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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研究乳腺癌相关成纤维细胞( CAFs) 对 MCF7
细胞的调控效应，探讨肿瘤微环境在乳腺癌发展中的作用。
方法 采用Ⅰ型胶原酶法分离并培养 CAFs。DCFHDA法进
行活性氧自由基( ROS) 检测。应用鸡胚卵黄囊尿囊膜进行
血管生成实验。结果 共培养乳腺癌 MCF7 细胞和 CAFs能
促进二者增殖，并可促进 ROS 生成。在共培养体系中加入
过氧化物酶能抑制 ROS 生成。另外，共培养能明显促进乳
腺癌细胞新生血管的生成，而在 CAFs 中过表达过氧化物酶
能显著抑制该过程。结论 CAFs 对乳腺癌 MCF7 细胞的
ROS表达具有调节作用，并可促进肿瘤新血管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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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1］表明，肿瘤细胞的增殖与浸润依赖于和
周围间质细胞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肿瘤微环境被
认为是与肿瘤进展和治疗反应相关。局部微环境中
的缺血和( 或) 低氧可致大量活性氧自由基( reactive
oxygen species，ROS) 产生，进而引起多种氧化还原
敏感性转录因子 NF-κB、AP-1 和 STAT 等［2］的活化，
促进肿瘤进展。

研究［3 － 4］提示乳腺癌相关成纤维细胞( carcino-
ma-associated fibroblasts，CAFs) 对肿瘤的发生、发展
起着重要作用。CAFs 与正常乳腺间质成纤维细胞
有明显的差异，可以募集内皮祖细胞到肿瘤局部促
进肿瘤新生血管生成和肿瘤生长［5］。CAFs 与乳腺
癌细胞之间存在着能量代谢偶联，肿瘤细胞通过改
造周围微环境，使其更加适应自身快速生长的状
态［6］。该实验研究 CAFs 对乳腺癌 MCF7 细胞的调
控效应以及如何促进肿瘤新生血管，探讨肿瘤微环

境在乳腺癌发展中的作用。

1 材料与方法

1． 1 材料 2014 年 10 月，在患者知情同意下，获
取 5 例未行新辅助化疗的乳腺癌手术标本。乳腺癌
细胞系 MCF7 细胞( 中科院上海细胞库) ; 含有 12-
SV40 的腺病毒 ( 山东维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
DMEM/F12 培养基( 美国 HyClone 公司) ; 10%胎牛
血清( 上海赛默飞世尔科技有限公司) ; I 型胶原酶
和透明质酸酶( 美国 Sigma 公司) ; 活性氧检测试剂
盒和 ROS清除剂过氧化物酶( 上海弘顺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
1． 2 方法
1． 2． 1 CAFs 的分离、纯化和与 MCF7 细胞共培养
本研究应用原代细胞培养方法从临床乳腺癌患者

手术切除的癌组织中分离并培养 CAFs。具体方法:
取 1 cm3 大小乳腺癌组织块，去除脂肪组织，剪碎至
1 mm3 大小，加入含 100 U /ml 胶原酶 1 + 150 U /ml
透明质酸酶的消化培养基，37 ℃孵育 12 ～ 8 h;过 80
目筛网，滤液 1 500 r /min，6 min; 细胞沉淀重悬于生
长培养基，37 ℃温箱培养 1 周。细胞长满达 80%
后，胰酶消化，显微镜下观察到部分细胞先被消化下
来后，缓慢加入含有 10%胎牛血清的生长培养基终
止消化，勿吹打，吸取上清液置另一新培养瓶，置 37
℃培养。通过感染含有 12-SV40 的腺病毒使细胞永
生化，建立稳定培养的细胞系。
1． 2． 2 应用荧光素酶法检测细胞增殖 稳定表达
荧光素酶的 CAFs ( 1. 5 × 105 ) 和 MCF7 细胞 ( 3 ×
105 ) 单独或共同在 6 孔板中培养，细胞接种后 1、3、
5 d测定荧光素酶活性。
1． 2． 3 DCFHDA法检测 ROS 表达 MCF7 细胞( 3
×105 ) 和 CAFs( 1. 5 × 105 ) 单独或共同在 6 孔板中
培养，24 h 后应用 DCFHDA 进行 ROS 染色。应用
Image J软件定量 ROS的表达水平。
1． 2． 4 过氧化物酶抑制共培养促进的 ROS 产生
MCF7 细胞( 3 × 105 ) 和 CAFs( 1. 5 × 105 ) 单独或共
同在 6 孔板中培养，24 h 后用过氧化物酶 ( 3 000
U /ml) 处理 2 h，检测 ROS的表达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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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5 应用鸡胚卵黄囊尿囊膜进行血管生成实验
应用携带过氧化物酶的腺病毒感染 CAFs 获得过

表达过氧化物酶的 CAFs 细胞。MCF7 细胞 ( 1 ×
106 ) 和 CAFs ( 1 × 106 ) 单独或共同与 Matrigel 混
合，接种到 9 d的鸡胚卵黄囊尿囊膜上，5 d 后照相，
计数血管分叉数目代表新的血管生成指数。结果表
示为 珋x ± s( n = 10) 。
1． 3 统计学处理 采用 SPSS 19. 0 统计软件对数
据进行分析，所有实验结果数据以 珋x ± s 表示，两组
均数比较采用 t 检验，P ＜ 0. 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2 结果

2． 1 共培养可促进细胞增殖 稳定表达荧光素酶
的 MCF7 细胞( 3 × 105 ) 和 CAFs( 1. 5 × 105 ) 单独或
共同在 6 孔板中培养( 图 1A) 。稳定表达荧光素酶
的 CAFs( 1. 5 × 105 ) 和 MCF7 细胞( 3 × 105 ) 单独或
共同在 6 孔板中培养( 图 1B) 。细胞接种后 1、3、5 d
测定荧光素酶活性。本研究显示共培养 5 d 后肿瘤
细胞( 4. 1 ± 1. 1) 和 CAFs细胞( 2. 2 ± 0. 6) 较单独培
养的肿瘤细胞( 2. 7 ± 0. 8) 和 CAFs( 1. 4 ± 0. 4) 出现

图 1 测定MCF7 细胞和 CAFs增殖
A: 稳定表达荧光素酶的MCF7 细胞单独和共培养后1、3、5 d荧

光素酶活性比较; B:稳定表达荧光素酶的 CAFs单独和共培养后 1、

3、5 d荧光素酶活性比较; 与单独培养 MCF7 细胞比较: * P ＜ 0. 05

增殖( t = 3. 254 9、3. 508 2，P = 0. 004 4、0. 002 5) 。
2． 2 共培养促进 ROS生成 细胞接种 24 h 后，测
定荧光素酶活性。应用 Image J软件定量 ROS 的表
达水平。共培养 MCF7 细胞 ( 3. 3 ± 1. 2 ) 和 CAFs
( 4. 2 ± 1. 4) 较单独培养 MCF7 细胞 ( 1. 0 ± 0. 2 ) 和
CAFs ( 1. 0 ± 0. 3 ) 均能促进 ROS 的生成 ( t =
5. 978 6、7. 067 6，P = 0. 000 0) 。见图 2。

图 2 测定共培养MCF7 细胞和 CAFs的 ROS水平 × 400
与单一细胞组比较: * P ＜ 0. 05

2． 3 ROS清除剂过氧化物酶能抑制共培养促进的
ROS生成 应用 ROS 的清除剂过氧化物酶处理
后，未经过氧化物酶处理共培养组( 0. 3 ± 0. 1) 与过
氧化物酶处理后共培养组( 1. 0 ± 0. 2) 相比，共培养
组细胞诱导的 ROS 生成明显受到抑制 ( t =
－ 9. 899 5，P = 0. 000 0) 。见图 3。
2． 4 共培养能显著促进新的血管生成 通过应用
鸡胚卵黄囊尿囊膜进行血管生成实验显示，接种
CAFs不能诱导新的血管生成;接种 CAFs + MCF7 细
胞共培养组( 4. 9 ± 1. 7 ) 与单独接种 MCF7 细胞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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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 0. 3) 相比，血管生成明显增多( t = 6. 777 9，P
= 0. 000 0 ) ; 而过氧化物酶处理后的 CAFs + MCF7
细胞组( 2. 7 ± 1. 2 ) 与接种 CAFs + MCF7 细胞共培
养组 ( 4. 9 ± 1. 7 ) 相比，血管生成明显减少 ( t =
－ 3. 343 3，P = 0. 003 6) 。由此表明 CAFs不能诱导
新的血管生成，而 MCF7 细胞能诱导肿瘤新的血管
生成。更为重要的是，共同接种 MCF7 细胞和 CAFs
能显著增强肿瘤新的血管生成，在 CAFs 中过表达
过氧化物酶则明显抑制肿瘤新的血管生成，提示共
培养长生的 ROS 在促进乳腺癌新的血管生成中起
重要作用。见图 4。

图 3 过氧化物酶处理后 ROS水平变化 × 400

1:未经过氧化物酶处理共培养细胞 ROS水平; 2:氧化物酶处理

后共培养细胞 ROS水平; 与未经过氧化物酶处理共培养细胞比较:
* P ＜ 0. 05

3 讨论

在肿瘤形成过程中，间质细胞不只是充当被动
的结构支架和功能支持的角色，在一定程度上可诱

图 4 诱导新的血管生成情况

1: 单独接种 CAFs; 2: 单独接种 MCF7 细胞; 3: 接种 CAFs +

MCF7 细胞共培养组; 4: 接种过氧化物酶处理后的 CAFs + MCF7 细

胞组; 与单独接种 MCF7 细胞组比较: * P ＜ 0. 05; 与接种 CAFs +

MCF7 细胞共培养组比较: #P ＜ 0. 05

发和促进肿瘤的发生［7］。乳腺上皮细胞和间质细
胞之间的相互动态作用维持乳腺结构的完整性和内
环境稳态。但肿瘤发生发展过程中，局部微环境内
稳态被破坏和局部缺血低氧致使肿瘤周围环境处于
氧化应激状态。氧化应激过程中会产生 ROS 分子、
改变 NADH /NAD +比例、干扰机体正常防御机制并
伤害正常组织细胞［2］。氧化应激也可促进肿瘤释
放血管生成因子并导致一系列信号激活，进而促进
肿瘤的生长和转移［8 － 11］。最新的研究［6］显示 CAFs
与乳腺癌细胞之间存在着能量代谢偶联，肿瘤细胞
通过改造周围微环境，使其更加适应自身快速生长
的状态。因此，肿瘤微环境研究正越来越受到重视。
一系列的体外实验均支持这样一种假说，即 CAFs
不同于正常组织来源的成纤维细胞，其通过改变自
身线粒体活性，增加乳酸和酮体的产生，从而为肿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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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提供能量值更高的“燃料”。这种代谢偶联途
径与神经元细胞 －星型胶质细胞和快肌纤维 －慢肌
纤维之间存在的代谢方式有异曲同工之处［6］。在
乳腺肿瘤微环境的研究中，原代肿瘤相关成纤维细
胞的培养是开展后期实验的关键。本实验成功建立
了乳腺癌原代相关成纤维细胞分离、培养和纯化的
方法。

本研究通过一系列体外实验显示，共培养乳腺
癌细胞和 CAFs能促进二者的细胞增殖且共培养体
系中的 ROS生成增多。而应用 ROS 清除剂过氧化
物酶处理，能够明显抑制共培养诱导的 ROS 生成。
该现象表明 ROS 在乳腺癌细胞及成纤维细胞间起
重要相互作用。

血管网络的形成对于肿瘤的生长和转移极其重
要［12］。如果没有血管为肿瘤细胞提供足够的营养，
其体积一般不会超过 2 ～ 3 mm3，对器官结构和功能
也不会有明显不利的影响［13 － 15］。目前已知参与血
管生成的生长因子约 20 余种，最重要的当属 VEGF
家族，包 括 VEGF、PLGF、VEGF-B、VEGF-C 和
VEGF-D等。其中研究最多的是 VEGF，一种广泛存
在的内皮细胞特异性因子。VEGF 既然是促进血管
生成的主要因子之一，可以预测，ROS 可能就是通
过 VEGF途径促进肿瘤新生血管的形成。该推测是
否成立及其具体作用机制仍有待进一步设计实验来
证实。本研究首次从 ROS 方面研究乳腺癌新生血
管生成的影响因素，初步显示 ROS 在促进乳腺癌新
生血管生成方面起一定作用。上述实验结果初步证
实，在肿瘤发展过程中，CAFs 通过增加 ROS 的方式
刺激肿瘤细胞增殖。本实验同时也证实了 CAFs 也
促进肿瘤新的血管形成，为肿瘤创造了有利的微环
境。

综上所述，成纤维细胞生物学特征在乳腺肿瘤
癌变过程中发生了一定程度的改变。本研究推测在
乳腺癌癌变的过程中，CAFs通过增加肿瘤微环境的
ROS，刺激肿瘤增殖，并促进肿瘤新生血管的形成，
为肿瘤的发生及发展创造有利的环境。而乳腺癌最
终发生是否有成纤维细胞的参与和促进还有待进一
步的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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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karyotic expression and purification of USP2a and activity analysis
Zhang Wanfang，Sun Yinwei，Wang Menghui，et al

( School of Life Science and Technology，Xinxiang University，Xinxiang 453003)

Abstract Objective In order to study the mechanism of USP2a in tumor genesis and development，the primers
were designed to PCR the C terminal catalytic domain of USP2a． Methods The PCR products were cloned into
plasmid pET28a( + ) ． The fusion protein USP2a-C was induced and expressed in E． coli BL21 and purified by Ni-
NTA affinity chromatogram． The kinetic parameters of USP2a-C were detected by fluorescence，the activity of pepti-
dase and isopeptidase were analyzed by LC-MS /MS． Results The soluble fusion protein USP2a-C were successful-
ly expressed and purified． The kinetic parameters of USP2a-C hydrolyzed Ub-AMC with a Kcat /Km of 2. 53 × 105

mol / ( L·s) ． LC-MS /MS results indicated that USP2a-C could hydrolyze Di-Ub and Ub-V77 in effectively． Con-
clusion The C terminal catalytic domain of USP2a has the total catalytic activity of deubiquitinating enzymes．
Key words ubiquitin-specific protease 2; activity analysis; LC-MS /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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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reliminary study on the regulatory effect of breast cancer
associated fibroblasts on MCF7 cells

Li Zhen，Tu Daoyuan，Zhen Linlin，et al
( Dept of Breast and Thyroid Surgery，Huai＇an First People’s Hospital Affiliated to NJMU，Huai’an 223300)

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regulatory effect of breast cancer associated fibroblasts ( CAFs ) on MCF7
cells，and the role of tumor microenvironment in the development of breast cancer． Methods CAFs were isolated
by collagenase I digestion and cultured． DCFHDA method was used for the detection of reactive oxygen species
( ROS) ． Chick embryo chorioallantoic membrane assay was used to detect angiogenesis． Results Co-culture of
MCF7 cells and CAFs promoted proliferation of tumor cells and CAFs，and promoted the production of ROS． Addi-
tion of peroxidase into co-culture system inhibited the production of ROS． Besides，co-culture of MCF7 cells and
CAFs significantly promoted angiogenesis in breast cancer cells; the over expression of peroxidase in CAFs signifi-
cantly inhibited this process． Conclusion CAFs have regulatory effect on the expression of ROS in MCF7 cells，
and can promote the angiogenesis in tumor cells．
Key words breast cancer associated fibroblasts; breast cancer MCF7 cells; reactive oxygen species; angiogene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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