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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C

&

-

-

!却大量分泌
I]-$*

!被命名为
!;$*

细胞(

'-%

)

$

新近研究报道!

!;$*

细胞在感染性疾病-自身免疫性疾病以及

肿瘤中均发挥重要的调节作用$目前!

!;$*

细胞是否参与

N_e

感染后
KN_

的发生-发展!它与肝脏的炎症损伤是否存

在内在联系等均未见报道$本研究拟通过观察
KN_

患者外

周血
!;$*

细胞频率-血清
I]-$*

水平及其与临床指标的相关

性!探讨
!;$*

与
KN_

的关系$

C

"

资料与方法

C6C

"

一般资料
"

选择
8&

例南通大学附属医院感染科门诊和

住院确诊的
KN_

患者作为
KN_

组!其中!男
$*

例!女
$8

例#

年龄
$*

#

%)

岁!平均
5*6+

岁$诊断参照
8((%

年中华医学会

肝病学分会-感染病学分会修定的0慢性乙型肝炎防治指南1诊

断标准$所有病例均除外其他病毒性肝炎-酒精性肝病-药物

性肝炎-自身免疫性肝病及遗传性肝病等!且未经任何抗病毒

或免疫调节药物治疗$另选
$*

例健康体检者作为对照组!其

中!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

岁!平均
586&

岁#均无肝炎

病史!肝炎病原学血清标志物检测为阴性!肝功能各项指标

正常$

C6D

"

主要试剂与仪器
"

主要试剂"

I]-$*?-J,

-

KX'-J"=KJ-

K

H

%6%

抗体及同型对照购自美国
"_01M70"37"

公司!佛波醇酯-

离子霉素及布雷菲德菌素
?

%

_="<"#>03?

!

_̂ ?

&购自瑞士

?#"A0:

公司!

0̂AnJ"=.

%

@"/

4

"32?

-

@"/

4

"32_

&为美国
I3902=1-

4

"3

公司产品!

I]-$*

酶联免疫吸附测定%

"3Y

H

."-#03L">0..G-

31:1=T"32/::/

H

!

,]IM?

&试剂盒购自上海依科赛生物制品有限

公司!

N_e

血清标志物
,]IM?

试剂盒购自厦门英科新创科技

有限公司!

N_e

核酸扩增荧光定量检测试剂盒购自中山达安

+%)

重庆医学
8($8

年
5

月第
'$

卷第
*

期

$

基金项目"南通市科技局社会发展计划基金资助项目%

M8((+('&

&$

"

!

"

通讯作者#

!"#

"%

(%$5

&

+%+)*)$$

#

,-./0#

"

2><

H

$)5(8

!

$)5671.

$



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丙氨酸转氨酶%

/#/303"/.0312=/3:<"=/:"

!

?]!

&试剂盒为日本协和医药株式会社产品$主要仪器"流式

细胞仪%美国
_X

公司&-

@121=-E"3"

荧光实时定量聚合酶链反

应%

B

1#

H

."=/:"7;/03="/72013

!

JK@

&仪及
*)((

型全自动生化分

析仪%日本日立公司&$

C6E

"

外周血
!;$*

细胞频率的检测
"

采集健康人和
KN_

患

者全血
$((

"

]

%新鲜肝素钠抗凝&!用
@JPI$)'(

培养基

$((

"

]

稀释!加入
$

"

4

'

.]

佛波醇酯工作液
%

"

]

!

%(

"

4

'

.]

离子霉素工作液
'

"

]

及
(6% .

4

'

.]_̂ ?

工作液
'

"

]

$

5*a

-

%R KD

8

培养箱培养
);

$加入
KX'-J"=KJ-K

H

%6%

抗体

$(

"

]

!室温避光温育
$%.03

$将其分为
8

管!每管
$((

"

]

!编

号为
/

和
T

$分别加入
0̂AnJ"=.

中的
@"/

4

"32?

%即固定液&

$((

"

]

!室温-避光温育
$%.03

!分别加入磷酸盐缓冲溶液

%

B

;1:

B

;/2"TG<<"=">:1#G2013

!

J_M

&

5.]

!离心
%.03

%离心半

径
+7.

!

$8((=

'

.03

&!弃除上清液$分别加入
0̂AnJ"=.

中

的
@"/

4

"32_

%即破膜和溶血液&

$((

"

]

!同时在
/

管中加

$(

"

]

鼠
I

4

E

!

T

管中加入
$(

"

]I]-$*?-J,

!室温-避光温育

$%.03

$每管加
J_M5.]

!离心
%.03

%离心半径
+7.

!

$8((

=

'

.03

&!弃除上清液$加入
(6%.]J_M

重悬细胞!采用流式

细胞仪检测$

C6F

"

血清细胞因子
I]-$*

水平的检测
"

采用
,]IM?

法检测

KN_

患者和健康人外周血血清
I]-$*

的水平!严格按试剂盒

说明书进行检测$

C6G

"

血清
N_eXC?

-

N_e

标志物-

?]!

的检测
"

采用荧光

实时定量
JK@

法检测患者血清
N_eXC?

水平#

,]IM?

法检

测
N_e

标志物#采用速率法检测血清
?]!

%日立
*)((

型全自

动生化分析仪&$

C6M

"

统计学处理
"

应用
MJMM$$6%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计

量数据用
&Q3

表示$组间
!;$*

细胞频率-

I]-$*

水平的比较

采用两独立样本的
.

检验#血清
?]!

水平与
!;$*

细胞!

N_e

XC?

与
!;$*

细胞的相关分析采用
J"/=:13

相关检验!以
B

#

(6(%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D

"

结
""

果

D6C

"

外周血
!;$*

细胞频率的检测
"

采用流式细胞术多色荧

光分析法检测外周血
!;$*

细胞频率!

KN_

组患者和对照组

健康体检者外周血
!;$*

细胞频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B

#

(6(%

&$将
KN_

患者分为
N_e"

抗原%

N_e"/320

4

"3

!

N_"?

4

&阳性组与
N_"?

4

阴性组!两组患者外周血
!;$*

细胞

频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B

%

(6(%

&!结果见表
$

$对照组

中
$

例健康体检者和
KN_

组中
$

例
KN_

患者外周血
!;$*

细胞频率分别为
&68(R

和
$86$$R

!见图
$

-

8

$

表
$

""

各组人员外周血
!;$*

细胞频率$血清
I]-$*

""

水平的比较%

&Q3

&

组别
( !;$*

频率%

R

&

I]-$*

%

3

4

'

.]

&

对照组
$* &6$+Q$68( '6$%Q$6%&

KN_

组
8&

$$6%+Q$6+%

$

)658Q86''

$

"

N_"?

4

阳性组
$) $86$*Q$6)8 )68)Q86)+

"

N_"?

4

阴性组
$5 $(6+%Q$6&8 )65+Q868(

""

$

"

B

#

(6(%

!与对照组比较$

D6D

"

外周血中血清
I]-$*

水平的检测
"

KN_

组患者和对照

组健康体检者外周血血清
I]-$*

水平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B

#

(6(%

&$将
KN_

患者分为
N_"?

4

阳性组与
N_"?

4

阴性

组!两组患者外周血血清
I]-$*

水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B

%

(6(%

&!结果见表
$

$

图
$

""

对照组%

$

例&外周血
!;$*

细胞频率

图
8

""

KN_

组%

$

例&外周血
!;$*

细胞频率

D6E

"

KN_

患者
!;$*

细胞频率与
N_eXC?

载量-血清
?]!

的直线相关性分析
"

KN_

组患者外周血
!;$*

细胞频率与血

清
?]!

水平正相关%

-S(6%+8

!

B

#

(6($

&!而
!;$*

细胞频率

与
N_eXC?

载量无明显相关性%

-Sb(68$5

!

B

%

(6(%

&$

E

"

讨
""

论

N_e

在机体持续性感染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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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的机制尚未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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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种非细胞毒性病毒!当其进入机体后常可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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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发挥作用!其中最主要的是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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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称为
I]-$*

!其受体在体内广泛表达$

I]-$*

是一种重

要的炎症介质!它可通过诱导其他炎症细胞因子!如
I]-)

-

!Ĉ-

(

及趋化因子等的表达介导炎症细胞的局部浸润及组织

损伤#

I]-$*

也参与中性粒细胞-树突状细胞的增殖-成熟及趋

化过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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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在多种疾病中发挥着重要的效应作用$

在感染性疾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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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后外周血
I]-$*

水平增加#牙周炎也出现血清
I]-$*

表达

水平的升高!这些提示
I]-$*

参与了细菌感染后的炎症反

应(

$(-$$

)

#在肿瘤方面!有学者发现胃癌患者外周血
!;$*

细胞

及其相关因子
I]-85

-

I]-$*

明显高于健康人!且外周血
!;$*

细胞频率与胃癌的分期有关!晚期胃癌患者频率较高(

$8

)

#在自

身免疫性疾病中!研究人员发现溃疡性结肠炎和克罗恩病患者

炎症急性期的肠黏膜内有大量
!;$*

细胞存在#在类风湿性关

节炎-系统性红斑狼疮-多发性硬化症以及炎症性疾病中
!;$*

细胞发挥了重要的调节作用#同时
!;$*

细胞也与自身免疫性

血液病如再生障碍性贫血有密切关系$另外!有研究发现急性

冠状动脉综合征患者外周血
!;$*

细胞频率增加!

I]-$*

-

I]-85

水平升高!

!;$*

细胞可能参与不稳定动脉粥样斑块和急性冠

状动脉综合征的发病(

$5-$)

)

$

本实验对
KN_

患者外周血
!;$*

细胞频率及其分泌的

I]-$*

变化进行研究!结果表明
KN_

患者外周血
!;$*

细胞频

率明显高于健康人群!同时
KN_

患者外周血
I]-$*

水平也明

显高于健康人群!提示
KN_

患者体内存在较多的
!;$*

细胞

及其相关分泌因子的高表达$为探讨
!;$*

细胞及其细胞因

子在
KN_

发病过程中的作用!本实验进一步对
KN_

患者组

外周血血清
N_eXC?

载量-

?]!

进行检测!发现
KN_

患者

组外周血
!;$*

细胞频率与血清
?]!

水平正相关%

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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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现象提示
KN_

患者
!;$*

细胞通过大量分泌
I]-$*

发挥

生物学作用!诱导中性粒细胞-巨噬细胞的聚集!加重肝脏损

害$而
KN_

患者外周血
!;$*

细胞频率与
N_eXC?

载量无

明显相关性!提示
!;$*

细胞的多少与病毒含量的直接关系并

不大!但其与病毒感染后引起的免疫反应或组织损伤有关$

综上所述!本研究初步表明
!;$*

细胞可能在
KN_

的发

生-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但
!;$*

细胞的功能-分布特点及其

与
KN_

持续感染的免疫机制还有待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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