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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5

i

F

细胞的激活#一方面抑制过度免

疫病理损伤#另一方面也可能有利于病毒的持续感染'除可抑

制
!b-

i和
!b5

i

F

细胞外#

F9&

M

细胞还可以抑制树突状细胞

的活化和分泌细胞因子#防止炎性反应过强(

"/

)

'

\̂S

感染者外周血
F9&

M

细胞数量是否增高#以及是否与

\̂S

复制水平有相关性仍存在争议'部分学者的研究显示#

无症状
\̂S

携带患者外周血和肝脏中
!b-

i

!b+D

i

X<Q=/

i

F9&

M

细胞数量比恢复期患者和健康对照者高#支持
F9&

M

细胞

与
\̂S

的持续感染有关的理论(

"-

)

'

X9L:U&7&

等(

"+

)亦发现慢

性乙型肝炎患者外周血
F9&

M

细胞可以抑制
\̂S

特异性细胞

免疫反应#但慢性乙型肝炎患者外周血
F9&

M

细胞频率与健康

对照相比无显著差异'上述差异可能与对
F9&

M

细胞的界定和

检测方法不同有关'虽然急性乙型肝炎发病初期及慢性重型

乙型肝炎均有较重的炎性反应#但外周血
F9&

M

细胞表现却不

同#表明
F9&

M

细胞与乙型肝炎的病情发展和预后有一定联系'

目前急性乙型肝炎发病过程中对肝脏
F9&

M

细胞的观察报

告较少#因为临床上急性乙型肝炎患者通常不进行肝组织活

检'有学者以
"

例急性乙型肝炎患者和
-

例非酒精性脂肪肝

患者为对照#检测慢性活动性乙型肝炎*无症状
\̂S

携带者

肝组织
F9&

M

细胞频率#

+

组
F9&

M

细胞频率明显升高#且前者

高于后者#而对照组
F9&

M

细胞频率没有升高(

"D

)

'慢性乙型肝

炎以肝脏局部病变为主#目前在慢性乙型肝炎和慢性重型乙型

肝炎患者的肝组织中均发现了
F9&

M

细胞的浸润#慢性重型乙

型肝炎患者肝组织
F9&

M

细胞数明显高于慢性乙型肝炎患者和

健康对照组#且伴大量
!b-

i和
!b5

i细胞浸润'慢性乙型肝

炎患者肝组织中
F9&

M

细胞*

!b-

i和
!b5

i细胞数较健康者也

明显增高#但显著低于慢性重型乙型肝炎患者(

"A

)

'肝组织中

F9&

M

细胞频率越高#对乙型肝炎特异性
!b5

i

F

细胞介导的抗

病毒免疫反应的抑制作用越强'慢性重型乙型肝炎免疫反应

过强#

F9&

M

细胞数量明显不足#功能下降#

\̂S

特异性
!b5

i

细胞过度扩增#不断攻击
\̂S

感染的靶细胞#导致大量靶细

胞坏死并同时触发肝细胞的凋亡机制#故
F9&

M

细胞可作为临

床慢性乙型肝炎重症化的
"

个潜在指标(

".

)

'

研究显示#慢性乙型肝炎患者
F9&

M

细胞的浓度明显高于

健康对照组#且与患者血清
\̂Sb12

成正相关#

b12

&

"#5

K<

OH

"

@?

的患者的
F9&

M

细胞数高于
b12

%

"#5K<

OH

"

@?

的

患者(

"5

)

'也有研究认为#

b12

阳性即
b12

&

"#/K<

OH

"

@?

的

患者与
b12

阴性即
b12

%

"#/K<

OH

"

@?

的患者的
F9&

M

细胞

数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D

)

'外周血
F9&

M

细胞浓度与血清

\̂&2

M

是否相关亦存在不同意见#有研究结果为血清
\̂&2

M

阳性组
F9&

M

细胞浓度显著高于
\̂&2

M

阴性组(

"$

)

#而其他研

究并不能得出该结果'慢性活动性肝炎及无症状
\̂S

携带

者血清和肝组织
F4XC

'

均明显升高#其中慢性活动性肝炎升

高较无症状
\̂S

携带者明显#且与
F9&

M

细胞频率及
X<Q=/

@012

表达成正相关#支持慢性乙型肝炎患者
F4XC

'

参与诱

导
F9&

M

细胞的理论'目前#

\̂S

抗原是否能直接诱导
F9&

M

细胞尚无确切证据#需进一步实验阐明(

"$

)

'

B

!

展
!!

望

阐明
\̂S

逃逸机体免疫反应*引起持续感染和炎症的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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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具有重要意义'多种因素决定乙型肝炎应采用免疫介导的

治疗策略#免疫控制在慢性乙型肝炎的治疗过程中发挥重要的

作用'若能抑制
F9&

M

细胞的增生和分化#或阻断其调控途径#

如剔除
F9&

M

细胞的过继治疗#抗
!b+D

单抗的治疗#阻断
!FC

?2C-

的治疗或针对特异性转录因子
X<Q=/

的基因治疗等#或

许能够阻断其免疫抑制功能#提高表位特异性
!F?

的免疫效

应#为乙型肝炎的治疗寻找到新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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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

M

!F

#

6<9W@L:!Y

#

X'3&7b

#

&8L',0<'&<J?24C/3:9L

M

G'LC

8<9

H

FK&''7

(

Y

)

,T@@G:38

H

#

+##-

#

+"

$

-

&!

D#/CD"/,

(

"#

)

6L:

M

0

#

6L:a

#

Z<UIL

H

L?

#

&8L',T%&:83J3KL83<:<JL9&

M

G'L8<9

H

F

K&''7

O

&K3J3KK&''7G9JLK&@<'&KG'&8IL8@&%3L8&77G

OO

9&773N&73

M

:L'7

L:%3:%GK&7X<Q=/&Q

O

9&773<:

(

Y

)

,=?<>*:&

#

+##5

#

/

$

.

&!

&+.#D,

(

""

)

!<7@3?

#

?3<88LX

#

?LUU&93[

#

&8L',̂ G@L:!b5

i

!b+D

i

8I

H

@<C

K

H

8&77IL9&

O

I&:<8

HO

3KL:%JG:K83<:L'J&L8G9&7P38I!b-

i

!b+D

i

9&

M

G''L8<9

H

8I

H

@<K

H

8&7

(

Y

)

,\'<<%

#

+##/

#

"#+

$

"+

&!

-"#.C-""-,

(

"+

)

X9L:U&7&*

#

Z&::&%

H

=

#

4&I93:

M

2

#

&8L',(<%G'L83<:<J8I&!b5

i

CFC

K&''9&7

O

<:7&;

H

!b-

i

!b+D

i

9&

M

G'L8<9

H

FK&''73:

O

L83&:87P38II&

O

C

L83837\N39G73:J&K83<:

(

Y

)

,YS39<'

#

+##D

#

.$

$

A

&!

//++C//+5,

(

"/

)

(379L1

#

\L

H

9

H

Y

#

?LK9<3QCb&7@LU&7>

#

&8L',!G883:

M

&%

M

&

!

IG@L:

!b-

i

!b+D

i

FK&''79&789L3:8I&@L8G9L83<:L:%L:83

M

&:C

O

9&7&:C

83:

M

JG:K83<:<J%&:%9383KK&''7

(

Y

)

,YT@@G:<'

#

+##-

#

".+

$

5

&!

-A.AC

-A5#,

(

"-

)吕峰#浩玉峰#崔明芳#等
,

慢性
\̂S

感染患者外周血
!b-!b+D

调节性
F

细胞表达及其临床意义(

Y

)

,

实用肝脏病杂志#

+#"#

#

"/

$

"

&!

"/C"D,

(

"D

)刘佩芝#詹爱琴#季榕#等
,

慢性乙型肝炎患者外周血
!b-

i

!b+D

i调节性
F

细胞*白细胞介素
C"#

水平及其临床意义(

Y

)

,

肝

脏#

+##$

#

"-

$

+

&!

"+-C"+D,

(

"A

)

_Gb

#

XGY

#

Y3:?

#

&8L',!39KG'L83:

M

L:%'3N&99&73%&:8!b-

i

!b+D

i

9&

M

G'L8<9

H

FK&''7LK83N&'

H

3:J'G&:K&8I&L:83N39L'3@@G:&

9&7

O

<:7&L:%%37&L7&

O

9<

M

9&773<:3:

O

L83&:87P38II&

O

L83837\

(

Y

)

,

YT@@G:<'

#

+##A

#

"..

$

"

&!

./$C.-.,

(

".

)颜学兵#赵爽#周培培#等
,

慢性乙型肝炎患者调节性
F

细胞检测

及调控因素研究(

Y

)

,

中国医学检验杂志#

+##$

#

+

$

5

&!

-.C-$,

(

"5

)

1L:_=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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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子点及其在肿瘤诊断中的应用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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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量子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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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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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识码"

2

文章编号"

"A./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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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C#D5$C#/

!!

肿瘤是一种恶性疾病#严重威胁着人类的健康#其高死亡

率与复发率已经引起广大学者的高度重视'研究一种可以对

肿瘤进行早期诊断而且具有高敏感性与特异性的技术显得尤

为重要(

"C/

)

'目前诊断肿瘤的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

&影像诊

断法#如
!F

*

_

线*超声成像*

(0T

以及
=[F

用于各部位肿瘤

的检测%$

+

&实验室诊断法!如肿瘤标志物用于部分肿瘤的筛

查%$

/

&其他#如内镜用于消化道肿瘤的检测#乳房造影法用于

乳腺癌的检测'这些检测方法存在诸如敏感性及特异性低*费

用高等缺点'近年来#量子点$

R

GL:8G@%<8

#

ab

&以其独有的

特性在肿瘤的诊治中显示出诱人的应用前景'本文就
ab

的

结构特点*光电特性*肿瘤诊断中的应用及其存在问题等内容

作一综述#并对其应用前景进行展望'

@

!

ab

的结构及合成修饰(

CCK

)

@,@

!

ab

的结构
!

ab

又称半导体纳米晶体$

7&@3K<:%GK8<9

:L:<K9

H

78L'

&#是由核心与外壳组成的#直径一般为
+

"

"#:@

'

其核心多为
("0

族及
+"1

族元素组成的金属与非金属化

合物#外壳则由另一种材料构成'目前以
!%>&

"

:̀>

核壳的

ab

为生物学研究的首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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