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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短 篇 论 著 · 

年龄相关性白内障晶状体前囊膜中c—myc基因表达的研究 

赵桂秋 孙学华 马 腾 胡丽婷 

c—myc是原癌基 因家族成员 ，是 myc基因家族 的重要成员 

之一。研 究 表 明 ，在 晶 状 体 上 皮 细 胞 (1ens epithelial cells， 

LECs)中c—myc mRNA水平与发育期增生细胞的百分数成正 

比，当这 些 细胞 进 入 静 止 期 时 ，c—myc mRNA 表 达 静 止 或 减 

少 。C—myc的过度表达可能促进年龄相 关性 白内障的发生 。 

本研究对年龄相关性 白内障患者 晶状 体前囊 膜及正 常人 晶状 

体中 c-myc基因的表达进行检测，探讨 c-myc在年龄相关性白 

内障发病机制中的作用。 

作者单位：266003青岛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眼科(赵桂秋、胡丽 

婷)；266003青岛市市立医院眼科(孙学华)；266003青岛市海慈医院神 

经 内科(马腾 ) 

通讯作者：赵桂秋(Email：zhaoguiqiu@tom．com) 

1 材料与方法 

1．1 取材 收集在我院手术治疗的年龄相关性成熟期白内障 

患者 30例(3O眼)为病例组；年龄(64±7．8)岁，排除眼外伤、 

糖尿病以及长期眼放射线接触史，行超声乳化白内障摘出术时 

常规连续环形撕囊取下晶状体前囊膜 ；另 收集 我院角膜 移植术 

后留存的无晶状体混浊的正常尸体供眼 2O例(2O眼)作为对 

照组；年龄(6l±9．5)岁。病例组与对照组患者年龄的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t=1．220 7，P>0．05)。样本收集时由同一术者 在 

显微镜下取晶状体前囊膜，一18O oC液氮保存。 

1．2 RT—PCR测定 c．myc mRNA水平 根据 普洛麦格 公司 总 

RNA提取 试剂盒说 明提取组织 总 RNA，逆转录合 成 eDNA，然 

后以合成的eDNA为模板，TaqDNA聚合酶的作用下扩增 c—my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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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其 特 定 片 断 。 引 物 序 列 ：c — m y c ：上 游 5
’

一 C C A C A G C A A A C C T C

C T C A ． 3
’

， 下 游 5
’

一 T T T c c G C A A c A A G T c c T c 一 3
’

， 扩 增 产 物 长 度

为 4 0 9 b p ； 3 - a e t i n ：上 游 5
’

一 A c A c T G T G c c c A T c T A c G A 一 3
’

， 下 游

5
’

一 C C T C A G G G C A G C G G A A C C 一 3
’

， 扩 增 产 物 长 度 为 2 9 7 b p 。 反

应 条 件 ：9 4 ℃ 3 m i n 预 变 性 ；9 4
o

C 1 ra i n
，

4 8 ℃ l m i n
，

7 2 ℃

1 m i n
， 共 3 0 个 循 环 ；最 后 7 2 ℃ 延 伸 1 0 m i n 。 P C R 反 应 结 束 后 ，

取 5 ¨ L 扩 增 产 物 在 2 ％ 的 琼 脂 糖 凝 胶 上 电 泳 ， 电 压 1 0 0 V
， 作 用

4 0 m i n 。 凝 胶 用 数 字 图 像 分 析 仪 2 2 0 0 系 统 观 察 拍 照 并 进 行 半

定 量 分 析 。

1 ． 3 统 计 学 方 法 采 用 S P S S 1 3 ． 0 统 计 学 软 件 ，
2 组 间 患 者 年

龄 及 c — m y c 的 相 对 表 达 量 的 比 较 采 用 独 立 样 本 的 t 检 验 。 P <

0 ． 0 5 为 差 异 有 统 计 学 意 义 。

2 结 果

R T — P C R 法 测 定 c — m y c 的 相 对 表 达 量 ， 以 c — m y c 产 物 灰 度 ／

6 一 a c t i n 产 物 灰 度 作 为 c — m y c 的 相 对 表 达 量 ， 对 P C R 产 物 凝 胶 扫

描 结 果 进 行 半 定 量 分 析 ( 图 1 ) 。 3 0 例 年 龄 相 关 性 白 内 障 患 者

c — m y c 基 因 相 对 表 达 量 为 0 ． 8 4 9 ± 0 ． 0 1 2
，

2 0 例 正 常 晶 状 体 前 囊

膜 中 c — m y c 基 因 相 对 表 达 量 为 0 ． 6 8 7 ± 0 ． 0 1 2
，

2 组 间 差 异 有 统

计 学 意 义 ( t = 1 ． 8 2 7
，

P < 0 ． 0 5 ) 。 年 龄 相 关 性 白 内 障 品 状 体 前

囊 膜 中 c — m y c 的 表 达 明 显 高 于 正 常 晶 状 体 。

M l 2 3 4 5 6

图 1 C - m y c 的 相 对 表 达 量 的 半 定 量 分 析 M ： D N A m a r k e r ( 1 0 0 b p

l a d d e r
，

6 0 0 b p ) ，
1 — 4 ： 正 常 晶 状 体 前 囊 膜 c — m y c 和 13 - a c t i n 条 带

5 、
6 ：年 龄 相 关 性 白 内 障 晶 状 体 前 囊 膜 c - m y c 和 p — a c t i n 条 带

3 讨 论

C - m y c 是 细 胞 癌 基 因 的 一 种 ， 其 表 达 产 物 不 仅 在 生 长 信 号

的 转 导 过 程 中 起 重 要 作 用 ， 在 细 胞 周 期 的 调 控 中 也 有 重 要 作

用 ， 其 过 度 表 达 不 仅 可 以 促 进 细 胞 增 生 ， 而 且 还 可 以 诱 导 细 胞

5 3 9

调 亡
“

。

C — m y c 参 与 不 同 的 生 理 过 程 ， 包 括 细 胞 黏 附 、 细 胞 代 谢 、 生

长 、 增 生 、 去 分 化 以 及 凋 亡 等 过 程
” 1 3 0

。 L E C s 增 生 和 代 谢 过 程

目前 已 经 得 到 深 入 研 究 ， 并 且 已 证 实 晶 状 体 纤 维 细 胞 的 分 化 和

成 熟 对 于 维 持 晶 状 体 的 透 明 度 十 分 重 要 。 然 而 ， 目 前 对 c — m y c

原 癌 基 因 与 晶 状 体 相 关 疾 病 的 研 究 很 少 ， 尤 其 是 人 类 年 龄 相 关

性 白 内 障 的 相 关 研 究 迄 今 为 止 国 内 外 尚 未 见 报 道 。

本 研 究 通 过 R T — P C R 等 分 子 生 物 学 方 法 对 年 龄 相 关 性 白

内 障 患 者 晶 状 体 前 囊 膜 进 行 研 究 ， 发 现 其 中 的 c — m y c m R N A 表

达 明 显 高 于 正 常 人 晶 状 体 前 囊 膜 ， 提 示 c — m y c 表 达 水 平 的 升 高

与 年 龄 相 关 性 白 内 障 的 发 病 密 切 相 关 ， 其 表 达 异 常 可 能 参 与 年

龄 相 关 性 白 内 障 的 发 生 与 发 展 。

现 已 证 实 c — m y c m R N A 的 增 加 通 常 与 细 胞 迅 速 生 长 和 进

入 s 期 有 关 ， 因 此 c — m y c m R N A 量 的 改 变 可 能 是 L E C s 增 生 和

分 化 的 标 志
。

“

。 W e n 等
” 。

通 过 N o r t h e r n 斑 点 印 迹 杂 交 检 测 了

半 乳 糖 性 白 内 障 鼠 c — m y c 基 因 的 表 达 ， 发 现 在 晶 状 体 细 胞 损 伤

后 ，
c — m y c m R N A 在 2 4 h 上 升 了 6 倍 ，

4 8 h 下 降 到 了 正 常 的

3 0 ％ 。 在 晶 状 体 细 胞 恢 复 期 ，
c — m y c m R N A 在 1 2 h 持 续 高 水 平

表 达 ， 可 增 加 1 0 倍 左 右 。 这 与 本 研 究 检 测 结 果 一 致 ， 表 明

c — m y c 基 因 与 L E C s 的 增 生 、 分 化 和 凋 亡 密 切 相 关 。 L i 等
。 “

发 现

L E C s 凋 亡 是 年 龄 相 关 性 白 内 障 形 成 的 前 期 改 变 ，
c — m y c 基 因 参

与 了 L E C s 的 凋 亡 ， 其 过 度 表 达 促 进 了 这 一 过 程 ， 导 致 晶 状 体 混

浊 的 发 生 。 本 研 究 结 果 证 实 年 龄 相 关 性 白 内 障 患 者 晶 状 体 前

囊 膜 中 c — m y c m R N A 表 达 显 著 增 加 ， 过 多 的 c — m y c 表 达 增 强 了

凋 亡 的 过 程 ， 促 进 了 年 龄 相 关 性 白 内 障 的 发 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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