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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清哺乳动物雷帕霉素靶蛋白检测对乳腺癌患者的临

床意义 

闫斌  韩丽红  高丽君  王乐  于跃利 

 

[摘要]  目的  探讨乳腺癌患者血清哺乳动物雷帕霉素靶蛋白(mTOR) mTOR水平的变化及其与乳腺癌发生、发展的关系。方法　采用酶联免疫吸附

（ELISA）方法测定50例乳腺癌患者及50例健康体检者血清中mTOR的含量。结果  血清mTOR在乳腺癌患者含量显著高于健康体检者（P<0.01）。结论　血

清mTOR检测对乳腺癌诊断及判断预后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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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hange of mammalian target of rapamycin (mTOR) in serum of the patients with breast cancer and 
the correlation with the initi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breast cancer.  Methods  The content of mTOR in serum is measured  by enzyme-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 (ELISA) in 50 patients with breast cancer and 50 healthy subjects.  Results  The content of mTOR in serum in patients with 
breast cancer were signifi cantly higher than healthy subjects (P <0.01).  Conclusion  The detection of mTOR in serum is of great signifi cance to the 
diagnosis and prognosis of breast canc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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哺乳动物雷帕霉素靶蛋白(mammalian target of rapam

ycin，mTOR)是一种丝/苏氨酸蛋白激酶，属于磷脂酰肌醇3-激

酶相关激酶(phosphatidylinositol 3-kinase-related kinase，

PIKK) 蛋白家族，在调节细胞生长、增殖、调控细胞周期等多个

方面起到重要作用。目前发现mTOR信号通路的过度活化与肿瘤

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是肿瘤治疗的一个重要靶点。许多研究中

已经证实mTOR与乳腺癌的发生发展及浸润转移密切相关[1-3]，

但多是组织学的，而从血清中mTOR与乳腺癌相关性提及较少。

在肿瘤患者的诊断与治疗中血清学检测与组织学检测相比较，虽

然有一定的局限性；但其方便，快捷，经济，易于做筛查等优越性

是显而易见的，在临床肿瘤检查工作中也是不可或缺的。本研究

旨在探讨乳腺癌患者血清mTOR水平的变化及其与乳腺癌发生、

发展的关系。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2010年1月～2011年1月在包头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普外二

科住院的乳腺癌患者50例；选择体检健康者50例(年龄27～65岁) 

作为对照组，男30例，女20例。

1.2  标本采集及mTOR检测

受检者均于清晨空腹采肘静脉血5mL，静置120min，3000r/min

离心20min，取血清，-20℃冰箱保存。血清mTOR采用ELISA法

测定，操作过程严格按照试剂盒（产品编号：CSB-E09038h）说明

进行，于450nm处测OD值，显色后用酶标仪比色读数， 根据绘制

的标准曲线求出的mTOR相对含量数值。

1.3  统计学方法

数据处理均采用统计学软件SPSS 13.0统计。计量资料以均

数±标准差表示，组间均数比较采用t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2  结果 

乳腺癌患者与正常对照组血清mTOR的含量比较见表1，两

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

表1  乳腺癌患者与正常对照组血清中mTOR的含量比较

组别 例数 血清mTOR含量（μg/L）

正常对照组 50 9921±5855

乳腺癌组 50 33849±16986*

注：与正常对照组比较，*P<0.01

3  讨论

乳腺癌是危害妇女健康最常见的恶性肿瘤。其中PI3K-

Akt-mTOR信号通路在乳腺癌肿瘤细胞的增殖和凋亡中起重

要作用，与肿瘤血管生成、转移密切相关[4]。目前，mTOR基因在

乳腺癌发生、发展及浸润转移过程中的具体作用机制尚不十分

清楚，推测其可能通过PI3K/AKT/mTOR信号传导通路发挥作

用。PI3K/Akt/mTOR信号传导通路通过PTEN基因功能的失常

或者被其它信号激活，导致抑制细胞凋亡、加快细胞周期运行、促

进血管形成和肿瘤侵袭转移，在恶性肿瘤的发生和发展中发挥着

重要的作用[5]。mTOR信号与NF-kB信号通路可通过多种途径进

行信息交谈-串流，在细胞生长调控及肿瘤发生与进展中有重要

意义[6]。

目前，通过非侵袭方式获取肿瘤细胞的工具亟待发展，比如

血液检查，关键在于收集血液中的肿瘤细胞或分泌到血液中的

肿瘤相关蛋白[7]。mTOR在肿瘤的发生发展过程中占有核心地

位，与肿瘤密切相关的多项细胞功能如细胞增殖、细胞周期、蛋

白合成、细胞迁移等均受控于mTOR的调节[8]。S6K1和4EBP1是

mTOR信号下游效应蛋白。在肿瘤的发生、发展过程中，mTOR

主要通过S6K1和真核细胞启动因子4E结合蛋白(4EBP1)影响

细胞周期而在细胞的转化过程中发挥作用，促进肿瘤的发生[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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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TOR抑制剂的抗肿瘤效应及其机制正逐步得到明确，mTOR作

为抗肿瘤药物的新靶点，有望成为晚期肿瘤患者药物治疗的新选

择[9]。

本研究结果表明，对乳腺癌患者，血清检测mTOR可以作为

乳腺癌诊断、治疗疗效、判断预后的指标。并且mTOR作为雷帕

霉素的靶蛋白，其在乳腺癌中高表达，为乳腺癌的靶向治疗提供

了新的靶点，为雷帕霉素在乳腺癌治疗中的应用提供了理论依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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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周静脉穿刺置入中心静脉导管（peripherally inserted 

central catheter,PICC），是指经贵要静脉、头静脉或肘正中静脉

穿刺置管，导管的末端位于上腔静脉的下1/3处或上腔静脉与右

心房交界处。在肿瘤化疗、刺激性药物输注、静脉营养治疗和长期

静脉输液患者中，PICC由于其独特的优势得到广泛应用。但当肘

部浅静脉直视或触摸下不适合传统盲穿时，勉强置管无法保证穿

刺成功，制约了PICC的临床应用。超声引导下的PICC穿刺是目

前先进的PICC置管技术，因其可以直观地显示血管解剖，具有实

时引导、全程可见、缩短穿刺时间和减少并发症等优点[1]。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组53例需要行PICC置管患者，男性31

例，女性22例，年龄46～78岁，平均年龄（65±11.5）岁，其中老年

病35例、恶性肿瘤18例，均为浅静脉直视不明显或触摸不到、不适

合盲穿患者。

1.2  方法  所有患者采用超声引导下肘上贵要静脉穿刺

和改良Seldinger技术。首先B超观察双侧贵要静脉、腋静脉及颈

内静脉注入头臂静脉成角情况，选择贵要静脉显示好的一侧为穿

刺置管靶血管，常规消毒铺巾，术者穿手术衣，穿刺点定在穿刺点

范围在肘横纹上4cm～10cm，结扎浅静脉，使静脉充盈，B超定位

后穿刺贵要静脉，当针尖进入血管中央位置时，注射器回抽，见静

脉血后固定穿刺针，将导丝头端塑形为小“J”形经穿刺针送入，见

导丝顺利进入血管且推进无阻力时，撤出B超穿刺架；如果回血

较好，导丝送入有阻力，可先撤出穿刺架，将穿刺针放平约15度角

后，并在B超监视下送入导丝。当B超确定导丝于血管内无误时，

沿导丝送入4～5F鞘管。置入鞘管后，将留置管经鞘内置入，当留

置管进入血管后约20cm后，采用偏头法或者颈内静脉按压，最终

将导管头端置于上腔静脉与右心房交界附近，B超探查导管未进

入颈内静脉，拍胸片证实。整个插管过程中不应有阻力感觉。

B超引导下的PICC置管体会
马华  徐继红

[摘要]  目的  探讨B超引导下结合改良Seldinger技术PICC置管的优越性。方法  53例需要行PICC置管患者，男性31例，女性22例，年龄46～78岁，

均为浅静脉直视不明显或触摸不到、不适合盲穿患者。所有患者采用超声引导下肘上贵要静脉穿刺和改良Seldinger技术，经贵要静脉置管至上腔静脉。

结果  53例患者穿刺一次成功，40例导丝直接进入贵要静脉，13例调节穿刺针角度后导丝进入静脉；2例在第一次置管时导管头进入颈内静脉，再次偏

头法加指压法后进入上腔静脉。结论  B超下定位结合改良Seldinger技术穿刺贵要静脉其准确率较高，B超实时观察导管位置能提高插管成功率。

[关键词]  PICC; B超引导; Seldinger技术; 贵要静脉

 

[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superiority of using ultrasound to guide PICC insertion with  modifi ed Seldinger technique. Methods 53 
patients with PICC implantation (31 males and 22 females, age range from 46~78 years), whose superfi cal vein could not be touched, were included 
in this study. All patients were underwent ultrasound guided implantation of PICC via basilic vein to superior vena. Results Success rate of puncture 
the basilic vein in one time was 100%. Guide wire fi t-into basilic vein directly in 44 patients. Through adjustment the angle of puncture needle, the 
guide wire fi t-into basilic vein in 13 patients. The tip of catheter enter the internal jugular vein at fi rst time in 2 patients. By leaning head and fi nger-
prssure Methods, the catheter enter superior vena. Conclusion Using ultrasound to guide PICC insertion with modifi ed Seldinger technique is safe 
and effective. Ultrasound guidance can elevate the success rate of PICC implantation.

[Key words]   Peripherally inserted central catheter;   Ultrasound guidance; Seldinger  technique;   Basilic ve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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