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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病的免疫机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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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流式荧光技术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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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衡的漂移可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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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病的重要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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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Y.

%

"

N3.$-#,?B>;̂

@

6"D

F

J>6>+#

@

,#E#5A,?C

G

!>56>A+>!5"4

F

A6>!J#?B?B>5",?6"C

@

6"D

F

$

B

$

%&%$

&%

N3.$-JA+

F

"+#?#=>C

G

5"66>.

CA?#",J#?B79]<;̂ +5"6>+"E;̂ +>=>6#?

G

$

B

$

%&%M

&

&40(1+-,&0(

!

:B$

"

:B1A,!:B$

"

:B$-A6>!>56>A+>!#,?B>;̂ 5"D6+>&:B$

"

:B1

"

:B$-HACA,5>!6#E?4A

G

H>?B>#4

F

"6?A,?4>5BA,#+4"E;̂

F

A?B"

@

>,>+#+&

'

B$

/

C0%.,

(

!

A?"

F

#5!>64A?#?#+

%

5

G

?"W#,>+

%

:B$5>CC+

%

:B15>CC+

%

:B$-5>CC+

%

EC"J#44D,"ECD"6>+5>,5>?>5B,"C"

@G

!!

特应性皮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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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认为是一种复发

性)瘙痒性)慢性炎症性皮肤疾病#其发病机制目前尚不完全清

楚#特别是如何活化)维持活化功能紊乱的反应性
:

细胞的机

制尚不明确*当抗原刺激的信号刺激初始
9̂ 0

l

:

淋巴细胞

后#相继发现并且认知了
:B$

)

:B1

)

:B$-

等不同的
9̂ 0

l

:

细

胞亚群#不同的细胞亚群在体内主要功能是在通过分泌不同的

细胞因子来相互促进)相互制约#进而形成了一个
9̂ 0

l

:

细

胞为主的免疫调节网络#在各种炎症性及自身免疫性疾病中扮

演了重要作用*本课题使用流式荧光技术检测
;̂

外周血清

中
:B$

)

:B1

)

:B$-

特异性细胞因子来探索它们在
;̂

的变化

规律#以进一步探讨
;̂

发病的免疫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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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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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资料
!

选择本院
1%$1

年
$%

月至
1%$'

年
'

月在皮

肤科门诊就诊并诊断为
;̂

的患者
0-

例$

;̂

组&#其中男
1M

例#女
11

例%年龄
0

"

1%

岁#平均$

(&%(b0&M'

&岁#

;̂

严重程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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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
10&$

"

($&$

分#平均$

M0&)$b$)&'1

&分*

选择同期本院健康自愿者
0%

例作为对照组#其中男
1$

例#女

$(

例%平均年龄$

$%&1Mb0&)-

&岁*两组对象性别)年龄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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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可比性*

D&E

!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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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试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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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美国
3D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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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生产*

D&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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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方法
!

$

$

&血清标本的收集!两组对象均抽取外周

静脉血
M43

留取血清#分装冻存$冻存时间不超过
)

个月&#

统一检测%$

1

&操作步骤!按试剂说明书操作步骤在流式荧光仪

上进行细胞因子的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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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处理
!

试验结果采用
7277$-&%

统计软件进行统

计学分析*计量资料用
Lb@

表示#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统计

学描述的差异性分析采用成组
:

检验*而偏态资料的统计学

的描述采用的是中位数$最小值)最大值&表示#

KA,,.aB#?,>

G

J

检验差异性%相关性检验分析则采用
7

F

>A64A,

#所有的统计

检验设定为双侧#以
B

$

%&%M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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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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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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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对象血清
N3.0

)

N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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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3.1'

等水平比较
!

;̂

组患

者血清中
N3.0

水平较对照组升高$

B

$

%&%M

&#

N3.$-

)

N3.1'

水

平明显高于对照组$

B

$

%&%$

&#

;̂

组
N3.1$

)

Ǹ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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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水平较

对照组无明显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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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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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Ǹ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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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3.0

和
Ǹ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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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3.$-

水平明显低于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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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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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亚群相关细胞因子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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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

严重程度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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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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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正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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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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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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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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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3.1'

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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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严重程度无明显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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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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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3.0 Ǹ Y.

%

"

N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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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患者各细胞因子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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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的相关性

项目
Ǹ Y.

%

N3.0 N3.$- N3.1$ N3.1'

9 %&%/) .%&%0M %&0)% .%&%$$ %&$%-

B %&M)) %&-)' %&%$% %&(01 %&0-'

F

!

讨
!!

论

Ǹ Y.

%

)

N3.0

分别是
:B$

)

:B1

细胞的特征性细胞因子'

$

(

#

:B$-

最主要的效应分子为
N3.$-;

$即
N3.$-

&#其次有
N3.1$

和

N3.1'

'

1

(

*本实验检测出
Ǹ Y.

%

无明显变化#

N3.0

升高#且

Ǹ Y.

%

"

N3.0

明显变化#提示
:B$

"

:B1

平衡的改变参与
;̂

的

病程*有学者在
$(/)

年首次提出了
9̂ 0

l

:

细胞可分为
:B$

细胞)

:B1

细胞两种独立的各具有不同的特殊的细胞因子谱和

生物学功能的细胞亚群#并且用之解释获得性免疫相关现

象'

'

(

*而
;̂

就被认为是经典的
:B$

"

:B1

失衡类型的皮肤疾

病#

:B$

)

:B1

细胞参与免疫主要是通过分泌不同的细胞因子#

细胞因子间相互交叉调节)相互抑制#从而形成动态平衡*一

旦此动态平衡被打破#机体便会因为
:B$

占优势或
:B1

占优

势形成
:B$

"

:B1

+漂移,状态而发病*

:B$-

细胞是近年来新发现的
9̂ 0

l

:

细胞亚群#其在免

疫应答)自身免疫中均有重要的意义'

0

(

*

:B$-

细胞以分泌在

N3.$-

和
N3.1$

)

N3.1'

等因子为主要特征#

N3.$-

的生理作用主

要表现在炎症反应的介导#中性粒细胞的动员)募集和活化#以

及参与自身免疫性)感染性疾病的病程等'

M.)

(

*本研究得出
N3.

$-

)

N3.1'

在
;̂

中明显升高#且
N3.$-

的升高与
;̂

严重程度

$

79]<;̂

评分&明显相关#提示
;̂

患者的发病免疫学机制

不但有
:B$

"

:B1

细胞失衡的因素#同时有
:B$-

细胞失衡的

因素*马蕾等'

-

(通过检测外周血中
:B$-

细胞#也发现并推测

其高表达可能是
;̂

发病中异常免疫反应重要原因*在
;̂

病程中#慢性期至急性期发展过程中
:B$

"

:B1

平衡的+漂移,

可能与
:B$-

细胞增多有关*

N3.1'

也主要是
:B$-

细胞所分

泌#它的主要作用在于调节促进
:B$-

细胞的生长)促进分泌

N3.$-

等'

/

(

*本研究检测到
N3.1'

明显升高#从而使
:B$

"

:B1

"

:B$-

平衡向
:B$-

细胞方向#即炎症加重方向+漂移,#促进了

;̂

的病程*

Ǹ Y.

%

)

N3.0

和
N3.1$

是
:B$-

细胞的负性调节因

子'

(

(

%在本研究中
Ǹ Y.

%

)

N3.1$

无明显变化#但
Ǹ Y.

%

"

N3.$-

明显降低#可见机体无法产生足够的
:B$-

细胞抑制因子#在

整个免疫调节机制中也使
:B$

"

:B1

"

:B$-

平衡向炎症加重方

向+漂移,#免疫反馈调节已经受到一定的破坏#无法改变机体

过度免疫的状态#炎症的产生与加重在所难免*

本研究所采用新型生物学检测方法
.

流式荧光技术#符合

科学技术发展的需要*被国内外学者应用于检测血浆)泪液)

痰等不同标本中不同的细胞因子#其检测结果与
83N7;

法比

较#两者相关性好#流式荧光技术动力学线性范围也比
83N7;

宽)灵敏度更高'

$%.$'

(

*

综上所述#

;̂

患者外周血清细胞因子中#无论
:B$

"

:B1

)

:B$

"

:B$-

均存在相应的平衡的+漂移,#提示平衡的打破在

;̂

的病程中起了相应的重要的作用#其相应的细胞因子相互

作用)相互抑制#构成了一个复杂的细胞因子网络*由此得出#

:B$

"

:B1

"

:B$-

失平衡可能是
;̂

发病的重要免疫学机制*

而本试验不足在于没有同时使用流式荧光技术检测
;̂

外周

血中的
:B$

)

:B1

)

:B$-

细胞的具体数量的变化#有待于进一

步检测和扩大样本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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