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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NA干扰GRP75表达
改善人肺腺癌细胞对顺铂耐药性

石思恩  何泽锋  蔡建春  邱江锋

【摘要】 背景与目的  GRP75（glucose regulated protein 75）属于热休克蛋白（hot shock protein, HSP）家族，是

一种主要位于线粒体的分子伴侣，在某些耐药的肿瘤细胞中高表达。本研究通过慢病毒介导的RNA干扰技术沉默

GRP75基因的表达，观察下调GRP75的表达对肿瘤细胞耐药性的影响并探讨GRP75在肿瘤细胞耐药机制中的作用。

方法  以顺铂为诱导药物，人肺腺癌细胞系A549为诱导对象，采用逐步增加剂量与大剂量冲击相结合的方法，诱导

建立耐顺铂细胞株A549/CDDP。分别将包裹GRP75-shRNA和不含干扰序列的慢病毒转染A549和A549/CDDP细胞，

在荧光显微镜下观察各组细胞转染率，应用MTT比色法检测干扰前后各组细胞对顺铂的敏感性，应用Western blot检

测干扰前后各组细胞GRP75、p53、bcl-2的表达。结果  各组细胞感染效率均在90%以上，转染后A549/CDDP和A549

细胞中GRP75的表达均明显下调（P<0.05）。转染前后A549/CDDP细胞对顺铂的耐药指数分别为21.52和4.14。转染

后A549/CDDP细胞内p53的表达上调（P<0.05），bcl-2表达下调（P<0.05）。结论  GRP75是A549细胞对顺铂耐药机

制的相关蛋白之一，其在耐药机制中的作用与其对p53和bcl-2的调控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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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ckground and objective  GRP75, a member of HSPs which is overexpressed in some resistant cancer 
cells, is a molecular chaperone mainly located in mitochondrial membrane. The aim of this study is to investigate the role of 
GRP75 on the resistant mechanisms of cancer cells by downregulating GRP75 expreesion via RNAi approach. Methods  Cis-
platin-resistant cell A549/CDDP was established from their parental human lung adenocarcinoma cell line A549 by combining 
gradually increasing concentrations of cisplatin with high dosage impact. The shRNA for GRP75 was transfected into A549 and 
A549/CDDP cells by lentivirus. Western blot and methyl thiazolyl tetrazolium (MTT) assay were applied to detect the influ-
ence of silencing GRP75 expression on sensitivity of the cells to cisplatin. Results  The infection rate of six groups were all over 
90%. After infection, the level of expression of GRP75 in both A549 and A549/CDDP were down-regulated (P<0.05); the 
level of expression of p53 in A549/CDDP was up-regulated (P<0.05) and the level of expression of bcl-2 of A549/CDDP was 
down-regulated (P<0.05). The resistance index of A549/CDDP before and after infection were 21.52 and 4.14 respectively. 
Conclusion  Cisplatin resistance of lung cancer cells is associated with overexpression of GRP75 gene, which could regulate 
the expressions of p53 and bcl-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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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肺癌已经成为我国发病率和死亡率最高的恶

性肿瘤之一，大约70%的患者在诊断时已发展至晚期，

无法通过手术治愈，故化疗成为肺癌综合治疗中的重要

部分。但是肿瘤细胞对化疗药物发生耐药常导致化疗失

败。近年来，人们对肿瘤细胞的耐药机制进行了深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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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我们前期的研究采用蛋白质组学方法，研究人肺

腺癌细胞A549对顺铂发生耐药前后的蛋白质表达变化，

观察到GRP75在耐药细胞中高表达[1]。在本次研究中，

我们通过慢病毒介导的RNA干扰技术沉默耐药细胞中

GRP75基因的表达，观察干扰前后肿瘤细胞对顺铂敏感

性的变化，探讨GRP75在肺癌细胞耐药机制中的作用，

以期为肺癌的治疗发现新的靶点，为揭示肺癌的耐药机

制提供线索，并为寻找逆转耐药途径提供基础。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人肺癌细胞系A549购自中国典型培养物保藏中

心（China Center for Type Culture Collection, CCTCC），

A549/CDDP细胞为前期研究中诱导建立[1]。主要试剂

包括：HyQ RPMI-1640培养液（Sigma公司）、10%优级

新生牛血清（Gibco公司）、GRP75 shRNA (h) Lentiviral 

Particles（Santa Cruz公司）、Control shRNA Lentiviral Par-

ticles（Santa Cruz公司）、Polybrene（Santa Cruz公司）、

兔抗人GRP75多克隆抗体（Cell Signaling公司）、兔抗

人bcl-2单克隆抗体（Cell Signaling公司）、兔抗人p53单

克隆抗体（Cell Signaling公司）、兔抗人β-actin多克隆

抗体（Cell Signaling公司）、胰蛋白酶（1:250，Gibco公

司分装）、顺铂（CDDP，Sigma公司）、DMSO试剂级

（Amresco公司）、噻唑蓝（MTT，Ultra Pure Grade，Am-

resco公司）、碘化吡啶PI（Sigma公司）、Rnase（Sigma

公司）、国产分析纯。主要仪器包括：SW-CJ-ZFD型双

人单面超净工作台（苏州净化设备有限公司）、Forma 

Series II Wcta Jacketed CO2 Incubator水套培养箱（Thermo 

Electron Corporation）、DK-S24型电热恒温水浴锅（上海

精密实验设备有限公司）、高速离心机（日立公司）、

荧光显微镜（奥林帕斯公司）、Touch Screen F039300酶

标仪（Sunrise Remote）。

1.2  方法

1.2.1  细胞培养  将A549和A549/CDDP细胞培养于含10%

新生小牛血清、200 μg/mL庆大霉素的RPMI-1640培养基

中，置于37 oC、5%CO2孵箱中，在饱和湿度下培养，隔

日换液。每4-5天以1:3的比例用0.25%胰蛋白酶消化传代1

次，调整细胞密度不超过5×105个/mL。

1.2.2  慢病毒转染A549细胞  将1×104个A549细胞接种于24

孔板，加入1 mL新鲜培养液，培养生长24 h，当50%以上

细胞贴壁后开始进行转染。配制培养液和Polybrene的混

合液，混合液中Polybrene浓度为5 μg/mL。室温下充分解

冻GRP 75 shRNA (h) Lentiviral Particles，并轻摇使之均匀。

弃去孔中液体，加入1 mL混合液和100 μL慢病毒，轻轻旋

转12孔板使之混匀，培养生长24 h后，弃去孔中液体，

将孔内细胞转移至培养瓶中进行常规培养传代，将此组

细胞命名为A549/I。按上述相同方法，将Control shRNA 

Lentiviral Particles转染A549细胞，将转染后的细胞命名为

A549/C。

1.2.3  慢病毒转染A549/CDDP细胞  按1.2.2所述方法，将

GRP 75 shRNA (h) Lentiviral Particles转染A549/CDDP细

胞，将转染后的细胞命名为CDDP/I；将Control shRNA 

Lentiviral Particles转染A549/CDDP细胞，将转染后的细胞

命名为CDDP/C。

1.2.4  荧光显微镜观察  以上4组细胞A549/I、A549/C、

CDDP/I、CDDP/C，分别于转染后24 h、48 h、72 h后于

荧光显微镜下观察细胞转染情况。

1.2.5  Western blot检测各组细胞GRP75、p53、bcl-2表达  

转染后7天，取A549、A549/I、A549/C、A549/CDDP、

CDDP/I、CDDP/C六组细胞各一瓶，弃去培养基，以

PBS轻柔洗去残余培养基，加入RIPA裂解液吹打细胞，

转移至EP管冰浴，离心后收取上清。然后BCA测定各组

蛋白浓度，每组取20 μg蛋白。将各组收集的蛋白样品与

2×SDS-PAGE蛋白上样缓冲液以1:1混合，置于沸水浴加

热5 min，以充分变性蛋白，后置于冰上2 min以冷却至室

温，行12%SDS-PAGE电泳，预计目的蛋白已经被适当分

离后停止电泳。电泳完毕后，切胶，使用Bio-Rad的标准

湿式转膜装置，设定转膜电流为300 mA-400 mA，转膜时

间为30 min。转膜完毕后，立即把蛋白膜放置到洗涤液

中漂洗2 min，以洗去膜上的转膜液。吸尽洗涤液后，加

入20 mL含5%脱脂奶粉的PBST封闭液，室温下封闭1 h，

弃去封闭液。加入按1:500稀释的兔抗人GRP75多克隆抗

体，加入β-actin作为内参，4 oC孵育过夜，洗涤液洗膜3

次，吸尽洗涤液。加入按1:4,000稀释的、辣根过氧化物

酶（HRP）标记的抗兔二抗，4 oC孵育1 h，洗涤液洗膜3

次，吸尽洗涤液。蛋白检测：加入BeyoECL Plus显色剂，

X片曝光，显影，定影。按以上同样方法检测各组细胞

p53和bcl-2蛋白表达。

1.2.6  MTT法检测各组细胞顺铂敏感性  分别取A549、

A549/I、A549/C、A549/CDDP、CDDP/I、CDDP/C六

组细胞各一瓶，用含10%小牛血清的RPMI-1640培养基制

成单细胞悬液，以5×103个/孔接种于96孔培养板，每孔

体积200 μL，置于37 oC、饱和湿度、5%CO2培养箱中培

养。24 h后，更换培养液，按组分别加入200 μL含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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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度顺铂（0、0.025 μg/mL、0.05 μg/mL、0.1 μg/mL、0.2 

μg/mL、0.4 μg/mL、0.8 μg/mL、1.6 μg/mL、3.2 μg/mL、

6.4 μg/mL、12.8 μg/mL）的培养基。每个药物浓度设6个

复孔，并取不加细胞仅加培养基孔作为空白对照组，接

种细胞但不加药物孔作为对照组。48 h后，吸取孔内液

体，PBS清洗2次，每孔加入5 mg/mL MTT溶液20 μL，温

箱中培养4 h。然后吸取孔内液体，每孔加入DMSO 150 

μL，振荡10 min后，选择530 nm波长，在酶联免疫检测仪

上测定各孔光吸收值（optical demsity, OD）。根据每个

药物浓度组OD值（平均值）计算细胞存活率（vital rate, 

VR）：VR（%）=（用药组OD值-空白对照组OD值）

/（对照组OD值-空白对照组OD值）×100%。通过改良寇

式法计算药物的半数抑制浓度（50% inhibitory concentra-

tion, IC50），公式为：lgIC50=Xm-Ix[P-(3-Pm-Pn)/4]。其中

Xm=lg最大剂量，I=lg（最大剂量/相临剂量），P=阳性

反应率之和，Pm=最大阳性反应率，Pn=最小阳性反应

率。之后计算各组细胞耐药指数（resistance index, RI），

公式为：RI=检测组IC50/A549组IC50。

1.2.7  统计学分析  应用统计软件SPSS 12.0进行数据分

析，组间差异分析采用t检验，以P<0.05为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

2    结果

2.1  荧光显微镜观察转染效率  感染慢病毒的细胞在荧

光倒置显微镜下可以观察到绿色荧光，计数发出绿色荧

光的细胞数，其占总细胞数的比例即为感染效率，荧光

显微镜显示在48 h各组感染效率均已达到90%以上（图

1）。

2.2  转染后各组细胞GRP75蛋白表达  Western blot检测显

示在慢病毒RNA干扰7 d后，各组细胞中的GRP75蛋白表

达。实验显示，携带GRP75 shRNA的慢病毒干扰A549细

胞后，A549细胞中的GRP75表达明显下调（P<0.05），

而不含干扰序列的慢病毒干扰A549细胞后，A549细胞中

的GRP75表达无明显变化（P>0.05）。携带GRP75 shRNA

的慢病毒干扰A549/CDDP细胞后，A549/CDDP细胞中

的GRP75表达明显下调（P<0.05），而不含干扰序列的

慢病毒干扰A549/CDDP细胞后，A549/CDDP细胞中的

GRP75表达无明显变化（P>0.05）。（图2A，图2D）。

2.3  转染后各组细胞对顺铂敏感性  图3显示的是不同浓

度的顺铂作用48 h后，A549细胞、A549/I细胞、A549/C

细胞、A549/CDDP细胞、CDDP/I细胞、CDDP/C细

胞生长受到抑制的情况。在细胞存活率方面，相同

浓度顺铂下，A549/I vs A549、CDDP/I vs A549/CDDP

均下降（P<0.05），CDDP/I的下降幅度大于A549/I

（P<0.05）；而A549/C vs A549、CDDP/C vs A549/CDDP

的存活率则无明显差异（P>0.05）。表1显示经过MTT检

验计算后的各组细胞对顺铂的IC50和耐药指数。结果显

示，在IC50方面，A549/I vs A549、CDDP/I vs A549/CDDP

下降（P<0.05），但CDDP/I的IC50仍然高于A549，而

A549/C vs A549、CDDP/C vs A549/CDDP则无明显差异

（P>0.05)。在耐药指数方面，A549/I vs A549、CDDP/I vs 

A549/CDDP下降（P<0.05），但CDDP/I的耐药指数仍然

高于A549，而A549/C vs A549、CDDP/C vs A549/CDDP则

无明显差异（P>0.05）。

2.4  慢病毒转染后各组细胞p53蛋白表达  Western blot检测

显示在慢病毒RNA干扰后，各组细胞中的p53蛋白表达。

实验显示，A549/CDDP细胞的p53表达较A549细胞明显

下调（P<0.05）；A549细胞经慢病毒RNA干扰后p53表达

明显上调（P<0.05），而经空病毒干扰后p53表达轻微上

调（P<0.05)；A549/CDDP经慢病毒RNA干扰后p53表达

明显上调（P<0.01），而经空病毒干扰后p53表达轻微上

调（P<0.05）（图2B，图2D）。

2.5  转染后各组细胞bcl-2蛋白表达  Western blot检测显示

在慢病毒RNA干扰后，各组细胞中的p53蛋白表达。实

验显示，A549/CDDP细胞的bcl-2较A549细胞明显上调

（P<0.05）；A549细胞经慢病毒RNA干扰后bcl-2表达无

明显改变（P>0.05），而经空病毒干扰后bcl-2表达上调

（P<0.05）；A549/CDDP经慢病毒RNA干扰后p53表达明

显下调（P<0.01），而经空病毒干扰后p53表达轻微上调

（P<0.05）（图2C，图2D）。

3    讨论

近年来，RNAi作为一种实验技术，在关于肿瘤细胞

表 1  各组细胞对顺铂IC50及耐药指数

Tab 1  IC50 and RI of six groups of cells to cisplatin

Cell IC50  (μg/mL) Resistance index

A549 0.072±0.008 1.00

A549/I 0.036±0.008 0.5

A549/C 0.07±0.010 0.97

A549/CDDP 1.55±0.034 21.52

CDDP/I 0.298±0.029 4.14

CDDP/C 1.52±0.037 2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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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慢病毒载体转染48 h A549细胞和A549/CDDP细胞荧光图（×100）。

A：A549/I；B：A549/C；C：CDDP/I；D：CDDP/C。左为明场，右为暗

场。转染率为暗场中发绿色荧光的细胞数与明场中细胞总数的比值。可以观

察到，各组的转染率均在90%以上。

Fig 1  Fluorography of A549 cells and A549/CDDP cells at 48 h after trans-

fection (×100). A: A549/I; B: A549/C; C: CDDP/I; D: CDDP/C. Bright fields 

on the left and dark fields on the right. Transfection rate is calculated as 

ratio between green-fluorescent cell count in the dark field and cell count 

in the bright field. The transfection rates of 4 groups are all above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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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Western blot检测各组细胞GRP75、p53以及bcl-2的表达。A：

GRP75；B：p53；C：bcl-2；D：各组细胞GRP75、p53、bcl-2相对表

达量。

Fig 2  Western blot assay of GRP75, p53 and bcl-2. A: GRP75; B: p53; 

C: bcl-2; D: Relative quantitative of GRP75, p53, bcl-2 in six groups 

of cells. 1: A549; 2: A549/I; 3: A549/C; 4: A549/CDDP; 5: CDDP/I; 6: 

CDD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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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不同浓度顺铂作用48 h各组细胞存活率

Fig 3  48 h vital rate of 6 groups of cell in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of cisplat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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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药机制，以及逆转肿瘤细胞耐药方法的研究中，表现

出令人欣喜的成效。Wu等[2]通过siRNA有效地抑制肿瘤

细胞中MDR1的mRNA和P-gp的表达。July等[3]设计的凝聚

素siRNA可明显抑制凝聚素的表达，从而增强了体外肿

瘤细胞对化疗药物的敏感性。Yuan等[4]将mdr1 siRNA转染

多药耐药乳腺癌细胞MCF-7/Adr后证实特异性siRNA能明

显提高阿霉素对MCF-7/Adr细胞的杀伤作用，逆转细胞

耐药性。通过RNAi技术抑制肿瘤细胞耐药相关基因的表

达，正在成为克服肿瘤细胞耐药的新策略，它为逆转肿

瘤耐药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有较好的应用前景。

本研究采用携带GRP75 shRNA的慢病毒进行RNA干

扰。在RNA干扰后48 h，通过荧光显微镜观察到，此时

各组细胞的转染效率均已达到90%以上，超过许多文献

报道的质粒介导的RNA干扰的平均水平，说明了慢病

毒介导的RNA干扰的高效性。在RNA干扰后7天，进行

Western blot检测，可以观察到转染了GRP75 shRNA后的

A549细胞和A549/CDDP细胞GRP75蛋白的表达均明显下

调，说明慢病毒介导的RNA干扰能长时间稳定地沉默目

的基因的表达，并且具有很强的特异性。同时我们也观

察到，在转染了不带有干扰序列的慢病毒后，A549细胞

和A549/CDDP细胞GRP75蛋白的表达不受影响，说明慢

病毒本身并不抑制GRP75蛋白的表达。通过慢病毒介导

的RNA干扰，我们成功地将GRP75 shRNA转染入A549细

胞和A549/CDDP细胞，并且GRP75 shRNA有效地抑制了

GRP75蛋白的表达。

在确认GRP75蛋白的表达被有效抑制后，我们对六

组细胞进行了MTT检测，以观察它们在不同浓度的顺铂

作用48 h后的存活情况。通过实验结果我们观察到，当

GRP75蛋白的表达被抑制后，A549细胞和A549/CDDP细

胞对顺铂的耐受性均降低，说明了GRP75蛋白是A549细

胞对顺铂的耐药机制的相关蛋白。同时，我们观察到转

染了不带干扰序列的慢病毒后，A549细胞和A549/CDDP

细胞对顺铂的敏感性没有明显地改变，说明慢病毒本身

并不影响A549细胞和A549/CDDP细胞对顺铂的敏感性。

但是相对于A549/CDDP细胞耐药性的较大幅度降低，

A549细胞的耐药性降低并不明显。并且我们观察到，虽

然经过RNA干扰后，没有达到完全封闭GRP75表达的效

果，但是耐药细胞中GRP75蛋白的表达水平已经低于敏

感细胞，即使如此，A549/CDDP细胞对顺铂的敏感性

仍明显地低于A549细胞。这些结果表明，GRP75是A549

细胞对顺铂耐药机制的相关蛋白之一，通过抑制GRP75

蛋白的表达可以一定程度上改善A549细胞对顺铂的耐药

性。

GRP75是一种分布于线粒体和胞质内的重要的分子

伴侣[5]，其N端1-23位点为线粒体的穿膜信号，可以帮助

蛋白质正确折叠，协助蛋白质的转运。在细胞能量代谢

过程中GRP75蛋白可以帮助与能量代谢相关的生物大分

子穿过线粒体参与能量代谢的各种反应。在缺糖、辐射

等应激条件下，GR P75表达上调，有提高细胞对应激反应

耐受性的作用，对缺糖造成的细胞损伤也有明显的保护作

用。Grp75还参与调节细胞内葡萄糖水平、调控细胞增殖和

分化、处理抗原等生理过程[6-8]。另外还有研究[9,10]显示，

GRP75还有抑制细胞凋亡的作用，可能与其能修复受损

蛋白的功能有关。顺铂的作用机理是进入肺癌细胞后，

与DNA交叉联结，形成稳定的顺铂-DNA复合物，阻断

DNA复制，引起肺癌细胞死亡，其中凋亡是主要死亡方

式。由于GRP75主要定位于线粒体，因此它在对抗顺铂

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并不是直接参与了阻止顺铂进入

细胞核，或者修复DNA损伤，更可能是通过抑制细胞凋

亡，使细胞获得更多的修复时间，从而得以存活。

野生型p53是调控细胞凋亡的重要因子，其介导的细

胞凋亡途径包括转录依赖性途径和非转录依赖性途径。

转录依赖性途径是当细胞受损时，细胞内野生型p53表达

上调，继而其下游基因，包括Bax、p53Alpx、P21、mdm2、

Fas/Apo-1、Noxa、PERP、DARL、PIDD等[11-13]，发生表达，

引起线粒体跨膜电位的改变，产生线粒体活性氧，加剧细

胞的损伤，诱导细胞凋亡。非转录依赖性途径是指野生型

p53不进入细胞核诱导上述基因转录，而是在细胞质中直

接激活Caspase途径而启动细胞凋亡进程[14,15]。本研究通

过Western blot检测转染前后A549细胞和A549/CDDP细胞

内野生型p53的表达。我们观察到，在转染前，对比A549

细胞，A549/CDDP细胞野生型p53表达明显下调，提示

A549细胞对顺铂耐药机制与野生型p53的下调有关。虽然

在转染了不带干扰序列的慢病毒后，A549细胞和A549/

CDDP细胞野生型p53表达均有略微上调，但是在转染了

GRP75 shRNA后，A549细胞和A549/CDDP细胞的野生型

p53表达出现非常显著地上调。以上结果表明，当GRP75

的表达上调时，野生型p53的表达下调，而当GRP75的表

达下调时，野生型p53的表达上调。国外有研究[16]证实，

p53直接介导bax导致线粒体膜通透性改变和凋亡，而

GRP75也是位于线粒体，因此我们认为GRP75在耐药机

制中的作用与对野生型p53的调控有关。GRP75通过抑制

野生型p53的表达，从而保护了被顺铂损伤的肿瘤细胞，

避免其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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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l-2是抑制凋亡的重要因子，主要分布于线粒体膜

上，调节线粒体的功能状态。bcl-2过表达可抑制c-myc诱

导的细胞凋亡，可以抑制依赖p53的凋亡途径，还可以抑

制非依赖p53的凋亡途径。bcl-2不阻止药物进入细胞内，

不抑制药物造成的DNA损伤，也不加速细胞的修复。

近年来的研究认为bcl-2可能通过清除线粒体活性氧[17]，

增强细胞的抗氧化能力[18]，来保护细胞免于死亡。本研

究通过Western blot检测转染前后A549细胞和A549/CDDP

细胞bcl-2的表达。我们观察到，在转染前，对比A549细

胞，A549/CDDP细胞bcl-2表达明显上调，提示bcl-2可能

也是A549细胞对顺铂耐药机制的相关蛋白。当转染了

GRP75 shRNA以后，A549/CDDP细胞的bcl-2表达明显下

调。GRP75与bcl-2都是位于线粒体，两者可能通过调节

线粒体的功能状态，对受顺铂损伤的肿瘤细胞有协同保

护作用。

综上所述，我们通过慢病毒介导的RNA干扰，成功

地将GRP75 shRNA转染入A549细胞和A549/CDDP细胞，

有效地抑制了GRP75蛋白的表达，一定程度逆转了A549/

CDDP细胞对顺铂的耐药性，同时观察到GRP75对肿瘤细

胞耐药性的影响与p53和bcl-2有关，但是尚不能阐明具体

机理，这仍需要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参 考 文 献

1 Shi SE, Wang JJ, Zhai W, et al. Comparative proteome analysis of human lung 

adenocarcinoma cisplatin-resistant cell strain A549/CDDP. Chin J Lung 

Cancer, 2009, 12(11): 1155-1158. [石思恩, 王建军, 翟伟, 等. 人肺腺癌

细胞耐顺铂株A549/CDDP的比较蛋白质组学研究. 中国肺癌杂志, 

2009, 12(11): 1155-1158.]

2 Wu H, Hait WN, Yang JM. Small interfering RNA-induced suppression of 

MDR1 (P-glycoprotein) restores sensitivity to multidrug-resistant cancer 

cells. Cancer Res, 2003, 63(7): 1515-1519.

3 July LV, Beraldi E, So A, et al. Nucleotide-based therapies targeting clusterin 

chemo sensitize human lung adenocarcinoma cells both in vitro and in vivo. 

Mol Cancer Ther, 2004, 3(3): 223-232.

4 Yuan YW, Sun AM, Liu Y. RNA interference of mdr1gene in breast cancer 

cell line MCF-7/Adr small interference RNA (siRNA) synthesized with in 

vitro transcription. Prac J Cancer, 2007, 22(1): 13-17. [袁亚维, 孙爱民, 

刘英. 多药耐药乳腺癌细胞MCF-7/Adr中体外转录的小分子干扰

RNA(siRNA)对mdr1基因的干扰作用. 实用癌症杂志, 2007, 22(1): 

13-17.]

5 Wadhwa R, Pereira-Smith OM, Reddel RR, et al. Correlation between com-

plementation group for immortality and the cellular distribution of mortalin. 

Exp Cell Res, 1995, 216(1): 101-106.

6 Kaula SC, Reddelb RR, Sugiharac T, et al. Inactivation of p53 and life span 

extension of human diploid fibroblasts by mot-2. FEBS Lett, 2000, 474(2-3): 

159-164.

7 Xu J, Xiao HH, Sartorelli AC. Attenuation of the induced differentiation of 

HL-60 leukemia cells by mitochondrial chaperone HSP70. Oncol Res, 1999, 

11(9): 429-435.

8 Mizukoshi E, Suzuki M, Loupatov A, et al. Fibroblast growth factor-1 inter-

acts with the glucose-regulated protein GRP75/mortalin. Biochem J, 1999, 

343(2): 461-466.

9 Samali A, Cotter TG. Heat shock proteins increase resistance to apoptosis. 

Exp Cell Res, 1996, 223(1): 163-170.

10 Hartl FU, Hayer-Hartl M. Molecular chaperones in the cytosol: from nascent 

chain to folded protein. Science, 2002, 295(5561): 1852-1858.

11 Tsunoda H, Terasawa T, Yageta M, et al. Effects of wild-type and mutated 

p53 and Id proteins on the induction of apoptosis by adenovirus E1A, c-Myc, 

Bax, and Nip3 in p53 null mouse cerebellum cells. Biochem Biophys Res 

Commun, 1999, 5(3): 722-730.

12 Yang X, Klein R, Tian X, et al. Notch activation induces apoptosis in neural 

progenitor cells through a P53-dependent phatway. Dev Biol, 2004, 269(1): 

81-94.

13 Dlamini Z, Mbita Z, Zungu M. Genealogy, expression, and molecular mech-

anisms in apoptosis. Pharmacol Ther, 2004, 101(1): 1-15.

14 Desagher S, Martinou JC. Mitochondria as the central control point of apop-

tosis. Trends Cell Biol, 2000, 10(9): 369-377.

15 Majno G, Joris I. Apoptosis, oncosis, and necrosis. An overview of cell death. 

Am J Pathol, 1995, 146(1): 3-15.

16 Chipuk JE, Kuwana T, Bouchier-Hayes L, et al. Direct activation of Bax by 

p53 mediates mitochondrial membrane permeabilization and apoptosis. Sci-

ence, 2004, 303(5660): 1010-1014.

17 Howard S, Bottino C, Brooke S, et al. Neuroprotective effects of bcl-2 over-

expression in hippocampal cultures: interactions with pathways of oxidative 

damage. Neurochemistry, 2002, 83(4): 914-923.

18 Hochman A, Sternin H, Gorodin S, et al. Enhanced oxidative stress and 

altered antioxidants in brains of Bcl-2-deficient mice. J Neurochem, 1998, 

71(2): 741-748.

（收稿：2010-10-26    修回：2010-11-29）

（本文编辑    丁燕）

 中国肺癌杂志 
www.lungca.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