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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阳性乳腺癌未转移组(!

!&532e

&578

"

g

)中
"H6

f

"H%3

f

LF_

+

1f

;0/

R

细胞比例!

Z%

"

占
"H6

f

;

细胞比例明显升高!

"

$

&5&!

"$

J>#%

阳

性乳腺癌转移组中
"H6

f

"H%3

f

LF_

+

1f

;0/

R

细胞比

例!

Z%

"占
"H6

f

;

细胞比例明显高于
J>#%

阳性乳

腺癌未转移组!

"

$

&5&!

"&见图
%

&

!!

*

#对照组$

O

#

J>#%

阳性乳腺癌未转移组$

"

#

J>#%

阳性乳腺癌

转移组

图
%

!!

流式细胞仪检测
"H6

f

"H%3

f

LN\'

1f

;0/

R

细胞的比例

?5!

!

LF_'1:#<*

的表达情况
!

以对照组为参照%

J>#%

阳性乳腺癌未转移组!

65!3e&5%1

%

"

$

&5&3

"'

J>#%

阳性乳腺癌转移组!

458!e&56!

%

"

$

&5&!

"

LF_'1:#<*

的表达水平均显著增高$而
J>#%

阳

性乳腺癌转移组
LF_'1:#<*

表达水平显著高于

J>#%

阳性乳腺癌未转移组!

"

$

&5&3

"&

!!

*

#对照组$

O

#

J>#%

阳性乳腺癌未转移组$

"

#

J>#%

阳性乳腺癌

转移组

图
1

!!

各组
H"

表面分子
"H87

的表达情况

!!

?

#

"

$

&5&!

%与对照组比较$

@

#

"

$

&5&!

%与
J>#%

阳性乳腺癌未转

移组比较

图
6

!!

各组细胞上清中细胞因子的含量比较

?5A

!

各组
H"

的检测结果
!

与对照组(!

4&562e

!5%%

"

g

)相 比%

J>#%

阳 性 乳 腺 癌 未 转 移 组

(!

1&537e&58%

"

g

)'

J>#%

阳 性 乳 腺 癌 转 移 组

(!

!%5&&e&52&

"

g

)

"H87

分子表达明显降低!

"

$

&5&!

"%与
J>#%

阳性乳腺癌未转移组相比%

J>#%

阳

性乳腺癌转移组能更显著抑制
"H87

的表达!

"

$

&5&!

"&见图
1

&

?5B

!

各组细胞因子的结果
!

J>#%

阳性乳腺癌未转

移组'

J>#%

阳性乳腺癌转移组中
IG,!&

'

;)L,

&

的水

平显著高于对照组!

"

$

&5&!

"%而
J>#%

阳性乳腺癌

转移组高于
J>#%

阳性乳腺癌未转移组!

"

$

&5&!

"&

见图
6

&

!

!

讨
!!

论

!!

"FD*

是一种能在体外能活化初始
;

淋巴细胞

的丝裂原&本研究中采用
>TP

来检测细胞增殖情

况%这种检测方法较磺酸基苯基
,1,

!

6

%

3,

二甲基噻唑"

,

3,

!

1,

羧甲氧基苯基"

,

二氢四唑嗡盐!

=;.

"'

1,

!

6

%

3,

二甲基噻唑
,%

"

,%

%

3,

二苯基四氮唑溴盐!

=;;

"更灵

敏'快速'准确&本次研究中观察到
"FD*

能明显刺

激
'O="

的增殖%在
J>#%

阳性乳腺癌中
"FD*

刺激

'O="

增殖更快%提示肿瘤细胞生长较正常细胞生长

更加迅速%从而导致肿瘤治疗困难%治疗效果不佳&

"H6

f

"H%3

f

LN\'

1f

;0/

R

细胞与
;S!

和
;S%

型细胞有明显的差异(

7

)

%除了具有维持自身免疫耐

受'调控免疫反应强度外%还参与诱导移植耐受'肿瘤

免疫逃逸的作用&此类细胞表面可表达多种分子%如

"H%3

'

LF_

+

1

等(

4,8

)

%而
LF_

+

1

是
;0/

R

细胞的特异性

标识%是
;0/

R

细胞发挥作用'分化增殖的重要标志%

其可以影响细胞的增殖分化及调节功能(

4,8

)

&那么%

;0/

R

细胞在
J>#%

阳性乳腺癌中免疫抑制是否发挥

作用呢0 为了解其中的作用关系%本研究采用流式细

胞术标记
;0/

R

细胞的
"H6

'

"H%3

和
LF_

+

1

以观察

;0/

R

细胞在
J>#%

阳性乳腺癌中是否有免疫抑制作

用&本研究发现%

"FD*

能明显增加
J>#%

阳性乳腺

癌中
;0/

R

细胞的比例%而
J>#%

阳性转移乳腺癌中

"H6

f

"H%3

f

LN\'

1f

;0/

R

细胞占
"H6

f

;

细胞的百

分比较
J>#%

阳性未转移乳腺癌更高&实时荧光定

量
'"#

也具有类似的结果#提示
J>#%

阳性乳腺癌

患者中
;0/

R

细胞的
LF_

+

1

基因表达明显升高&因

此%可以证实在
J>#%

阳性乳腺癌患者体内
;0/

R

细

胞水平明显高于健康人%

LF_

+

1

基因表达也是明显升

高%提示
J>#%

阳性乳腺癌患者的抑制作用是通过上

调
;0/

R

细胞实现的%且
J>#%

阳性转移乳腺癌较

J>#%

阳性未转移乳腺癌患者体内
;0/

R

细胞表达更

多%因
;0/

R

细胞可以通过两条途径#免疫无能和免疫

抑制来使肿瘤细胞发生免疫逃逸作用%从而诱导机体

对肿瘤产生免疫耐受或无应答(

2

)

%导致肿瘤细胞的疯

狂增殖%因此难以实现有效的抗肿瘤疗效%从而降低

患者生存率&

H"

是专职抗原提呈细胞!

*'"

"%功能非常强大%

可分为成熟
H"

和不成熟
H"

%成熟
H"

高表达
"H,

!!9

'

"H8&

'

=J"

分子'

"H87

'

"H6&

等%其抗原提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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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促进机体免疫应答的作用强$而不成熟
H"

则正

好与之相反%其可以通过诱导
;0/

R

细胞增加或促使

效应
;

细胞转变为无能细胞而引起免疫耐受(

!&

)

%因

此%

H"

的成熟度与其表面的抗原提呈分子及表达的

共刺激分子情况有极大的关系(

!!

)

&本研究中选用

"H87

'

"H!!9

'

"H!%1

'组织相容性复合物!

=J"

"

,

#

来检测
H"

的表型变化%结果发现
J>#%

阳性乳腺癌

中
H"

表面分子
"H87

表达明显降低%提示
J>#%

阳

性乳腺癌可以下调
H"

的免疫表型%可能通过诱导

;0/

R

细胞增加或促使效应
;

细胞转变为无能细胞而

发挥免疫耐受作用&

"H6

f

"H%3

f

LN\'

1f

;0/

R

还能

通过分泌
;)L,

&

!

和
IG,!&

!均为抑制性细胞因子"来

发挥免疫抑制作用(

!%,!6

)

&在肿瘤细胞与
'O="

共同

培养时%通过外源性加入
;)L,

&

!

可以诱导
;0/

R

细

胞的分化增殖%从而发挥肿瘤的免疫逃逸(

!3

)

&

IG,!&

能促使初始
;

细胞增殖分化为
;0/

R

细胞%具有强大

的抑制细胞因子生成'抑制免疫细胞激活的作用&本

次试 验 中%发 现
;)L,

&

!

'

IG,!&

与
"H6

f

"H%3

f

LN\'

1f

;0/

R

细胞的变化相一致%即
J>#%

阳性未转

移乳腺癌中
;)L,

&

!

'

IG,!&

的分泌增多%而
J>#%

阳

性转移性乳腺癌中
;)L,

&

!

'

IG,!&

分泌更多%提示

J>#%

阳性乳腺癌而不论是否转移均可分泌抑制性

细胞因子而发挥免疫抑制作用%但转移性乳腺癌较非

转移性乳腺癌发挥免疫抑制作用更强%转移性乳腺癌

患者免疫抑制作用更强%后期生存率更低&

肿瘤的免疫治疗是肿瘤治疗过程中非常重要的

手段之一&本研究提示在
J>#%

阳性乳腺癌患者中

;0/

R

细胞的表达明显升高%

H"

的表达明显降低%抑

制性细胞因子的表达明显升高%提示
J>#%

阳性乳腺

癌患者处于免疫抑制或免疫耐受的状态%从而为既往

乳腺癌的免疫治疗效果不佳的原因提供了最新的解

释&因此%在以后的研究中%寻找能抑制或清除
;0/

R

细胞增殖分化'发挥免疫抑制作用的新方法将成为提

高
J>#%

阳性乳腺癌患者免疫治疗效果的新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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