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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外周血
3IC

细胞百分比与
>7U[?6

及自身抗体的相关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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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在生发中心的形成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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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发育障碍#抗体产

生降低'

$%

(

)相反#一些自身免疫疾病小鼠
3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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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发生*发展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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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正相关#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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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体水平均呈正相关#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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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体水平升高的重要机制之一)

总之#本文通过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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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外周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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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比例#并

分析其与疾病活动度及自身抗体水平的相关性#揭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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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介导自身抗体的过量产生诱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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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的免疫治疗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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