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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肿瘤患者外周血树突状细胞亚群与细胞免疫功能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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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目的
!

检测晚期肿瘤患者外周血树突状细胞数量和
"

细胞亚群的表达!评价肿瘤患者的免疫功能$方法
!

应用流式

细胞术检测
,D

例晚期肿瘤患者外周血树突状细胞亚群的数量!免疫表型分别为&髓样树突状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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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
"

淋巴细胞亚群的表达%以
99

例同年龄段健康人群作为对照组$

结果
!

肿瘤患者外周血中的髓样树突状细胞和浆细胞样树突状细胞的含量显著低于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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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V的表达低

于对照组!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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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的表达高于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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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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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的表达低于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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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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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晚期肿瘤患者外周血中树突状细胞数量的减少和
"

淋巴细胞亚群的变化!可能是中(晚期肿瘤患者机体免疫功能低下的原因

之一!本实验研究为临床肿瘤生物治疗提供了一定的实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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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突状细胞$

]3

%是一类功能强大的抗原递呈细胞#它通

过捕获抗原并进行加工处理#最终呈递给
"

淋巴细胞#激活机

体特异性免疫'

]3

和肿瘤免疫密切相关#

]3

是由骨髓中髓

样干细胞和淋巴样干细胞分化而来#分别称为髓样
]3

$

;]3

%

和浆细胞样
]3

$

(]3

%'

]3

前体细胞经血液循环或淋巴循环

进入多种实体器官及非淋巴组织的上皮部位#在迁移过程可识

别肿瘤相关抗原#并通过提呈抗原和分泌
><#9*

激发初始
"

细

胞增殖#诱导特异性
3"<

反应*

9

+

'有研究表明#人体内
]3

数

量的变化或功能障碍#使肿瘤逃避机体免疫监控#是导致肿瘤

的进一步发展的原因之一*

*

+

'本实验通过检测中,晚期肿瘤患

者外周血中
]3

细胞$

;]3

和
(]3

%的数量#以及
"

淋巴细胞

亚群的含量#探讨肿瘤患者外周血中
]3

数量和
"

淋巴细胞亚

群表达的变化#有助于进一步阐明
]3

细胞在机体抗肿瘤免疫

中的作用#也为肿瘤的生物治疗提供实验和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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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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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资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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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9-

月至
*-99

年
9

月在本院住院的肿

瘤组
,D

例#其中男
.-

例#女
9D

例'其中肺癌
*8

例#肝癌
)

例#肠癌
8

例#胃癌
)

例#恶性淋巴瘤
,

例#卵巢癌
.

例'经病

理学或细胞学确诊#均为中,晚期患者#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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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

对照组选取与肿瘤患者年龄接近的健康体检者
99

例#男
C

例#

女
,

例#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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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及试剂
!

荧光标志的单克隆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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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同 型 对 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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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3

"

>

?

c9#(7

"

>

?

c9#(3)

#溶血素
3

#

RJ&O#0&LGI

标准绝对计

数微球#

('=

缓冲液#流式上样管#以上试剂及耗材均购自美国

贝克曼
#

库尔特公司#流式细胞仪为美国贝克曼
#

库尔特公司生

产的
R3)--

流式细胞仪'

DBF

!

方法
!

收集肿瘤患者和对照组人群外周血
*@<

#

7]":#

b

*

抗凝'

DBG

!

外周血树突状细胞和
"

淋巴细胞亚群的检测
!

取
.

支

流式上样管#分别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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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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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V98

%

#R>"3

"

3]+)b#(7

"

3]9*.#(3)

,

3].#(3)

"

3],#R>"3

"

3]+#(7

抗体各
9-

$

<

#再分别加入肿瘤患者或对

照组的外周抗凝血
9--

$

<

#抗体和全血轻轻混匀#室温避光孵

育
9)@FG

#每管加入溶血素
3)--

$

<

振荡混匀#静置#待液体

完全变透明后#加入
('=

缓冲液
9

$

<

混匀#上机前树突状细胞

检测管中加入
RJ&O#0&LGI

标准绝对计数微球
9--

$

<

'在
R=

,

==

散点图上设门共收集
C

万个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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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V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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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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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的细胞为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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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V98

%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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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b

V

"

3]9*.

V的细胞

为
(]3

#分别对
;]3

和
(]3

进行绝对计数'在
R=

和
==

散点

图上对淋巴细胞设门#收集
)---

个淋巴细胞#分别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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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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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V

,

3].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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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V细胞的百分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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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处理
!

检测数据经过
=(==99B)

统计软件进行分

析#结果以$

VfB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检验#以
I

'

-B-)

为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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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
!!

果

EBD

!

肿瘤组中,晚期患者外周血
"

细胞亚群的表达#见表
9

'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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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99

年
C

月第
.*

卷第
9-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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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99

!

X&J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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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对照组比较#肿瘤患者的
3].

V表达较低#但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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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V的表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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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的表达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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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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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晚期肿瘤患者外周血
"

细胞亚群的表达#

Z

%

组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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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3].

V

"

3],

V

3].

V

"

3]+

V

肿瘤组
8)B,*f9,B)* .DB-Df99B+D *9BCDfCB..

对照
88BC*f8B)C .*B))fCB,+ *+B.Df.B,+

EBE

!

肿瘤组中,晚期患者外周血树突状细胞亚群的表达#见表

*

'

;]3

免疫表型为
3]+)b

V

3]..

V

3]

$

98V9,

%

S

#

(]3

免

疫表型为
3]+)b

V

3]9*.

V

3]

$

98V9,

%

S

'肿瘤组中,晚期患

者
;]3

和
(]3

的数量明显低于对照组$

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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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

-B-9

%'

表
*

!!

中(晚期肿瘤患者外周血
]3

绝对计数#个$毫升%

组别
;]3 (]3

肿瘤组
,C8B,-f.)DB8D 9C+B8,f9-)BD-

对照
CCCB*.f9+)B-- C9,B.+f**9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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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

论

诱导和建立机体持久而特异性的抗肿瘤免疫是肿瘤免疫

治疗的目标'

]3

作为免疫调控网络的中心环节#既可以启动

天然免疫#又能激活特异性抗肿瘤免疫反应#十几年来一直是

肿瘤免疫治疗的研究热点*

.

+

'外周血中的两大类前体
]3

有

着不同的功能'

;]3

主要发挥抗原提呈功能#促进
"1

9

细胞

极化和细胞免疫的发生*

,

+

'

(]3

是机体产生内源性
%

型干扰

素$

>R!

%的主要细胞#

(]3

产生的
%

型
>R!

可影响
"

细胞功

能#诱导早期活化标志
3]8D

的产生#维持
"

细胞的长期存活#

促进
"1

9

细胞分化'

(]3

还能产生大量的细胞因子#通过招

募活化的
3],

V和
3]+

V

"

细胞增强适应性免疫反应'外周

]3

多为静止,非成熟的免疫细胞#其表面表达多个吞噬受体#

如巨噬细胞甘露糖和
]73#*-)

等#外周
]3

经细胞因子受体介

导识别,吞噬抗原后#成为成熟
]3

#具有很强的抗原吞噬能

力*

)

+

'

]3

通过有效捕获肿瘤抗原并被激活#激活后的
]3

向

淋巴结迁移分化成熟#活化
3],

V和
3]+

V

"

淋巴细胞亚群#

使其迁移至肿瘤部位#增加局部
3"<

细胞的数量#通过释放抗

血管生成物质$如
><#9*

,

>R!#

*

%抑制肿瘤血管的生长#同时释

放颗粒酶#溶解自身肿瘤特异地杀灭肿瘤细胞*

8

+

'

本实验研究表明#晚期肿瘤患者的外周血
;]3

和
(]3

的数量均减少#有可能提示被肿瘤抗原激活的
]3

细胞向肿瘤

组织浸润#导致外周循环血中的
]3

减少'由于
]3

数量的减

少或功能的缺陷#不能有效地捕捉和提呈肿瘤抗原#无法产生

强大而持久的
3"<

反应激活
3]+

V

"

细胞#导致肿瘤的进一

步发展'研究也发现#肿瘤患者外周血的
3]+

V

"

细胞明显减

少'

7G

?

2%FG

?

等*

C

+研究发现#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发生变

化时#淋巴结中的成熟
]3

和不成熟
]3

数量也相应发生变化'

综上所述#肿瘤患者的树突状细胞数量的改变与
"

细胞

和机体免疫功能密切相关#

]3

数量的改变与肿瘤分期和肿瘤

转移等相关性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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