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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女性生殖系统最常见的恶

性肿瘤"仅次于乳腺癌"成为全球导致妇女病死的第二大恶性

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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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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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患病率和病死率约占世界三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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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是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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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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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分泌的细胞因子差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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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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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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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HJB":

#

$?

;&<;<

"

!?$&$$<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见表
!

%

表
;

""

维'汉族
DD

患者不同临床分期
N*

细胞分泌细胞因子水平的比较!

"(#

(

E.

)

,J

"

项目
*!"

期

汉族#

%?'

$ 维族#

%?<"

$

#!$

期

汉族#

%?":

$ 维族#

%?<;

$

HZV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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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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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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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HJB! ;<&:$$("$&)": #%&':"(!)&!%#

4

!#&#<;(<%&%$: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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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HJB"$ '%&%!$(<<&#;$ "<!&%!<(%%&:;)

4

:)&%!:(;"&$;$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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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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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维'汉族
DD

患者不同病理分化
N*

细胞分泌细胞因子水平的比较!

"(#

(

E.

)

,J

"

项目
低分化

DD

汉族#

%?%

$ 维族#

%?:

$

中高分化
DD

汉族#

%?"%

$ 维族#

%?;:

$

HZVB

)

')&$$$(;:&;)% "<"&<"!(#:&%:% :;&:'$(!:&':# ""!&;"$(%!&:<:

4

HJB< :'&:'$(!<&:)! "<)&;':(:<&"!: %"&"'%(<$&:"# """&''!(%$&:)$

4

HJB! '$&)"%(!<&)'" #%&$:"('%&#'" !;&$$$("!&#'' #;&<<)(!'&<'#

4

HJB% :"&;;;('#&$$! ""#&:#'(:#&";) ')&:"#(<;&#;) "$)&!:;(:<&%;%

4

HJB"$ :<&<#;(!!&!:' "<#&!<#(#"&### :'&<"#(<'&;$# "<<&"!#(%!&<<'

4

HJB"; ';&"%%(;!&##) #<&':"('"&;': !$&;:'(";&:%% :#&:!;(!'&)<'

4

HJB": %!&<'$('!&;"' ";)&<#'("$'&;'< '%&!%#(<"&$<" ";$&";'(#)&%!<

4

""

4

'

!

$

$&$'

"与同等病理分化程度汉族比较%

#

"

讨
""

论

在肿瘤免疫微环境中"细胞因子是肿瘤发生发展过程中的

重要介质)

;

"

)

*

%其中
N*

细胞是产生细胞因子最多的免疫细

胞"

N*

细胞根据释放细胞因子的不同"可分为不同亚型)

"$

*

%

在特异性抗原刺激下"不同转录因子诱导
N*

细胞分化成

N*"

&

N*<

及
N*":

细胞"其中
N*"

类细胞因子"如
HJB<

&

HZVB

)

等"主要促进细胞免疫!

N*<

类细胞因子"如
HJB!

&

HJB%

&

HJB"$

&

HJB";

等"主要促进体液免疫%而
N*":

是由
N*$

细胞在
HJB%

和
HJB<;

的刺激下分化而成的
N*

细胞"主要分泌
HJB":

等促

炎性因子)

)

"

""

*

%

对于不同民族之间
N*

细胞分泌的细胞因子的差异性"仅

在一些免疫性疾病中有相关研究"在肿瘤疾病中还未见到相关

文献报道%

84F>

等)

"<

*选取高加索人群和非裔美国人作为试验

对象"研究不同民族健康女性细胞因子#

HJB%

和
HZVB

)

$之间的

差异性"结果发现在健康女性中"非裔美国人
HJB%

#

!

$

$&$$"

$

和
HZVB

)

#

!

$

$&$"

$水平明显高于高加索人群"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且这两种细胞因子在不同民族间的差异与患乳腺癌的风

险因素之间具有相关性%这与本研究发现维族
DD

和汉族
DD

不同种族之间
N*

细胞分泌的细胞因子存在差异性相似%李

国昌等)

";

*曾探讨细胞因子在中国汉族&维族&哈萨克族正常人

群中的表达水平是否存在民族间的差异性"结果发现血清中

NVZB

(

维族组明显高于汉族组和哈萨克族组#

!

$

$&$"

$"汉族

组与哈萨克族组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血清中

NAZB

%

"

汉族组与维族组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汉族组与哈萨克族组之间差异也有统计学意义#

!

$

$&$'

$"说

明不同民族之间细胞因子水平有差异性%蒋建华等)

"!

*曾对
'$

例#其中汉族
;$

例&维族
<$

例$寻常型银屑病患者血清中
HJB

<

&

HJB%

及
HZVB

)

水平进行测定"探讨它们在不同民族的银屑

病发病中的意义"维族组与汉族组对比发现汉族组
HJB<

&

HZVB

)

高于维族组"汉族组
HJB%

低于维族组%岳明明等)

"'

*在探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汉族和维族高尿酸血症患者的相关影响因

素的研究中"发现维族患者
HJB%

&

NVZB

(

两类炎性细胞因子低

于汉族%本研究发现在
DD

患者中"维族组
HZVB

)

&

HJB<

&

HJB!

&

HJB%

&

HJB"$

&

HJB";

&

HJB":

水平均高于汉族组#

!

$

$&$'

$"这与

其他非肿瘤性疾病研究结果类似%

在
DD

肿瘤微环境中"细胞因子的产生和活动受多种因素

的影响)

"%

*

%维&汉两民族在生活饮食习惯上有着巨大的不同"

相关文献已报道在新疆地区维&汉
DD

患者临床流行病特征上

存在差异性)

":

*

%基于维&汉族
DD

患者
N*

细胞分泌的细胞因

子水平是否存在差异性"目前还未见文献报道%所以本研究选

取
DD

中感染率最高的
38L"%

阳性的患者"按其民族不同"分

为汉族组和维族组"分别对其外周血中
N*"

&

N*<

和
N*":

细

胞分泌的主要细胞因子水平进行测定"将汉族组与维族组患者

细胞因子进行比较"发现
N*"

细胞分泌的
HJB<

&

HZVB

)

"

N*<

细

胞分泌的
HJB!

&

HJB%

&

HJB"$

&

HJ";

及
N*":

细胞分泌的
HJB":

在

维族组均高于汉族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

$%这与

前人在其他免疫性疾病中研究报道两民族细胞因子水平存在

一定差异性的研究结果相符%由于在
DD

中随着临床分期和

分化程度的改变"一些
N*

分泌的细胞因子水平也会发生相应

的改变)

"#B<"

*

%本研究按临床分期的不同"将患者分为
*!"

期
DD

组和
#!$

期
DD

组"对
*!"

期
DD

组中维&汉族
N*

细胞分泌的细胞因子水平进行比较"结果显示
N*

细胞分泌的

HJB<

&

HJB!

&

HJB"$

维族
DD

组高于汉族
DD

组#

!

$

$&$'

$"而对

#!$

期
DD

组中维&汉族
N*

细胞分泌的细胞因子水平进行

比较"结果显示
N*

细胞主要分泌的几种细胞因子维族
DD

组

均高于汉族
DD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这说明维&

汉族之间细胞因子水平的差异性"在晚期
DD

患者中更加普

遍%本研究又将这些患者按肿瘤分化程度进行分组"分为低分

化
DD

组和中高分化
DD

组"并分别对各组中维&汉族细胞因子

水平对比分析"最终结果显示"在宫颈低分化
DD

中维&汉族之

间
N*

细胞分泌的细胞因子水平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而在宫

颈中高分化
DD

癌中维&汉族之间
N*

细胞分泌的细胞因子水

平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

$"且维族组细胞因子水平均

高于汉族组%不难看出维&汉细胞因子水平的差异性还与肿瘤

分化程度有关%

综上所述"本研究发现在
38L"%

阳性的
DD

患者中"

N*

细胞分泌的细胞因子水平在维&汉之间存在差异性"而这种差

异性与临床分期和组织分化程度均有关系%深入地研究肿瘤

患者中两民族间细胞因子水平的差异性"有助于深化对新疆地

区
DD

患者疾病病情转归的认识并对指导临床治疗具有一定

临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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