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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外周血白细胞分泌细胞因子的检测'不同的

研究者描述了不同的方法'主要表现在检测标本的不

同'如全血*分离的外周血单个核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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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表达'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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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宿主防御和炎症性疾病中起重要的作用'连接着固

有免疫和适应性免疫机制&越来越多的研究证明'在

多种疾病'如炎症*自身免疫性疾病及肿瘤等多种疾

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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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着关键的作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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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实验越来越多&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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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莫能酶素阻断细胞因子分泌'

各实验组均同时设置单加莫能酶素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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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氨溶解&

E*G*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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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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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悬+最后用流式细胞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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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培养上清用联科生物公司提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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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剂盒

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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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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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度'两实验组均同时设置未加

刺激剂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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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处理
"

采用
'?''!&*-

统计软件'数据以

JdD

表示'组间比较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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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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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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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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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泌细胞比例
"

为了比较全血标本和分离的
?;2E

检测
D1$!H

分泌

细胞比率的不同'本实验同时采用来自同一个体的全

血和分离的
?;2E

'应用流式细胞仪法检测
D1$!H

和

DCF$

-

分泌细胞的比例&见图
!A

所示'全血标本中

分别检测到的
E%&

f

3

细胞*

-.

3

细胞*

E%&

f

E%+

f

3

细胞和
E%&

f

E%+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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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中分泌
D1$!H

细胞的比例

$分别为
!*"#[

*

H*"+[

*

-*@&[

*

"*,&[

%均明显地高

于其分别在
?;2E

中检测到的比例$

-*![

*

-*II[

*

-*!I[

*

-*!@[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

$

-*-#

%&同

样的'全血标本中分别检测到的
E%&

f

3

细胞*

-.

3

细胞*

E%&

f

E%+

f

3

细胞和
E%&

f

E%+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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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中分泌

DCF$

-

细 胞 的 比 例 $分 别 为
@*#"[

*

I+*&+[

*

!I*"![

*

!-*@[

%也均明显地高于其分别在
?;2E

中

检测到的比例$

"*IH[

*

",*!#[

*

I*""[

*

!*H"[

%'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F

$

-*-#

%'见图
!;

&虽然与
?;2E

相比'

D1$!H

和
DCF$

-

在全血中的检测结果均显著升

高'但是
D1$!H

升高的程度$约
!-

倍%明显高于
DCF$

-

升高的程度$约
"

&

&

倍%&因此'用全血法检测
D1$!H

的优势更明显&

F*F

"

?2F

和血浆的存在可促进细胞分泌
D1$!H

和

DCF$

-"

为了确定
?2F

和血浆是否可起到促进细胞

分泌
D1$!H

和
DCF$

-

的作用'将分离出的
?2F

和血

浆分别或同时返回
?;2E

后再测定分泌
D1$!H

和分

泌
DCF$

-

细胞的比例&结果如图
"

所示'

?;2Ef

?2F

组*

?;2Ef

血浆组*

?;2Ef?2Ff

血浆组和

全血组中
E%&

f

3

细胞中分泌
D1$!H

细胞的比例$分

别为
-*&-[

*

-*",[

*

-*##[

*

!*"#[

%与
?;2E

组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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胞比例$

-*![

%相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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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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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中分泌
D1$!H

细胞的比例$分别为

"*!+[

*

!*"-[

*

&*+H[

*

H*"+[

%'与
?;2E

组细胞比

例$

-*II[

%相比$图
";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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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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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中分泌
D1$!H

细胞的比例

$分别为
-*"@[

*

-*"I[

*

-*I"[

*

"*,&[

%与
?;2E

组细胞比例$

-*!I[

%相比$图
"E

%'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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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中分泌
D1$!H

细胞

的比例$分别为
-*#"[

'

-*I+[

'

-*@![

'

-*@&[

%与

?;2E

组细胞比例$

-*!@[

%相比$图
"%

%'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F

$

-*-#

%&同样的'

?;2Ef?2F

组*

?;$

2Ef

血浆组*

?;2Ef?2Ff

血浆组和全血组中

E%&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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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中分泌
DCF$

-

细胞的比例$分别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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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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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中分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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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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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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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比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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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中分泌
DCF$

-

细胞的比例$分

别为
!!*@-[

*

@*"-[

*

!-*"#[

*

!I*"![

%与
?;2E

组

$

I*""[

%比较$图
"(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

$

-*-#

%&

""

注!与
?;2E

组比较'

!

F

$

-*-#

图
!

""

全血和
?;2E

中
D1$!H

和
DCF$

-

分泌细胞的比例

F*G

"

全血和
?;2E

中
D1$!H

和
DCF$

-

的浓度
"

为了

进一步确定全血中细胞分泌
D1$!H

和
DCF$

-

的能力

高于
?;2E

'全血标本和分离出的
?;2E

同时加"不

加
?2A

"

D/9/

刺激培养
,N

后收集培养上清'

V1D'A

试剂盒检测
D1$!H

和
DCF$

-

的浓度&结果见表
!

'全

血培养上清中
D1$!H

和
DCF$

-

的浓度均高于其在
?;$

2E

培养上清中的浓度&

图
"

""

?2F

和血浆对各组
D1$!H

和
DCF$

-

分泌

细胞比例的影响

表
!

""

全血和
?;2E

中
D1$!H

和
DCF$

-

的浓度$

JdD

"

PO

%

.1

&

标本
D1$!H

加
?2A

"

D/9/

不加
?2A

"

D/9/

DCF$

-

加
?2A

"

D/9/

不加
?2A

"

D/9/

全血
!-@*@-d&+*,+ H@*H#d"#*#+ H,@*+Id#&"*I, H"*#"d&H*@!

?;2E &H*-,d,*I#

!

&&*-#dH*#I

!

!+"*H&d!@!*,!

!

#,*,Id&&*!"

!

""

注!与全血比较'

!

F

$

-*-#

G

"

讨
""

论

""

全血血浆中多种生物活性物质与提高人
?;2E

分泌细胞因子相关'如泛素可促进
?;2E

分泌
D1$+

和
D1$I

(

!&

)

&另外'红细胞也可刺激细胞因子
DCF$

-

*

D1$!

$

和 肿 瘤 坏 死 因 子
$

#

$

3FC$

#

%的 分 泌(

!I

)

&

2AFV1

等(

!#

)报道'在无血清存在时'初始
E%I

f

3

细胞分泌
D1$!H

依赖于
3\C$

$

'

D1$!

$

'

D1$,

'

D1$"!

或

D1$"&

的存在&由此可推测全血环境应该比分离出的

?;2E

更有利于
D1$!H

的分泌&因此本研究选用全

血标本和分离的
?;2E

'应用流式细胞仪和
V1D'A

法对
D1$!H

和
DCF$

-

检测结果进行比较&结果表明

全血标本检测到的
D1$!H

和
DCF$

-

的结果均明显地

高于其在
?;2E

中的检测结果'见图
!

*表
!

+而且将

分离出的中性粒细胞和血浆返回
?;2E

后'分泌
D1$

!H

和分泌
DCF$

-

的
3

细胞亚群的检测结果与
?;2E

相比也均明显升高'但其仍然低于全血中的检测结

果'见图
"

&

H

"

结
""

论

""

总之'本研究发现选用全血标本检测
D1$!H

的结

果明显的优于分离出
?;2E

'这为今后检测外周血白

#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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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分泌
D1$!H

的相关试验时'是否需要分离
?;2E

提供了实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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