍｓｔｕｍｏｕｒ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ｕｓｅａｎａｐｌａｓｉａ［Ｊ／

ＯＬ］．ＰＬｏＳＯｎｅ，２０１４，９：ｅ１０９９２４．ｄｏｉ：１０．１３７１／

ｊｏｕｒｎａｌ．ｐｏｎｅ．０１０９９２４．

·６４５１·



书书书

　　 　

　　 　 　　　 　 　　　 　

第１２期．朱亚生，等．儿童Ｗｉｌｍｓ瘤分子分型标志物的研究进展

［２１］ＨＯＤＯＲＯＶ?Ｉ，ＲＹＢ?ＲＯＶ? Ｓ，ＶＥＣＡＮＯＶ?Ｊ，

ＳＯＬ?Ｒ Ｐ，ＰＬＡＮＫ Ｌ， ＭＩＨＡＬＩＫ Ｊ．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ｏｆ ｗｉｌｄｔｙｐｅｐ５３ ａｎｄ

ｍｕｌｔｉｄｒｕｇ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ｐｒｏｔｅｉｎｓ ｉｎ ｈｕｍａｎ

ｎｅｐｈｒｏｂｌａｓｔｏｍａｓ［Ｊ］．ＡｃｔａＨｉｓｔｏｃｈｅｍ，２０１３，１１５：

２７３２７８．

［２２］ＷＩＬＬＩＡＭＳ Ｒ Ｄ， ＣＨＡＧＴＡＩ Ｔ， ＡＬＣＡＩＤＥ

ＧＥＲＭＡＮＭ，ＡＰＰＳＪ，ＷＥＧＥＲＴＪ，ＰＯＰＯＶＳ，ｅｔ

ａｌ．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ｏｆＭＹＣＮｄｙｓ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ｉｎ

Ｗｉｌｍｓｔｕｍｏｕｒ［Ｊ］．Ｏｎｃｏｔａｒｇｅｔ，２０１５，６：７２３２７２４３．

［２３］ＨＡＮＫＳＳ，ＰＥＲＤＥＡＵＸＥＲ，ＳＥＡＬＳ，ＲＵＡＲＫＥ，

ＭＡＨＡＭＤＡＬＬＩＥＳＳ，ＭＵＲＲＡＹＡ，ｅｔａｌ．Ｇｅｒｍｌｉｎｅ

ｍｕｔ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ｔｈｅＰＡＦ１ｃｏｍｐｌｅｘｇｅｎｅ犆犜犚９ｐｒｅｄｉｓｐｏｓｅ

ｔｏＷｉｌｍｓｔｕｍｏｕｒ［Ｊ］．ＮａｔＣｏｍｍｕｎ，２０１４，５：４３９８．

［２４］ＬＩ Ｚ， ＲＡＮＡ Ｔ Ｍ． Ｔｈｅｒａｐｅｕｔｉｃ ｔａｒｇｅｔｉｎｇ ｏｆ

ｍｉｃｒｏＲＮＡｓ：ｃｕｒｒｅｎｔｓｔａｔｕｓａｎｄｆｕｔｕｒｅ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Ｊ］．

ＮａｔＲｅｖＤｒｕｇＤｉｓｃｏｖ，２０１４，１３：６２２６３８．

［２５］ＨＡＹＥＳＪ，ＰＥＲＵＺＺＩＰＰ，ＬＡＷＬＥＲＳ．ＭｉｃｒｏＲＮＡｓ

ｉｎｃａｎｃｅｒ：ｂｉｏｍａｒｋｅｒ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ｔｈｅｒａｐｙ［Ｊ］．

ＴｒｅｎｄｓＭｏｌＭｅｄ，２０１４，２０：４６０４６９．

［２６］ＵＲＢＡＣＨ Ａ，ＹＥＲＭＡＬＯＶＩＣＨ Ａ，ＺＨＡＮＧ Ｊ，

ＳＰＩＮＡＣＳ，ＺＨＵＨ，ＰＥＲＥＺＡＴＡＹＤＥＡＲ，ｅｔａｌ．

Ｌｉｎ２８ｓｕｓｔａｉｎｓｅａｒｌｙｒｅｎａｌｐｒｏｇｅｎｉｔｏｒｓａｎｄｉｎｄｕｃｅｓ

Ｗｉｌｍｓｔｕｍｏｒ［Ｊ］．ＧｅｎｅｓＤｅｖ，２０１４，２８：９７１９８２．

［２７］ＨＯＨＥＮＳＴＥＩＮ Ｐ， ＰＲＩＴＣＨＡＲＤＪＯＮＥＳ Ｋ，

ＣＨＡＲＬＴＯＮ Ｊ． Ｔｈｅ ｙｉｎ ａｎｄ ｙａｎｇ ｏｆ ｋｉｄｎｅ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ｎｄ Ｗｉｌｍｓ’ｔｕｍｏｒｓ［Ｊ］．ＧｅｎｅｓＤｅｖ，

２０１５，２９：４６７４８２．

［２８］ＳＡＡＬＳ，ＨＡＲＶＥＹＳＪ．ＭｉｃｒｏＲＮＡｓａｎｄｔｈｅｋｉｄｎｅｙ：

ｃｏｍｉｎｇｏｆａｇｅ［Ｊ］．ＣｕｒｒＯｐｉｎＮｅｐｈｒｏｌ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

２００９，１８：３１７３２３．

［２９］ＫＯＬＬＥＲＫ，ＰＩＣＨＬＥＲＭ，ＫＯＣＨＫ，ＺＡＮＤＬＭ，

ＳＴＩＥＧＥＬＢＡＵＥＲ Ｖ， ＬＥＵＳＣＨＮＥＲ Ｉ， ｅｔ ａｌ．

Ｎｅｐｈｒｏｂｌａｓｔｏｍａｓｓｈｏｗｌｏｗ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ｍｉｃｒｏＲ２０４

ａｎｄｈｉｇｈ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ｉｔｓｔａｒｇｅｔ，ｔｈｅｏｎｃｏｇｅｎｉｃ

ｔｒａｎ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ｆａｃｔｏｒＭＥＩＳ１［Ｊ］．ＰｅｄｉａｔｒＤｅｖＰａｔｈｏｌ，

２０１４，１７：１６９１７５．

［３０］ＫＯＬＬＥＲＫ，ＤＡＳＳ，ＬＥＵＳＣＨＮＥＲＩ，ＫＯＲＢＥＬＩＵＳ

Ｍ，ＨＯＥＦＬＥＲＧ，ＧＵＥＲＴＬＢ．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ｆａｃｔｏｒＨＯＸＢ４ａｓａｎｏｖｅｌｔａｒｇｅｔｏｆｍｉＲ

２３ａ［Ｊ］．ＧｅｎｅｓＣｈｒｏｍｏｓｏｍｅｓＣａｎｃｅｒ，２０１３，５２：７０９

７１５．

［３１］ＣＡＯＸ，ＬＩＵＤ，ＹＡＮＸ，ＺＨＡＮＧＹ，ＹＵＡＮＬ，

ＺＨＡＮＧＴ，ｅｔａｌ．Ｓｔａｔ３ｉｎｈｉｂｉｔｓ ＷＴＸ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ｔｈｒｏｕｇｈｕｐ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 ｍｉｃｒｏＲＮＡ３７０ｉｎ Ｗｉｌｍｓ

ｔｕｍｏｒ［Ｊ］．ＦＥＢＳＬｅｔｔ，２０１３，５８７：６３９６４４．

［３２］ＫＬＥＩＮＳ，ＬＥＥＨ，ＧＨＡＨＲＥＭＡＮＩＳ，ＫＥＭＰＥＲＴ

Ｐ，ＩＳＣＨＡＮＤＥＲ Ｍ， ＴＥＩＴＥＬＬ Ｍ Ａ，ｅｔ ａｌ．

Ｅｘｐａｎｄｉｎｇｔｈｅｐｈｅｎｏｔｙｐｅｏｆｍｕｔａｔｉｏｎｓｉｎ犇犐犆犈犚１：

ｍｏｓａｉｃｍｉｓｓｅｎｓｅｍｕｔ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ｔｈｅＲＮａｓｅⅢｂｄｏｍａｉｎｏｆ

犇犐犆犈犚１ｃａｕｓｅＧＬＯＷ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Ｊ］．ＪＭｅｄＧｅｎｅｔ，

２０１４，５１：２９４３０２．

［３３］ＷＥＧＥＲＴ Ｊ，ＩＳＨＡＱＵＥ Ｎ， ＶＡＲＤＡＰＯＵＲ Ｒ，

ＧＥＯＲＧＣ，ＧＵＺ，ＢＩＥＧＭ，ｅｔａｌ．Ｍｕｔ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ｔｈｅ

ＳＩＸ１／２ｐａｔｈｗａｙａｎｄｔｈｅＤＲＯＳＨＡ／ＤＧＣＲ８ｍｉＲＮＡ

ｍｉｃｒｏ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ｒｃｏｍｐｌｅｘｕｎｄｅｒｌｉｅｈｉｇｈｒｉｓｋｂｌａｓｔｅｍａｌ

ｔｙｐｅＷｉｌｍｓｔｕｍｏｒｓ［Ｊ］．ＣａｎｃｅｒＣｅｌｌ，２０１５，２７：２９８

３１１．

［３４］ＷＡＴＳＯＮＪＡ，ＢＲＹＡＮＫ，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Ｒ，ＰＯＰＯＶ

Ｓ，ＶＵＪＡＮＩＣ Ｇ，ＣＯＵＬＯＭＢ Ａ，ｅｔａｌ．ＭｉＲＮＡ

ｐｒｏｆｉｌｅｓａｓａ ｐｒｅｄｉｃｔｏｒｏｆｃｈｅｍｏ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ｖｅｎｅｓｓｉｎ

Ｗｉｌｍｓ’ｔｕｍｏｒｂｌａｓｔｅｍａ［Ｊ／ＯＬ］．ＰＬｏＳＯｎｅ，２０１３，８：

ｅ５３４１７．ｄｏｉ：１０．１３７１／ｊｏｕｒｎａｌ．ｐｏｎｅ．００５３４１７．

［３５］ＭＵＲＲＡＹＭＪ，ＲＡＢＹＫＬ，ＳＡＩＮＩＨＫ，ＢＡＩＬＥＹ

Ｓ，ＷＯＯＬＳＶ，ＴＵＮＮＡＣＬＩＦＦＥＪＭ，ｅｔａｌ．Ｓｏｌｉｄ

ｔｕｍｏｒｓｏｆｃｈｉｌｄｈｏｏｄｄｉｓｐｌａｙ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ｓｅｒｕｍｍｉｃｒｏＲＮＡ

ｐｒｏｆｉｌｅｓ［Ｊ］．Ｃａｎｃｅｒ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ＢｉｏｍａｒｋｅｒｓＰｒｅｖ，２０１５，

２４：３５０３６０．

［３６］ＬＵＤＷＩＧＮ，ＮＯＵＲＫＡＭＩＴＵＴＤＩＢＩＮ，ＢＡＣＫＥＳＣ，

ＬＥＮＨＯＦ Ｈ Ｐ，ＧＲＡＦ Ｎ，ＫＥＬＬＥＲ Ａ，ｅｔａｌ．

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ｎｇｓｅｒｕｍｍｉＲＮＡｓａｓ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ｂｉｏｍａｒｋｅｒｓｆｏｒ

ｎｅｐｈｒｏｂｌａｓｔｏｍａ［Ｊ］．ＰｅｄｉａｔｒＢｌｏｏｄＣａｎｃｅｒ，２０１５，６２：

１３６０１３６７．

［３７］ＳＩＮＧＨ Ｎ，ＳＡＨＵ Ｄ Ｋ，ＧＯＥＬ Ｍ，ＫＡＮＴ Ｒ，

ＧＵＰＴＡＤＫ．Ｒｅｔ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ＦＦＰＥｂａｓｅｄ

Ｗｉｌｍｓ’ｔｕｍｏｒｓａｍｐｌｅｓｔｈｒｏｕｇｈｃｏｐｙｎｕｍｂｅｒａｎｄ

ｓｏｍａｔｉｃｍｕｔａｔｉｏｎｒｅｌａｔｅｄ 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ｐｒｏｂｅ

ｂａｓｅｄａｒｒａｙ［Ｊ］．Ｇｅｎｅ，２０１５，５６５：２９５３０８．

［３８］ＭＥＳＳＡＨＥＬＢ，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Ｒ，ＲＩＤＯＬＦＩＡ，Ａ’

ＨＥＲＮ Ｒ，ＷＡＲＲＥＮ Ｗ，ＴＩＮＷＯＲＴＨ Ｌ，ｅｔａｌ．

Ａｌｌｅｌｅｌｏｓｓａｔ１６ｑｄｅｆｉｎｅｓｐｏｏｒｅｒｐｒｏｇｎｏｓｉｓ Ｗｉｌｍｓ

ｔｕｍｏｕｒｉｒ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ｏｆ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ｉｎｔｈｅ

ＵＫＷ１３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ｔｒｉａｌｓ：ａ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ｓＣａｎｃｅｒａｎｄ

ＬｅｕｋａｅｍｉａＧｒｏｕｐ（ＣＣＬＧ）Ｓｔｕｄｙ［Ｊ］．ＥｕｒＪＣａｎｃｅｒ，

２００９，４５：８１９８２６．

［３９］ＦＡＷＺＹＭ，ＢＡＨＡＮＡＳＳＹＡ，ＳＡＭＩＲＡ，ＨＡＦＥＺ

Ｈ．Ｐｒｏｆｉｌｉｎｇｌｏｓｓｏｆｈｅｔｅｒｏｚｙｇｏｓｉｔｙｐａｔｔｅｒｎｓｉｎａｃｏｈｏｒｔ

ｏｆ ｆａｖｏｒａｂｌｅ ｈｉｓｔｏｌｏｇｙ ｎｅｐｈｒｏｂｌａｓｔｏｍａ Ｅｇｙｐｔｉａ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ｈａｔｉｓ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ｔｗｉｔｈｔｈｅｒｅｓｔｏｆｔｈｅｗｏｒｌｄ

［Ｊ］．ＰｅｄｉａｔｒＨｅｍａｔｏｌＯｎｃｏｌ，２０１５：１９．

［４０］ＧＲＵＮＤＹＰＥ，ＢＲＥＳＬＯＷ ＮＥ，ＬＩＳ，ＰＥＲＬＭＡＮ

Ｅ，ＢＥＣＫＷＩＴＨＪＢ，ＲＩＴＣＨＥＹＭＬ，ｅｔａｌ．Ｌｏｓｓｏｆ

ｈｅｔｅｒｏｚｙｇｏｓｉｔｙｆｏｒｃｈｒｏｍｏｓｏｍｅｓ１ｐａｎｄ１６ｑｉｓａｎ

ａｄｖｅｒｓｅｐｒｏｇｎｏｓｔｉｃｆａｃｔｏｒｉｎｆａｖｏｒａｂｌｅｈｉｓｔｏｌｏｇｙＷｉｌｍｓ

ｔｕｍｏｒ：ａｒｅｐｏｒｔｆｒｏｍ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ＷｉｌｍｓＴｕｍｏｒＳｔｕｄｙ

Ｇｒｏｕｐ［Ｊ］．ＪＣｌｉｎＯｎｃｏｌ，２００５，２３：７３１２７３２１．

［４１］ＷＩＴＴＭＡＮＮＳ，ＺＩＲＮＢ，ＡＬＫＡＳＳＡＲＭ，ＡＭＢＲＯＳ

Ｐ，ＧＲＡＦＮ，ＧＥＳＳＬＥＲＭ．Ｌｏｓｓｏｆ１１ｑａｎｄ１６ｑｉｎ

Ｗｉｌｍｓｔｕｍｏｒｓｉｓ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ａｎａｐｌａｓｉａ，ｔｕｍｏｒ

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ｐｏｏｒ ｐｒｏｇｎｏｓｉｓ ［Ｊ］． Ｇｅｎｅｓ

·７４５１·



书书书

　　 　

　　 　 　　　 　 　　　 　

第二军医大学学报　２０１７年１２月，第３８卷

ＣｈｒｏｍｏｓｏｍｅｓＣａｎｃｅｒ，２００７，４６：１６３１７０．

［４２］ＳＩＧＡＭＡＮＩ Ｅ， ＷＡＲＩ Ｍ Ｎ， ＩＹＥＲ Ｖ Ｋ，

ＡＧＡＲＷＡＬＡＳ，ＳＨＡＲＭＡＡ，ＢＡＫＨＳＨＩＳ，ｅｔａｌ．

Ｌｏｓｓｏｆｈｅｔｅｒｏｚｙｇｏｓｉｔｙａｔ１１ｐ１３ａｎｄ１１ｐ１５ｉｎＷｉｌｍｓ

ｔｕｍｏｒ：ａｓｔｕｄｙｏｆ２２ｃａｓｅｓｆｒｏｍＩｎｄｉａ［Ｊ］．ＰｅｄｉａｔｒＳｕｒｇ

Ｉｎｔ，２０１３，２９：２２３２２７．

［４３］ＰＥＲＬＭＡＮＥＪ，ＧＲＵＮＤＹＰＥ，ＡＮＤＥＲＳＯＮＪＲ，

ＪＥＮＮＩＮＧＳＬＪ，ＧＲＥＥＮＤ Ｍ，ＤＯＭＥＪＳ，ｅｔａｌ．

犠犜１ｍ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１１Ｐ１５ｌｏｓｓｏｆｈｅｔｅｒｏｚｙｇｏｓｉｔｙｐｒｅｄｉｃｔ

ｒｅｌａｐｓｅｉｎｖｅｒｙｌｏｗｒｉｓｋ Ｗｉｌｍｓｔｕｍｏｒｓｔｒｅａｔｅｄｗｉｔｈ

ｓｕｒｇｅｒｙａｌｏｎｅ：ａ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ｓｏｎｃｏｌｏｇｙｇｒｏｕｐｓｔｕｄｙ［Ｊ］．Ｊ

ＣｌｉｎＯｎｃｏｌ，２０１１，２９：６９８７０３．

［４４］ＩＳＩＤＯＲＢ，ＢＯＵＲＤＥＡＵＴＦ，ＬＡＦＯＮＤ，ＰＬＥＳＳＩＳ

Ｇ，ＬＡＣＡＺＥＥ，ＫＡＮＮＥＮＧＩＥＳＳＥＲＣ，ｅｔａｌ．Ｗｉｌｍｓ’

ｔｕｍｏｒ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９ｑ２２．３ｍｉｃｒｏｄｅｌｅｔｉｏｎｓｙｎｄｒｏｍｅ

ｓｕｇｇｅｓｔｓａｒｏｌｅｆｏｒＰＴＣＨ１ｉｎｎｅｐｈｒｏｂｌａｓｔｏｍａｓ［Ｊ］．

ＥｕｒＪＨｕｍＧｅｎｅｔ，２０１３，２１：７８４７８７．

［４５］ＳＥＧＥＲＳＨ，ＶＡＮＤＥＮＨＥＵＶＥＬＥＩＢＲＩＮＫ Ｍ Ｍ，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ＲＤ，ＶＡＮＴＩＮＴＥＲＥＮ Ｈ，ＶＵＪＡＮＩＣ

Ｇ，ＰＩＥＴＥＲＳＲ，ｅｔａｌ．Ｇａｉｎｏｆ１ｑｉｓａｍａｒｋｅｒｏｆｐｏｏｒ

ｐｒｏｇｎｏｓｉｓｉｎＷｉｌｍｓ’ｔｕｍｏｒｓ［Ｊ］．ＧｅｎｅｓＣｈｒｏｍｏｓｏｍｅｓ

Ｃａｎｃｅｒ，２０１３，５２：１０６５１０７４．

［４６］ＧＲＡＴＩＡＳＥＪ，ＪＥＮＮＩＮＧＳＬＪ，ＡＮＤＥＲＳＯＮＪＲ，

ＤＯＭＥＪＳ，ＧＲＵＮＤＹＰ，ＰＥＲＬＭＡＮＥＪ．Ｇａｉｎｏｆ１ｑ

ｉｓ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ｉｎｆｅｒｉｏｒｅｖｅｎｔｆｒｅｅ ａｎｄ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ｆａｖｏｒａｂｌｅｈｉｓｔｏｌｏｇｙ Ｗｉｌｍｓ

ｔｕｍｏｒ：ａｒｅｐｏｒｔｆｒｏｍｔｈｅ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ｓＯｎｃｏｌｏｇｙＧｒｏｕｐ

［Ｊ］．Ｃａｎｃｅｒ，２０１３，１１９：３８８７３８９４．

［４７］ＶＯＫＵＨＬＣ，ＶＯＧＥＬＧＥＳＡＮＧＷ，ＬＥＵＳＣＨＮＥＲＩ，

ＦＵＲＴＷＡＮＧＬＥＲＲ，ＧＲＡＦＮ，ＧＥＳＳＬＥＲＭ，ｅｔａｌ．

１ｑｇａｉｎｉｓａｆｒｅｑｕｅｎｔｆｉｎｄｉｎｇｉｎｐｒｅ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ｌｙｔｒｅａｔｅｄ

Ｗｉｌｍｓｔｕｍｏｒｓ，ｂｕｔｏｆｌｉｍｉｔｅｄｐｒｏｇｎｏｓｔｉｃｖａｌｕｅｆｏｒｒｉｓｋ

ｓｔｒａ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ＳＩＯＰ２００１／ＧＰＯＨｔｒｉａｌ［Ｊ］．Ｇｅｎｅｓ

ＣｈｒｏｍｏｓｏｍｅｓＣａｎｃｅｒ，２０１４，５３：９６０９６２．

［４８］ＳＡＴＯＨＹ，ＮＡＫＡＤＡＴＥＨ，ＮＡＫＡＧＡＷＡＣＨＩＴ，

ＨＩＧＡＳＨＩＭＯＴＯＫ，ＪＯＨ Ｋ，ＭＡＳＡＫＩＺ，ｅｔａｌ．

Ｇｅｎｅｔｉｃａｎｄｅｐｉｇｅｎｅｔｉｃａｌｔ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ｏｎｔｈｅｓｈｏｒｔａｒｍｏｆ

ｃｈｒｏｍｏｓｏｍｅ１１ａｒｅｉｎｖｏｌｖｅｄｉｎａｍａｊｏｒｉｔｙｏｆｓｐｏｒａｄｉｃ

Ｗｉｌｍｓ’ｔｕｍｏｕｒｓ［Ｊ］．ＢｒＪＣａｎｃｅｒ，２００６，９５：５４１５４７．

［４９］ＰＬＵＣＩＥＮＮＩＫＥ，ＮＯＷＡＫＯＷＳＫＡＭ，ＷＵＪＣＩＣＫＡ

Ｗ Ｉ， ＳＩＴＫＩＥＷＩＣＺ Ａ， ＫＡＺＡＮＯＷＳＫＡ Ｂ，

ＺＩＥＬＩＮＳＫＡＥ，ｅｔａｌ．Ｇｅｎｅｔｉｃａｌｔ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ｏｆ犠犠犗犡ｉｎ

Ｗｉｌｍｓ’ｔｕｍｏｒａｒｅｉｎｖｏｌｖｅｄｉｎｉｔｓｃａｒｃｉｎｏｇｅｎｅｓｉｓ［Ｊ］．

ＯｎｃｏｌＲｅｐ，２０１２，２８：１４１７１４２２．

［５０］ＯＨＳＨＩＭＡ Ｊ， ＨＡＲＵＴＡ Ｍ， ＦＵＪＩＷＡＲＡ Ｙ，

ＷＡＴＡＮＡＢＥ Ｎ，ＡＲＡＩ Ｙ，ＡＲＩＧＡ Ｔ，ｅｔａｌ．

Ｍｅｔｈｙ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犚犃犛犛犉１犃ｐｒｏｍｏｔｅｒｉｓ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ｖｅｏｆ

ｐｏｏｒｏｕｔｃｏｍｅａｍｏｎｇ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Ｗｉｌｍｓｔｕｍｏｒ［Ｊ］．

ＰｅｄｉａｔｒＢｌｏｏｄＣａｎｃｅｒ，２０１２，５９：４９９５０５．

［５１］ＨＵＢＥＲＴＵＳＪ，ＬＡＣＨＥＲＭ，ＲＯＴＴＥＮＫＯＬＢＥＲＭ，

ＭＵＬＬＥＲＨＯＣＫＥＲＪ，ＢＥＲＧＥＲＭ，ＳＴＥＨＲＭ，ｅｔ

ａｌ．Ａｌｔｅｒｅｄ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ｉｍｐｒｉｎｔｅｄｇｅｎｅｓｉｎ Ｗｉｌｍｓ

ｔｕｍｏｒｓ［Ｊ］．ＯｎｃｏｌＲｅｐ，２０１１，２５：８１７８２３．

［５２］ＹＵＡＮＥ，ＬＩＣＭ，ＹＡＭＡＳＨＩＲＯＤＪ，ＫＡＮＤＥＬＪ，

ＴＨＡＫＥＲＨ，ＭＵＲＴＹＶＶ，ｅｔａｌ．Ｇｅｎｏｍｉｃｐｒｏｆｉｌｉｎｇ

ｍａｐｓｌｏｓｓｏｆｈｅｔｅｒｏｚｙｇｏｓｉｔｙａｎｄｄｅｆｉｎｅｓｔｈｅｔｉｍｉｎｇａｎｄ

ｓｔａｇｅ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ｏｆｅｐｉｇｅｎｅｔｉｃａｎｄｇｅｎｅｔｉｃｅｖｅｎｔｓｉｎ

Ｗｉｌｍｓ’ｔｕｍｏｒｓ［Ｊ］．ＭｏｌＣａｎｃｅｒＲｅｓ，２００５，３：４９３

５０２．

［５３］ＭＡＳＣＨＩＥＴＴＯ Ｍ，ＣＨＡＲＬＴＯＮＪ，ＰＥＲＯＴＴＩＤ，

ＲＡＤＩＣＥＰ，ＧＥＬＬＥＲＪＩ，ＰＲＩＴＣＨＡＲＤＪＯＮＥＳＫ，

ｅｔａｌ．ＴｈｅＩＧＦｓｉｇｎａｌｌｉｎｇｐａｔｈｗａｙｉｎＷｉｌｍｓｔｕｍｏｕｒｓａ

ｒｅｐｏｒｔｆｒｏｍｔｈｅＥＮＣＣＡＲｅｎａｌＴｕｍｏｕｒｓＢｉｏｌｏｇｙｄｒｉｖｅｎ

ｄｒｕｇ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ｗｏｒｋｓｈｏｐ［Ｊ］．Ｏｎｃｏｔａｒｇｅｔ，２０１４，５：

８０１４８０２６．

［５４］ＣＨＡＲＬＴＯＮ Ｊ，ＰＡＶＡＳＯＶＩＣ Ｖ，ＰＲＩＴＣＨＡＲＤ

ＪＯＮＥＳＫ．Ｂｉｏｍａｒｋｅｒｓｔｏｄｅｔｅｃｔ Ｗｉｌｍｓｔｕｍｏｒｓｉｎ

ｐｅｄｉａｔｒｉｃ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ｈｅｒｅａｒｅｗｅｎｏｗ？［Ｊ］．Ｆｕｔｕｒｅ

Ｏｎｃｏｌ，２０１５，１１：２２２１２２３４．

［５５］ＣＨＡＲＬＴＯＮ Ｊ，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 Ｒ Ｄ， ＷＥＥＫＳ Ｍ，

ＳＥＢＩＲＥ Ｎ Ｊ，ＰＯＰＯＶ Ｓ，ＶＵＪＡＮＩＣ Ｇ，ｅｔａｌ．

Ｍｅｔｈｙｌｏｍ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ｓａＷｉｌｍｓｔｕｍｏｒｅｐｉｇｅｎｅｔｉｃ

ｂｉｏｍａｒｋｅｒｄｅｔｅｃｔａｂｌｅｉｎｂｌｏｏｄ［Ｊ］．ＧｅｎｏｍｅＢｉｏｌ，２０１４，

１５：４３４．

［５６］ＰＯＤＥＳＨＡＫＫＥＤ Ｎ， ＨＡＲＡＲＩＳＴＥＩＮＢＥＲＧ Ｏ，

ＨＡＢＥＲＭＡＮＺＩＶＹ，ＲＯＭＧＲＯＳＳＥ，ＢＡＨＡＲＳ，

ＯＭＥＲＤ，ｅｔａｌ．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ｏｒ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ｏｆＷｉｌｍｓ’

ｔｕｍｏｒｔｏａｎｔｉＦＺＤ７ ａｎｔｉｂｏｄｙ ｈｉｇｈｌｉｇｈｔｓｔｈｅ Ｗｎｔ

ｐａｔｈｗａｙ ａｓ ａ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ｔｈｅｒａｐｅｕｔｉｃ ｔａｒｇｅｔ ［Ｊ］．

Ｏｎｃｏｇｅｎｅ，２０１１，３０：１６６４１６８０．

［５７］ＭＡＴＵＲＵＰ，ＪＯＮＥＳＤ，ＲＵＴＥＳＨＯＵＳＥＲＥＣ，ＨＵ

Ｑ，ＲＥＹＮＯＬＤＳＪ Ｍ，ＨＩＣＫＳＪ，ｅｔａｌ．Ｒｏｌｅｏｆ

ｃｙｃｌｏｏｘｙｇｅｎａｓｅ２ ｐａｔｈｗａｙ ｉｎ ｃｒｅａｔｉｎｇ ａｎ

ｉｍｍｕｎｏｓｕｐｐｒｅｓｓｉｖｅｍｉｃｒｏ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ｎｄｉｎ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 Ｗｉｌｍｓ’ｔｕｍｏｒ［Ｊ］．Ｎｅｏｐｌａｓｉａ，

２０１７，１９：２３７２４９．

［５８］ＳＨＩＲＡＫＡＴＡＴ，ＯＫＡＹ，ＮＩＳＨＩＤＡＳ，ＨＯＳＥＮＮ，

ＴＳＵＢＯＩＡ，ＯＪＩＹ，ｅｔａｌ．ＷＴ１ｐｅｐｔｉｄｅｔｈｅｒａｐｙｆｏｒａ

ｐａｔｉｅｎｔ ｗｉｔｈ ｃｈｅｍｏｔｈｅｒａｐｙ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ｔｓａｌｉｖａｒｙ ｇｌａｎｄ

ｃａｎｃｅｒ［Ｊ］．ＡｎｔｉｃａｎｃｅｒＲｅｓ，２０１２，３２：１０８１１０８５．

［５９］ＰＲＯＶＡＳＩ Ｅ，ＧＥＮＯＶＥＳＥ Ｐ，ＬＯＭＢＡＲＤＯ Ａ，

ＭＡＧＮＡＮＩＺ，ＬＩＵＰＱ，ＲＥＩＫＡ，ｅｔａｌ．ＥｄｉｔｉｎｇＴ

ｃｅｌｌ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ｉｔｙ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ｌｅｕｋｅｍｉａ ｂｙ ｚｉｎｃ ｆｉｎｇｅｒ

ｎｕｃｌｅａｓｅｓａｎｄｌｅｎｔｉｖｉｒａｌｇｅｎｅ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Ｊ］．ＮａｔＭｅｄ，

２０１２，１８：８０７８１５．

［本文编辑］　胡　蓉

·８４５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