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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

M],

组和对照组的
)

K2

分布情况和
)

K2

值

图
5

""

M],

组%左&和对照组%右&患者的流式

细胞术检测结果

D6E

"

流式细胞术分析
"

流式细胞技术检测结果显示!

M],

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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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患者静脉血浆细胞数量明显高于对照组!见图
5

$

E

"

讨
""

论

_KP?

为
_

细胞表面分子!是由
$+'

个氨基酸残基组成

的非糖基化单链
*

型蛋白!属于肿瘤坏死因子受体%

2G.1=

3"7=1:0:</721=="7"

B

21=

!

!Ĉ @

&家族!是
*

型跨膜受体(

8

)

$

_KP?

表达于
_

细胞的生发中心(

5

)

-成熟
_

细胞(

'-%

)以及成熟

浆细胞表面(

$

!

)

)

$

_

细胞激活因子%

_7"##/7209/203

4

</721=

!

_?̂ ^

&是
_

细胞产生-发育和自身反应所必需(

*-&

)

$

_KP?

可

与
_?̂ ^

配体相结合!其可能机制是
_KP?

与
_?̂ ^

蛋白结

合!使抗凋亡基因
R<8F8

-

;<8F$

的表达上调!维持浆细胞生长!

成为长寿浆细胞!从而增加成熟浆细胞的数量及其抗体的分

泌(

&

)

$在自身免疫疾病患者!尤其是
M],

患者体内可检测出

高水平的
_?̂ ^

(

$(-$$

)

!因此!在维持浆细胞的存活中
_KP?

发

挥了重要的作用$

RA;7

基因位于
$)

B

$5

!

.@C?

全长约

$68LT

(

$8

)

$人类浆细胞-生发中心
_

淋巴细胞(

5

)以及小鼠浆

细胞的
_KP?

表达明显升高!其缺失会缩短骨髓长寿浆细胞

生存时间(

$

)

$分析
_

细胞发育过程的基因表达谱!发现
_KP?

随着
_

细胞的发育成熟而出现!其表达量逐渐增加!且只表达

于成熟
_

淋巴细胞及浆细胞!为维持浆细胞存活所必需!在
_

细胞发育的时空性上具有一致性(

$5

)

$

_KP?

虽在生发中心
_

细胞中表达!但它对外周
_

细胞的数量-各种外周
_

细胞亚型

的分布以及
_

细胞的寿命没有明显影响!在成熟
_

细胞分化

到浆细胞阶段!其
_KP?

表达较多!

_KP?

可能与调控浆细胞

存活及抗体分泌功能有关$浆细胞是致病性自身抗体的直接

来源!

'(R

自身抗体分泌性浆细胞是长寿命的!长寿浆细胞产

生的自身抗体可反复激活潜在的病理免疫应答反应(

$'

)

$

RA;7

基因剔除小鼠有正常的脾结构!

_

细胞发育正常!

!

细

胞非依赖性免疫反应和
!

细胞依赖性免疫反应未见明显异

常!但浆细胞数量明显减少!这又证明
_KP?

在维持浆细胞存

活中的重要性(

$

)

$

KX$5+

f能特异性地标记成熟浆细胞!本研究利用这一特

征对
M],

组和对照组静脉血的单个核细胞进行流式细胞术分

析!比较两组
KX$5+

f浆细胞数量的差异$本研究将荧光定量

@!-JK@

技术-流式细胞术及
,]IM?

结合!研究维持浆细胞存

活的重要因子
_KP?

$其结果显示
M],

组血清
_KP?

明显

高于对照组!

M],

组体内
RA;7

基因表达的相对量是对照组

的
$6+*5

倍!且流式细胞术显示
M],

组患者静脉血
KX$5+

f浆

细胞的数量也明显高于对照组!提示在
M],

患者体内
RA;7

基因高表达!

M],

患者体内浆细胞数量的增加与
_KP?

高表

达相关!这为进一步了解
M],

发病机制提供了新的线索!为

M],

治疗提供了新的方向和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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