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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细胞动态平衡在自身免疫疾病

的发生*发展过程中起重要作用(

<3G

)

'

.%*

是
=

辅助"诱导细

胞$

=R

"

=E

%的表面标志#

.%*

[

=

细胞具有辅助
=

细胞转化成

效应细胞*

A

细胞转化成浆细胞*活化巨噬细胞等功能起辅助*

诱导细胞及体液免疫的作用'而
.%<

是
=

抑制"杀伤细胞

$

=#

"

=K

%的表面标志#

.%<

[

=

细胞具有细胞毒效应及抑制
=

细胞活化*抑制
A

细胞产生#起抑制细胞及体液免疫的作用'

.%*

[

=

"

.%<

[

=

比值变化反应了机体的免疫功能状况#比值

升高提示免疫功能亢进#比值降低提示免疫功能低下'本研究

检测了
D7

患者外周血
.%*

[

=

和
.%<

[

=

细胞#发现在不同

严重程度疾病中#患者外周血免疫功能变化存在差异#

#

*

&

级

D7

患者
.%*

[

=

细胞百分率和
.%*

[

=

"

.%<

[

=

比值均明显

低于健康对照者#

.%<

[

=

细胞百分率明显高于健康对照者#并

且随病情加重这种免疫学变化更为显著'研究结果提示
#

*

&

级
D7

患者外周血免疫功能低下#并且低下程度与疾病严重程

度有关'本研究还发现#

)

级
D7

患者外周血免疫功能无明显

变化#这可能与患者炎症部位纤维化*骨化以及机体对局部炎

症的免疫反应减弱有关'

.%*

[

=

细胞根据其功能和细胞因子分泌谱不同可分为

=R;

和
=R)

细胞'

=R;

细胞主要分泌
4$3)

*

=C!3

+

*

4!C3

.

等

细胞因子#参与细胞内微生物感染以及迟发型变态反应等细胞

免疫反应'

=R)

主要分泌
4$3*

*

4$3J

*

4$3;+

等细胞因子#可促

进
4

Q

6

等抗体的产生#活化嗜酸性粒细胞#并抑制巨噬细胞的

功能&

=R)

细胞主要在蠕虫感染以及一些变态反应中发挥促进

体液免疫的作用'同样#

.%<

[

=

细胞分为分泌
=R;

类细胞因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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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子的
=K;

细胞和
=R)

类细胞因子的
=K)

细胞'目前将
=R;

和

=K;

*

=R)

和
=K)

分别统称为
=R;

类和
=R)

类细胞'

=R;

类

细胞优势介导细胞免疫#

=R)

类细胞优势介导体液免疫#

=R;

"

=R)

细胞间动态平衡是体内体液免疫及细胞免疫间重要

的调节枢纽(

;+

)

'有研究发现
D7

患者外周血淋巴细胞以
=R;

类细胞为主#但也有研究发现
D7

患者体内存在着
=R;

"

=R)

动态平衡偏移#即
=R;

类细胞激活程度低下#而
=R)

类细胞激

活程度增强'

出现以上
)

种不同结果的原因目前尚不清楚#因此#本研

究拟探讨各级
D7

患者外周血
=R;

"

=R)

平衡状况#以期阐明

D7

患者的免疫学发病机制'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广泛研究证

实#肿瘤坏死因子"神经生长因子受体家族成员
.%,+

可持续

高表达于激活的
.%*

[

=R)

细胞#而
=R;

则完全不表达或仅极

微量表达(

;;

)

'另外#激活的
.%<

[

=K)

细胞也能表达
.%,+

分

子#并且
=K;

细胞也完全不表达或极微量表达
.%,+

分子'可

见
=

细胞膜上
.%,+

分子表达可作为鉴别
=R;

"

=R)

*

=K;

"

=K)

细胞的一种较特异的表面标志物'

.%,+

分子不仅仅是一种

表面标志物#还作为一种共刺激分子通过与表达在
A

淋巴细

胞和活化的巨噬细胞*

=

细胞上的天然配体
.%,+$

的交联促

进
=R)

类细胞的活化*增殖和效应功能(

;)

)

'因此#检测
.%,+

在
D7

各级患者
.%*

[

=

*

.%<

[

=

细胞上的表达可分析疾病
=

细胞亚群平衡偏移和异常激活情况#并能进一步探讨其发病机

制'本研究发现
.%*

[

.%,+

f

=

细胞$

=R;

细胞%在
#

*

&

级

D7

患者中明显降低#而在
)

级
D7

患者中明显升高#

.%*

[

.%,+

[

=

细胞$

=R)

细胞%则在
D7

各级患者中均无明显变化'

结果表明
#

*

&

级
D7

患者细胞免疫功能可能受到抑制#体液

免疫则相对亢进#而
)

级
D7

患者细胞免疫功能增强#体液免

疫则相对受到抑制'本研究还发现
.%<

[

.%,+

f

=

细胞$

=K;

细胞%在
&

级
D7

患者中明显升高#在各级
D7

患者中
.%<

[

.%,+

[

=

细胞$

=K)

细胞%均明显升高'

=K;

细胞即通常所说

的细胞毒
=

细胞$

=K

%#激活的
=K;

细胞是机体内重要的杀伤

细胞#可分泌穿孔素和颗粒酶#杀伤靶细胞'

&

级
D7

患者

.%<

[

.%,+

f

=

细胞明显升高提示
&

级
D7

患者体内存在过强

的细胞毒性作用#在杀伤有害成分的同时#也引起自身组织和

器官的严重损伤和病理改变#从而加快疾病进程#造成关节不

可逆转的骨化强直'另外#虽然各级
D7

患者
.%<

[

.%,+

[

=

细胞均明显升高#但
.%<

[

.%,+

f

=

"

.%<

[

.%,+

[

=

比值明显

降低仍提示各级
D7

患者体内自身反应性体液免疫功能亢进'

因此#

&

级
D7

患者既存在细胞免疫#又存在体液免疫#但以体

液免疫为主'同时本研究发现
.%,+

在
.%<

[

=

细胞上的表达

高于在
.%*

[

=

细胞上的表达#这可能与观察患者主要为

V$D3A)-

阳性病例$

-<̂

%有关#因为
V$D3A)-

属
:V.

#

类

分子#主要提呈内源性抗原给
.%<

[

=

细胞#诱导
.%<

[

=

细胞

的激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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