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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儿外周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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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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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的变化及临床意义&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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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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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儿和健康者外周血单个核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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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疫磁珠阴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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淋巴细胞!然后加佛波酯(离子霉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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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固定!透

膜处理进行细胞内染色!流式细胞术检测
01E

7

5

淋巴细胞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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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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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儿急性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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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水平显著

高于恢复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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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者又显著高于健康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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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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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儿外周血中存在异常增高的
5I%D

细胞及其分泌的

细胞因子!且其水平与病情活动相关!是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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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儿免疫状态和预后的指标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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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亚群是一群不同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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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群的新型效应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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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参与多种自身免疫性疾病#包括类风湿关节炎*多

发性硬化*系统性红斑狼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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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哮喘*移植排斥反应等

的发病过程)在感染性疾病方面#已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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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在某些细

菌感染性疾病中发挥保护性作用#然而在病毒感染性疾病中研

究较少#并且其作用仍存有争议#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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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感染引起的传

染性单核细胞增多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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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作用目前未见报道)作者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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胞内染色的方法#应用流式细胞技术#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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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并对其意义进行初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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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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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儿在急性期胞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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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水平

显著高于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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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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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感染引起的一种急性或亚急性感染性网

状内皮增生性疾病#是累及多系统的全身性疾病)患儿体内
"

淋巴细胞是
4"

病毒侵犯的靶细胞#该细胞表面有
4"

病毒受

体#病毒侵入该细胞#在细胞内复制#引起该细胞变性*凋亡)

同时引起
5

淋巴细胞强烈反应#此过程不仅导致患儿体液免

疫受抑制#而且使其细胞免疫和免疫调节功能也明显受损)

5I%D

细胞的发现源于对实验性自身免疫性脑脊髓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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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胶原诱导的关节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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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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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主要分

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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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炎性因子发挥致炎作用#参与自

身免疫和炎症反应#与免疫调节*免疫病理和宿主免疫关系密

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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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体内许多细胞产生的一种具有多种生物活性的刺

激因子#又称前炎性反应细胞因子#是炎症细胞因子网络中的

关键因子#与感染性疾病的发生*发展与转归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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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具有较强的免疫抗感染作用#也是评价患儿免疫反应的重要指

标#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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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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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分化所必须的启动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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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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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的方法主要是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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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胞内

细胞因子染色#细胞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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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后#经过固定和透膜#可

以在单个细胞水平分析分泌
=;<%D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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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作者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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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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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儿外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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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5

细胞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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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表明#急性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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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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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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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患儿在

4"

病毒感染后#

"

细胞异常增殖#其抗原性也随之发生改变#

从而导致
5

细胞出现强烈的免疫应答反应'

D<@

(

)

01E

7

5

细胞

通过分泌多种细胞因子$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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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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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使初始
01E

7细胞

转化成
5I%D

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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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分泌
=;<%D

诱导其他炎症细胞因

子$如
52g<

#

&*趋化因子$如
)0!<%

*

)0!<#

&和基质金属蛋白

酶的表达#引起炎症细胞浸润和组织损伤#介导促炎性反应)

Z8L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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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发现#

=;<%D

能促进持续性病毒感染#并参与病

毒感染引起的慢性脱髓鞘疾病的发病)

=;<%D

上调抗凋亡分

子的表达后#通过增强病毒感染细胞的存活能力及阻止
05;

细胞杀伤靶细胞来维持病毒的持续感染#提示
5I%D

细胞在

=)

发病中起着重要作用)中和
=;<%D

可清除病毒感染细胞#

促进细胞毒性
5

细胞的溶解功能#从而阻止病毒感染的进展)

随着病情的好转#

=;<(

呈逐渐下降的趋势#

=;<(

诱导
5I%D

细

胞形成也逐渐减少)但
=)

恢复期患儿
=;<%D

*

=;<(

水平仍高

于对照组$

*

$

'&'%

&#提示细胞因子水平越高#症状越重#细胞

因子参与免疫性损伤的程度越强#机体仍处于免疫应激状态#

说明此时患儿机体的免疫功能仍未完全恢复)

综上所述#

=)

患儿外周血存在异常增高的
5I%D

细胞#其

水平与病情活动相关#是判断
=)

患儿免疫状态和预后的指标

之一#对指导临床合理地应用免疫调节剂#调理细胞因子水平

具有重要的临床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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