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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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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

通过研究肝泡型包虫病"

PH(

$患者外周血
U

淋巴细胞部分表面抗原的表达及所分泌的抗

体水平变化!探讨肝包虫病患者体液免疫的变化情况(方法
!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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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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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周血中
U

淋巴细胞!经避光反应%裂红%洗涤等步骤后用流式细胞仪测定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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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表达!并用蛋白分

析仪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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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表达水平(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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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外周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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淋巴细胞比率均低于正常对

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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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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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均明显高于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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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低于对照组!差异均

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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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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泡球蚴在体内寄生过程中!宿主的免疫反应处于抑制状态!使得泡球蚴能在

宿主内长期寄生并发育!同时能刺激机体产生强弱不等的免疫应答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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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虫病是常见的人畜共患病#是由棘球绦虫幼虫
?

棘球蚴寄生而致的#又称棘球蚴病&引起人感染的主

要是细粒棘球蚴和多房棘球蚴#又分别称为囊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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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体在感染棘球蚴过程中

宿主
?

寄生虫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十分复杂+

$

,

&目前

对棘球蚴与宿主的免疫反应有许多研究结果#但大多

集中在细胞免疫方面#而对体液免疫的研究还比较

少&寄生虫在宿主体内生长离不开体液免疫的调节#

U

细胞作为机体体液免疫的重要细胞#通过提呈抗

原%产生抗体以及分泌细胞因子实现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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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文通过研究肝泡型包虫病!

PH(

"患者外周血
U

淋巴

细胞部分表面抗原的表达及所分泌的抗体水平变化#

探讨
PH(

患者体液免疫的变化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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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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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资料
!

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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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A&!F

年
!A

月至
A&!#

年

!A

月在青海大学附属医院影像中心初步诊断但未治

疗的
PH(

患者!

PH(

组"#男
!B

例#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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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平均年

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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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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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岁"#回顾手术后确诊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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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

者&排除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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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性疾病!细菌%病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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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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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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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第
'B

卷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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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国家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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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A&&

"*青海省科技厅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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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大学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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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性肿瘤*!

$

"风湿免疫性疾病患者*!

'

"合并囊型包

虫病及其他寄生虫疾病患者*!

F

"应用非甾体类抗炎

药%激素类药物%精神病治疗药物等&同时选取
$&

例

本院体检的健康人为正常对照组#其中男
!#

例#女
!'

例#平均年龄
'ACF

岁!

!"

!

#F

岁"#行血常规%肝肾功

能%心电图及
U

超等检查示均正常&本研究经青海大

学附属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抽血及化验均征得受试

者同意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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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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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式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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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细胞裂解液购自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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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购自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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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5>7-*

公司#流式细胞购自艾森生物公司#蛋白分析

仪购自德国西门子公司#纯水制备系统购自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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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电子天平购自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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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涡旋混

合仪购自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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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标记笔%采

血管%试管%各种规格的移液器及枪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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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溶液配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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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细胞裂解液)

用纯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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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解
!&&JK!&e

红细胞裂解液#

'f

保存备用&!

A

"

TU9

溶液)将
TU9

粉末缓冲体系充分

溶于超纯水#配制成
!eTU9

缓冲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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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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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式细胞仪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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淋巴细胞抗原表达
!

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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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H

抗凝全血加入流式细胞分析专用试

管#加入
!&

(

K3=!"?S@<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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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3=A&?T(

后混匀#

室温避光反应
!FJ5/

#再加入
!JK

红细胞裂解液#室

温避光反应
!&J5/

后#离心弃上清液#加入
AJK!e

TU9

洗涤
!

次后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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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TU9

重悬细胞#用艾森生

物
H3(HN+Q+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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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式细胞仪进行
S3R

测定#

在
S93

$

993

图上设门去除碎片及死细胞#然后测定

3=!"

d

%

3=A&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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淋巴细胞的百分率#用
N+Q+(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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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获取%分析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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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取外周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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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K

于含纤维蛋白酶促凝剂的管中!橘黄色管盖"#应用西

门子
UN

#

全自动特定蛋白分析仪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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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表达水平&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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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处理
!

采用
9T99!$C&

统计软件进行分

析处理#计量资料以
>cE

表示#两组间比较采用
C

检

验#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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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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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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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外周血
U

淋巴细胞的比率
!

PH(

组患者

外周血
3=!"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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淋巴细胞比率为!

AC!Ec&C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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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正

常对照组为!

"CA#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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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二者比较
PH(

组显著

低于正常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C&!

"&

3=A&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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淋巴细胞比率为!

ACEEc!C&F

"

L

#正常对照

组为!

'CF'c!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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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二者比较
PH(

组显著低于正

常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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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门于淋巴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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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H(

患者外周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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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U

淋巴细胞比率*

3

)

PH(

患者外周血
3=A&

d细胞
U

淋巴比率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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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式细胞术分析
PH(

组患者外周血
U

淋巴细胞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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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设门于淋巴细胞*

U

)正常对照组外周血
3=!"

d

U

淋巴细胞比率*

3

)正常对照组外周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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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U

淋巴细胞比率

图
A

!!

流式细胞术分析正常对照组外周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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淋巴细胞比率

&E''

重庆医学
A&!E

年
!A

月第
'B

卷第
$F

期



"C"

!

PH(

组与正常对照组免疫球蛋白水平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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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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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AC!'c!C&A

"

:

$

K

#二组相比
PH(

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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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均明显高于正常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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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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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Ec&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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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者相比
PH(

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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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低

于正常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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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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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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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

组与正常对照组免疫球蛋白

!!!

水平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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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别
PH(

组 正常对照组
C !

@

:

M A$C""cBC&E !!C!$cAC$& BCBA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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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虫病被认为是一种世界性公共卫生问题#在我

国以新疆%内蒙古%青海等畜牧业发达地区多发#严重

影响当地的经济发展及居民健康+

B

,

&包虫病在人类

的传播过程中#人作为中间宿主#误食了被狗或狐狸

等宿主的粪便排出的寄生虫卵污染的蔬菜或水源#虫

卵在人小肠内孵化并钻入肠壁#随血流到达肝%肺%脑

等脏器并寄生#其中以在肝脏内寄生最为多见#称为

P(H

#在青海地区
P(H

较其他地区多见+

E

,

&

在人体被泡球蚴感染后寄生虫长期在宿主体内

寄生#能刺激宿主免疫系统发生特殊的变化#棘球绦

虫长期寄生于宿主体内#为了抵抗宿主免疫系统的杀

伤#包虫能引起宿主免疫系统发生一系列免疫反应#

宿主和包虫的免疫系统都做出了相应调整才能达到

动态平衡的.共生/状态&在泡球蚴感染的早期#为了

避免自身遭受伤害#宿主通过体内免疫细胞的增殖及

分化使淋巴细胞转化功能增强#有排除异己%控制泡

球蚴早期生长和转移的作用*而随着病程的进展#淋

巴细胞转化功能有所下降#宿主的免疫反应受抑制#

泡球蚴在体内长期寄生并发育+

"

,

&

既往的研究中#细胞因子如白细胞介素!

@K

"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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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

@K?!&

%肿瘤坏死因子
?

&

!

<NS?

&

"%干扰素
?

)

!

@NS?

)

"等在肝包虫病免疫中的作用得到阐明#这些

细胞因子对肝包虫病的发病机制及对疾病的严重程

度%疗效及预后有重要意义+

!&

,

&目前还没有发现关于

人体感染包虫后抗体反应的结论性信息#包虫感染能

引起人体外周血循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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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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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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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和
@

:

(

的变

化#有学者指出肝包虫病患者免疫球蛋白水平变化结

合超声影像学表现#对后续诊断及治疗工作有一定的

帮助+

!!

,

&

本试验对
PH(

患者的体液免疫进行了研究#比

较了
P(H

患者外周血成熟
U

细胞变化及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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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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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等 抗 体 的 水 平 与 健 康 人 的 区 别&以

3=!"

d

%

3=A&

d标记外周血成熟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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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特定群体的传染病病原体能够调整其防御策略&

目前#尽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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