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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目的　 探讨切除修复交叉互补基因 １（ＥＲＣＣ１）在鼻咽癌组织中的表达，并分析其表达与局部晚期鼻咽癌同

步放化疗疗效的关系。 方法　 收集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经鼻咽部肿物活检确诊均为非分化型非角化性鼻咽癌患者 ７６
例，给予顺铂单药同步放化疗。 化疗方案具体为顺铂 ８０ｍｇ ／ ｍ２，静脉滴注，于放疗第 １、２２、４３ 天进行；放疗采用常规分割照射，
５ 次 ／周，鼻咽平均剂量 ７４Ｇｙ（７０～７８Ｇｙ），同步放化疗结束后评价其近期疗效并随访远期生存情况。 应用免疫组化法检测鼻

咽癌组织中 ＥＲＣＣ１ 蛋白表达，分析其表达与同步放化疗近期疗效及远期生存率的关系。 结果　 ７６ 例鼻咽癌组织中 ＥＲＣＣ１
蛋白的阳性表达率为 ４２ １％（３２ ／ ７６）。 ＥＲＣＣ１ 蛋白表达与鼻咽癌的 Ｔ 分期、临床分期有关（Ｐ＜０ ０５），而与性别、年龄及 Ｎ 分

期无关（Ｐ＞０ ０５）。 ＥＲＣＣ１ 蛋白阳性表达者的有效率（ＲＲ）为 ７５ ０％（２４ ／ ３２），ＥＲＣＣ１ 阴性表达者的 ＲＲ 为 ９７ ７％（４３ ／ ４４），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 ００８）。 获得随访的 ７２ 例患者的 １ 年、２ 年、３ 年生存率分别为 ９１ ０％、８３ ３％、７９ ０％。 ＥＲＣＣ１ 阴性表

达者的 １ 年、２ 年、３ 年生存率分别为 ９２ ４％、８７ ８％、８０ ５％，ＥＲＣＣ１ 阳性表达者的 １ 年、２ 年、３ 年生存率分别为 ８７ ９％、
７７ ４％、７７ ４％，两者的中位生存期（ＯＳ）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 ０５）。 ＥＲＣＣ１ 阳性表达者中不同分级的中位 ＯＳ 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Ｐ＜０ ０５）。 结论　 ＥＲＣＣ１ 蛋白的表达可能是预测局部晚期鼻咽癌同步放化疗近期疗效及预后的指标。

　 　 【关键词】 　 鼻咽癌；　 ＤＮＡ 切除修复交叉互补基因 １；　 同步放化疗；　 近期疗效；　 总生存期

中图分类号：Ｒ７３９ ６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９－０４６０（２０１４）０３－０２４０－０４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ＥＲＣＣ１ ａｎｄ ｃｏｎｃｕｒｒｅｎｔ ｃｈｅｍｏｒａｄｉｏｔｈｅｒａｐｙ ｉ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ｌｏｃａｌ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ｎａｓｏｐｈａｒｙｎｇｅａｌ ｃａｎｃｅｒ
　 　 ＬＩＡＮＧ Ｒｏｎｇ， ＬＩ Ｙｏｎｇｑｉａｎｇ， ＨＵ Ｘｉａｏｈｕａ， ＬＩＵ Ｚｈｉｈｕｉ， ＬＩＡＯ Ｘｉａｏｌｉ， ＬＩＮ Ｙａｎ， ＹＵＡＮ Ｃｈｕｎｌｉｎｇ， ＬＩＡＯ Ｓｉｎａ．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Ｆｉｒｓｔ Ｃｈｅｍｏｔｈｅｒａｐｙ， ｔｈｅ Ａｆｆｉｌｉａｔｅｄ Ｃａｎｃｅｒ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ｏｆ Ｇｕａｎｇｘｉ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Ｎａｎｎｉｎｇ
５３００２１， Ｃｈｉｎａ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ａｕｔｈｏｒ： ＬＩ Ｙｏｎｇｑｉａｎｇ： Ｅ⁃ｍａｉｌ： ｌｅｏｎａ８１１＠ ｆｏｘｍａｉｌ．ｃｏｍ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Ｔｏ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 ｔｈｅ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ＤＮＡ ｅｘｃｉｓｉｏｎ ｒｅｐａｉｒ ｃｒｏｓｓ⁃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ｉｎｇ ｇｅｎｅ １（ＥＲＣＣ１） ｉｎ ｌｏｃａｌ
ａｎｄｖａｎｃｅｄ ｎａｓｏｐｈａｒｙｎｇｅａｌ 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 ａｎｄ ｔｏ ａｎａｌｙｚｅ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ＥＲＣＣ１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ｏｆ ｃｏｎｃｕｒｒｅｎｔ
ｒａｄｉｏｃｈｅｍｏｔｈｅｒａｐｙ ｉｎ ｔｈ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ｎａｓｏｐｈａｒｙｎｇｅａｌ 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Ｓｅｖｅｎｔｙ⁃ｓｉｘ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ｎｏｎ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ｅ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ｉｖｅｒ⁃
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ｎａｓｏｐｈａｒｙｎｇｅａｌ 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 ｂｙ ｎａｓｏｐｈａｒｙｎｇｅａｌ ｎｅｏｐｌａｓｍ ｂｉｏｐｓｙ ａｃｃｅｐｔｅｄ ｓｉｎｇｌｅ⁃ａｇｅｎｔ ｃｉｓｐｌａｔｉｎ（ＤＤＰ ８０ｍｇ ／ ｍ２， ｉｎｔｒａｖｅｎｏｕｓ
ｄｒｉｐ） ｃｏｎｃｕｒｒｅｎｔ ｃｈｅｍｏｒａｄｉｏｔｈｅｒａｐｙ ｆｒｏｍ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１０ ｔｏ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０． 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ｒａｐｙ ｗａｓ ｐｅｒｆｏｒｍ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ｇ⁃
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ｉｌｌｕｍｉｎａｔｅ ５ ／ ｗｅｅｋ ｏｎ ｄ１， ｄ２２， ｄ４３ ｗｉｔｈ ｍｅａｎ ｄｏｓｅ ｏｆ ７４Ｇｙ（７０⁃７８Ｇｙ） ｆｏｒ ｎａｓｏｐｈａｒｙｎｇｅａｌ． Ｔｈｅ ｃｕｒａｔｉｖ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ｗｅｒｅ ｅｖａｌｕａｔｅ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 ｗａｓ ｆｏｌｌｏｗｅｄ ｕｐ． Ｉｍｍｕｎｏｈｉｓｔ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ｗａｓ ｕｓｅｄ ｔｏ ｄｅｔｅｃｔ ｔｈｅ ＥＲＣＣ１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ｉｎ ｎａｓｏｐｈａｒｙｎｇｅａｌ
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 ｔｉｓｓｕｅ．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ＥＲＣＣ１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ｏｆ ｃｏｎｃｕｒｒｅｎｔ ｒａｄｉｏｃｈｅｍｏｔｈｅｒａｐｙ ａｎｄ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 ｒａｔｅ ｗｅｒｅ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Ｔｈｅ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ｒａｔｅ ｏｆ ＥＲＣＣ１ ｉｎ ７６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ａｓ ４２ １％（３２ ／ ７６）． Ｔｈｅ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ＥＲＣＣ１ ｗａｓ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Ｔ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ｓｔａｇｅ（Ｐ＜０ ０５）， ｂｕｔ ｎｏｔ ｔｏ ｇｅｎｄｅｒ， ａｇｅ ａｎｄ Ｎ ｓｔａｇ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ｒａｔ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ＲＣＣ１ ｐｏｓ⁃
ｉ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ｅｒｅ ７５ ０％ ａｎｄ ９７ ７％ ｗｉｔｈ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Ｐ＜０ ０５）． Ｏｆ ７２ ｆｏｌｌｏｗ⁃ｕｐ ｃａｓｅｓ， ｔｈｅ １⁃，２⁃ａｎｄ ３⁃ｙｅａｒ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 ｒａｔｅｓ ｏｆ ａｌｌ ｗｅｒｅ ９１ ０％，８３ ３％ ａｎｄ ７９ ０％ ａｎｄ ｔｈｏｓ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ＥＲＣＣ１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ｅｒｅ ９２ ４％， ８７ ８％，
８０ ５％ ａｎｄ ８７ ９％， ７７ ４％， ７７ ４％，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Ｔｈｅ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ＯＳ） ｏｆ ＥＲＣＣ１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ｈａｄ ｎｏ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
ｃａｌｌｙ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０ ０５）． Ｔｈｅ ｍｅｄｉｕｍ ＯＳ ｏｆ ＥＲＣＣ１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ａｍｏｎｇ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ｈａｄ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 ｓｉｇｎｉｆｉ⁃
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０ ０５）．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Ｔｈｅ ＥＲＣＣ１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ｍａｙ ｂｅ ａ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ｅ ｐｒｏｇｎｏｓｔｉｃ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ｕｒｒｅｎｔ ｒａｄｉｏｃｈｅｍｏ⁃

·０４２· 　 临床肿瘤学杂志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第 １９ 卷第 ３ 期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Ｏｎｃｏｌｏｇｙ，Ｍａｒ． ２０１４，Ｖｏｌ．１９，Ｎｏ．３　



ｔｈｅｒａｐｙ ｉｎ ｌｏｃａｌ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ｎａｓｏｐｈａｒｙｎｇｅａｌ 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Ｎａｓｏｐｈａｒｙｎｇｅａｌ 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　 Ｅｘｃｉｓｉｏｎ ｒｅｐａｉｒ ｃｒｏｓｓ⁃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ｉｎｇ ｇｅｎｅ １（ＥＲＣＣ１）；　 Ｃｏｎｃｕｒｒｅｎｔ ｒａｄｉｏｃｈｅｍｏ⁃
ｔｈｅｒａｐｙ；　 Ｃｕｒａｔｉｖ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

　 　 鼻咽癌是我国一种常见的恶性肿瘤，其主要治

疗手段为放疗。 近年来，临床研究已证实放疗联合

化疗的疗效优于单纯放疗［１］，普遍认为以顺铂单药

为基础的同步放化疗的疗效最为显著［２⁃３］。 由于铂

类药物的作用靶点是 ＤＮＡ，故 ＤＮＡ 修复能力的不

同将直接导致个体间肿瘤细胞对铂类药物敏感性

的差异［４］。 ＤＮＡ 切除修复交叉互补基因 １（ｅｘｃｉｓｉｏｎ
ｒｅｐａｉｒ ｃｒｏｓｓ⁃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ｉｎｇ ｇｅｎｅ １， ＥＲＣＣ１）定位于染

色体 １９ｑ１３ ２～１３ ３，作为核苷酸切除修复途径系统

的关键基因［５］，在 ＤＮＡ 损伤修复过程具有重要意

义，其正常表达才能维持该修复系统的正常功能。
目前国内外对 ＥＲＣＣ１ 蛋白表达与顺铂单药同步放

化疗治疗局部晚期鼻咽癌疗效关系的相关报道不

多。 因此，本研究应用免疫组化法检测局部晚期鼻

咽癌组织中 ＥＲＣＣ１ 蛋白的表达，探讨 ＥＲＣＣ１ 蛋白

表达与顺铂单药同步放化疗的近期疗效及远期生

存的关系。

１　 资料与方法

１ １　 一般资料　 收集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在广西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住院治疗的局部晚

期非分化型非角化性鼻咽癌患者 ７６ 例。 其中男性

５９ 例，女性 １７ 例；年龄范围 ３５ ～ ６２ 岁，中位年龄 ４６
岁；Ｔ 分期：Ｔ１ 期 １ 例，Ｔ２ 期 ２０ 例，Ｔ３ 期 ３３ 例，Ｔ４ 期

２２ 例；Ｎ 分期：Ｎ０ 期 ３ 例，Ｎ１ 期 １６ 例，Ｎ２ 期 ４３ 例，
Ｎ３ 期 １４ 例；Ⅲ期 ４４ 例，ⅣＡ 期 ３２ 例。 入组标准：
（１）均经病理组织学确诊为局部晚期鼻咽癌，病理

类型均为非分化型非角化性鼻咽癌，并可获取病理

组织标本进行 ＥＲＣＣ１ 检测；（２）活检前均未进行放

疗或化疗；（３）均接受调强放射治疗并同步顺铂单

药化疗；（４）体能状态评分（ＥＣＯＧ ＰＳ）≤１ 分，预计

生存期≥３ 个月；（５）至少有 １ 个可经 ＣＴ 或 ＭＲＩ 测
量的肿瘤病灶；（６）无明显的主要器官功能损害；
（７）无其他恶性肿瘤病史。 排除标准：（１）治疗前即

有远处转移；（２）合并严重内科疾病；（３）双重癌；
（４）曾接受放化疗。
１ ２　 治疗方法　 所有患者均给予同期放化疗。 化

疗方案为顺铂 ８０ｍｇ ／ ｍ２，静脉滴注，于放疗第 １、２２、
４３ 天进行；放疗采用 ６ＭＶ 直线加速器，常规分割照

射，５ 次 ／周，鼻咽平均剂量 ７４Ｇｙ（７０ ～ ７８Ｇｙ），颈部

淋巴结 ６６Ｇｙ，锁骨上野 ５０Ｇｙ。 患者均未行诱导化

疗和辅助化疗。
１ ３　 疗效评价标准　 疗效评价采用鼻咽部 ＭＲＩ 影
像学检查方法，参照 ＲＥＣＩＳＴ １ １ 版标准评价，分为

完全缓解（ＣＲ）、部分缓解（ＰＲ）、稳定（ＳＤ）和进展

（ＰＤ）。 以 ＣＲ＋ＰＲ 计算有效率（ＲＲ），以 ＣＲ＋ＰＲ＋
ＳＤ 计算疾病控制率（ＤＣＲ）。
１ ４　 随访　 经查询病历、记录其每次复查的影像结

果及电话随访。 随访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４ 例失

访，失访率为 ５ ２％。 总生存期（ＯＳ）定义为从放化

疗开始至死亡或最后随访的时间。
１ ５　 免疫组化染色　 取新鲜组织块置 １０％福尔马

林液中固定，石蜡包埋后，制成 ４μｍ 厚的切片。
６０℃烤箱烤片过夜，依次经二甲苯、乙醇浸泡；脱蜡

后自来水冲洗数分钟，ＣＢ 修复法修复抗原，双氧水

浸泡，ＰＢＳ 冲洗，滴加一抗，３７℃孵育 ２ｈ，ＰＢＳ 浸洗，
滴加二抗，于 ３７℃孵育 ３０ｍｉｎ，新鲜配制的 ＤＡＢ 显

色液显色，苏木素复染，自来水冲洗后快速浸过盐

酸酒精，封片镜检。 以 ＰＢＳ 液代替一抗作阴性对

照。 采用双盲法，染色结果由 ２ 位病理科医师采用

双盲法独立阅片并评分。 在切片上、下、左、右、中
部随机选取染色均匀的一个 ４００ 倍视野，观察 ５ 个

视野中阳性细胞染色强度：无显色；弱染色（浅黄

色）；中等染色（棕黄色）；强染色（黄褐色）。 计算阳

性细胞总细胞数≥１０００ 个，按阳性细胞在同类细胞

中所占比例：阳性细胞表达率＜２５％为阴性（ －），≥
２５％为阳性（＋～ ＋＋＋），其中 ２５％ ～４９％为 １ 级（＋），
５０％～７４％为 ２ 级（＋＋），≥７５％为 ３ 级（＋＋＋）。
１ ６　 统计学分析　 采用 ＳＰＳＳ １７ ０ 版统计软件进

行处理。 组间率的比较用 χ２ 检验，非参数检验用

Ｗｉｌｃｏｘｏｎ 秩和检验，用 Ｋａｐｌａｎ⁃Ｍｅｉｅｒ 法绘制生存曲

线，生存分析比较用 Ｌｏｇ⁃ｒａｎｋ 法。 以 Ｐ＜０ ０５ 为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 １　 ＥＲＣＣ１ 蛋白在鼻咽癌组织中的表达情况 　
ＥＲＣＣ１ 蛋白主要定位于肿瘤细胞的胞质，呈浅黄色

或黄褐色颗粒状染色。 ７６ 例鼻咽癌组织中 ＥＲＣＣ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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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白的阳性表达率为 ４２ １％（３２ ／ ７６），其中 ９ 例为

（＋），１２ 例为（＋＋），１１ 例为（＋＋＋）。 见图 １。

Ａ：－；Ｂ：＋；Ｃ：＋＋；Ｄ：＋＋＋

图 １　 ＥＲＣＣ１ 蛋白在鼻咽癌组织中的表达情况
（ＳＰ ×４００）

２ ２　 ＥＲＣＣ１ 蛋白表达与鼻咽癌临床病理特征的关

系　 ＥＲＣＣ１ 蛋白在鼻咽癌中的表达与性别、年龄及

Ｎ 分期均无关（Ｐ＞０ ０５），而与 Ｔ 分期、临床分期有

关（Ｐ＜０ ０５）。 见表 １。

表 １　 ＥＲＣＣ１ 蛋白表达与鼻咽癌临床病理特征的关

系［例（％）］

临床病理参数 ｎ
ＥＲＣＣ１

－ ＋～ ＋＋＋
Ｐ

性别 ０ ２２９
　 男 ５９ ２７（８４ ０） ３２（７３ ０）
　 女 １７ ５（１６ ０） １２（２７ ０）
年龄（岁） ０ ８２５
　 ＜４６ ３７ １４（４３ ８） ２３（５２ ３）
　 ≥４６ ３９ １８（５６ ２） ２１（４７ ７）
Ｔ 分期 ０ ００１
　 Ｔ１ １ ０（０） １（２ ４）
　 Ｔ２ ２０ ５（１５ ６） １５（３４ ０）
　 Ｔ３ ３３ １１（３４ ３） ２２（５０ ０）
　 Ｔ４ ２２ １６（５０ ０） ６（１３ ６）
Ｎ 分期 ０ ８０５
　 Ｎ０ ３ １（３ １） ２（４ ６）
　 Ｎ１ １６ ５（１５ ６） １１（２５ ０）
　 Ｎ２ ４３ ２３（７１ ９） ２０（４５ ４）
　 Ｎ３ １４ ３（９ ４） １１（２５ ０）
临床分期 ０ ０３３
　 Ⅲ ４４ １４（４３ ８） ３０（６８ ２）
　 ⅣＡ ３２ １８（５６ ２） １４（３１ ８）

２ ３　 近期疗效 　 ７６ 例患者均可评价近期疗效，其
中获 ＣＲ ５６ 例，ＰＲ １１ 例，ＳＤ ３ 例，ＰＤ ６ 例，ＲＲ 为

８８ １６％，ＤＣＲ 为 ９２ １０％。
２ ４　 ＥＲＣＣ１ 蛋白表达与近期疗效的关系　 ＥＲＣＣ１
蛋白阳性表达者的为 ７５ ０％（２４ ／ ３２），ＥＲＣＣ１ 阴性

表达者的 ＲＲ 为 ９７ ７％（４３ ／ ４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 ０ ００８）。 ＥＲＣＣ１ 阳性表达 １ 级、２ 级和 ３ 级者

的 ＲＲ 分别为 ８８ ９％ （ ８ ／ ９ ）、 ８３ ３％ （ １０ ／ １２） 和

５４ ５％（６ ／ １１），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 ０５）。
２ ５　 远期疗效 　 ７２ 例患者的 １ 年、２ 年、３ 年生存

率分别为 ９１ ０％、８３ ３％、７９ ０％。 ＥＲＣＣ１ 阴性表达

者的 １ 年、２ 年、３ 年生存率分别为 ９２ ４％、８７ ８％、
８０ ５％，ＥＲＣＣ１ 阳性表达者的 １ 年、２ 年、３ 年的生存

率分别为 ８７ ９％、７７ ４％、７７ ４％。 ＥＲＣＣ１ 阳性表达

者与 ＥＲＣＣ１ 阴性表达者的中位 ＯＳ 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Ｐ＞０ ０５）。 在 ＥＲＣＣ１ 阳性组内进一步比较，
结果显示 ＥＲＣＣ１ 阳性表达者中不同分级的中位 ＯＳ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 ０５）。 见图 ２、图 ３。

图 ２　 ＥＲＣＣ１ 阳性与阴性表达者 ＯＳ 的比较

图 ３　 ＥＲＣＣ１ 阳性表达不同分级患者 ＯＳ 的比较

３　 讨　 论

肿瘤是由细胞中多种基因的异常表达所致，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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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包括 ＤＮＡ 修复基因的改变、癌基因的活化及抑

癌基因的失活或缺失等。 ＥＲＣＣ１ 是目前研究较多

的 ＤＮＡ 修复基因之一，研究发现 ＥＲＣＣ１ 不仅与多

种肿瘤的发生关系密切，而且在肿瘤治疗中可以起

到预测治疗效果及预后的作用。 在鼻咽癌组织中

ＥＲＣＣ１ 表达处于下调状态，提示 ＥＲＣＣ１ 可能与鼻

咽癌的发生存在一定的相关性，其低表达可能是鼻

咽癌发生的高危因素之一［６⁃７］。
本研究结果显示 ７６ 例鼻咽癌组织中 ＥＲＣＣ１ 基

因阳性表达率为 ４２ １％， ＥＲＣＣ１ 基因表达与鼻咽

癌患者的性别、年龄和 Ｎ 分期无关，而与 Ｔ 分期、临
床分期有关。 临床分期越晚，ＥＲＣＣ１ 阳性表达率越

高，提示 ＥＲＣＣ１ 阳性表达率越高，患者预后越差。
ＥＲＣＣ１ 可能成为预测鼻咽癌预后的生物学指标，有
待扩大样本深入研究。

对于局部晚期鼻咽癌患者，以顺铂为基础的同

期放化疗是标准治疗方案，该方案己被大量临床研

究证实可显著延长无进展生存期（ＰＦＳ）和 ＯＳ，然而

仍有部分患者并不能从同步放化疗中获益，因此，
区分不能从同步放化疗中获益的患者将使治疗更

有针对性。 目前不少研究认为结直肠癌、非小细胞

肺癌及上皮性卵巢癌等的 ＥＲＣＣ１ 表达情况与铂类

治疗后的 ＰＦＳ 及 ＯＳ 均有关［８⁃１０］，但有关 ＥＲＣＣ１ 表

达与鼻咽癌顺铂同步放化疗敏感性关系的研究国

内报道较少，且结果并不统一。 本研究中 ７６ 例的

ＲＲ 为 ８８ １６％，ＥＲＣＣ１ 阳性表达者 ＲＲ 为 ７５ ０％，
ＥＲＣＣ１ 阴性表达者为 ９７ ７％，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０８）。 对 ＥＲＣＣ１ 阳性表达者进一步分析显示，
各组间近期疗效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 ０５）。
ＥＲＣＣ１ 蛋白表达强度的变化对鼻咽癌同步放化疗

近期疗效的预测意义尚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目前关于 ＥＲＣＣ１ 表达与鼻咽癌患者生存期间

关系的研究尚缺乏统一的定论。 有研究表明

ＥＲＣＣ１ 表达程度与患者的生存期呈负相关，可以用

于预测癌症患者的预后［１１⁃１２］。 ７２ 例患者的 １ 年、２
年、３ 年生存率分别为 ９３ ０％、 ８４ ４％、７２ ２％。 将

ＥＲＣＣ１ 表达强度与远期生存率进一步分析显示，鼻
咽癌患者 ＥＲＣＣ１ 阳性 １ 级、２ 级的远期疗效优于

ＥＲＣＣ１ 阳性 ３ 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提示 ＥＲＣＣ１
表达强则预后较差，ＥＲＣＣ１ 可作为鼻咽癌一个预后

预测因子，有待扩大样本量继续随访观察。
综上所述，鼻咽癌患者 ＥＲＣＣ１ 蛋白表达与同步

放化疗近期疗效及远期生存密切相关，有助于评估

鼻咽癌同步放化疗效果和预测预后，具有一定的临

床潜在价值，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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