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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目的
"

研究不同宫颈病变患者外周血
&

淋巴细胞亚群$调节性
&

细胞的表达%方法
"

以
"$#0

年

C

月至
"$#3

年
0

月在该院接受阴道镜检查与液基薄层细胞学检查的健康女性
C$

例为对照组%另取同期于该

院接受阴道镜检查与液基薄层细胞学检查的宫颈病变患者
1$

例为观察组!将其按照宫颈活检病理结果分为慢

性宫颈炎
_!)V#

组
4$

例!

!)V"

!

4

组
4$

例!宫颈癌组
4$

例%分别比较各组年龄$人乳头瘤病毒"

c%U

#感染

情况!外周血
&

淋巴细胞亚群$调节性
&

细胞表达水平%结果
"

对照组$慢性宫颈炎
_!)V#

组$

!)V"

!

4

组$

宫颈癌组年龄$

c%U

感染率均呈逐渐升高趋势!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9

$

$>$C

#%对照组$慢性宫颈炎
_!)V#

组$

!)V"

!

4

组$宫颈癌组外周血
!Q4

_

$

!Q@

_

$

!Q@

_

(

!Q3

_水平呈逐渐降低趋势!而
!Q3

_水平呈逐渐升高趋

势%对照组$慢性宫颈炎
_!)V#

组$

!)V"

!

4

组$宫颈癌组外周血
!Q@

_

!Q"C

_

!Q#"0

2水平呈逐渐升高趋势%

经
%GHK.6B

相关性分析可得'宫颈病变严重程度与
!Q4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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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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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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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3

_呈负相关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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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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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0

2呈正相关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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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

随着宫颈病变程度的逐渐加重!外周血
&

淋巴

细胞亚群$调节性
&

细胞异常表达越明显%可通过联合检测外周血
&

淋巴细胞亚群$调节性
&

细胞表达情况!

从而有效判断宫颈病变情况%

关键词#宫颈病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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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颈癌发病率正呈逐年升高趋势%已成为严重影

响我国女性生命健康安全的重要疾病之一'

#

(

&有报

道显示%宫颈癌与宫颈病变患者的细胞免疫功能存在

不同程度的抑制%机体免疫系统对上皮突变细胞的识

别与杀伤能力明显降低%对于肿瘤细胞的生长和转移

具有异化作用'

"

(

&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细胞免疫功

能可能与宫颈癌的发生*发展存在密切相关%其中
&

淋巴细胞是机体细胞免疫系统中最为重要的细胞群

之一%具有介导细胞免疫反应%杀伤肿瘤细胞及维持

机体内环境稳定等作用&调节性
&

细胞主要是指一

类具有免疫负调控功能的
&

淋巴细胞亚群'

4

(

%其可通

过和多种免疫细胞相互作用%从而对一系列免疫细胞

的活化产生抑制作用&本文研究不同宫颈病变患者

外周血
&

淋巴细胞亚群*调节性
&

细胞的表达%旨在

为早期宫颈癌患者防治提供循证依据&

B

"

资料与方法

B>B

"

一般资料
"

以
"$#0

年
C

月至
"$#3

年
0

月在本

院接受阴道镜检查与液基薄层细胞学检查的健康女

性
C$

例为对照组&纳入标准!#

#

$年龄
&

#3

周岁+#

"

$

临床病历资料完整&另取同期于本院接受阴道镜检

查与液基薄层细胞学检查的宫颈病变患者
1$

例为观

察对象&纳入标准!#

#

$所有患者均经组织病理活检

确诊+#

"

$入院前均未接受任何相关治疗者+#

4

$年

龄
&

#3

周岁+#

@

$临床病历资料完整&排除标准!#

#

$

入院前
@

周内接受过免疫抑制剂或皮质类固醇激素

治疗者+#

"

$合并心*肝*肾等脏器功能严重障碍者+

#

4

$合并感染性疾病或免疫系统疾病者+#

@

$妊娠期或

哺乳期女性+#

C

$存在交流沟通障碍或精神疾病者&

将其按照宫颈活检病理结果分为慢性宫颈炎
_!)V#

组
4$

例%

!)V"

!

4

组
4$

例%宫颈癌组
4$

例&所有患

者已知情同意%且医院伦理委员会予以批准&

B>C

"

方法

B>C>B

"

标本检测方法
"

#

#

$各组人员入院后均由本

院医护人员对其临床资料进行统计*记录%主要内容

包括年龄*联系方式*家庭住址及人乳头瘤病毒

#

c%U

$感染情况等&#

"

$标本采集!所有人员入院后

均采集清晨空腹静脉血
#$L*

%保存于
23$]

冰箱中

待检&#

4

$

&

淋巴细胞亚群与调节性
&

细胞检测!应

用美国
,Q

公司
\<!P!HB96

$

型流式细胞仪进行检

测&将上述外周血标本予以肝素钠抗凝%随后加入
C

L*

流式管底%分别加入
!Q4

*

!Q@

*

!Q3

抗体
#$

%

*

进行混匀%放置于室温条件下避光孵育
"$L8B

%然后

加入
"L*#̀

红细胞裂解液混匀%避光放置
#$L8B

%

溶解红细胞%将样品管以
#C$$K

"

L8B

离心
#$L8B

%除

去上清%并加入
"L*%,P

洗液重悬细胞后流式细胞

仪检测
!Q4

_

*

!Q@

_及
!Q3

_亚群数目及比例&按照

上述方式检测外周血
!Q@

_

!Q"C

_

!Q#"0

2水平&其

中
!Q4

_

*

!Q@

_

*

!Q3

_

*

!Q@

_

!Q"C

_

!Q#"0

2试剂盒

均购自德国
%HK9G:

公司&

B>C>C

"

观察指标
"

分别比较各组年龄*

c%U

感染情

况%外周血
!Q4

_

*

!Q@

_

*

!Q3

_

*

!Q@

_

"

!Q3

_

*

!Q@

_

!Q"C

_

!Q#"0

2表达水平&

B>D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P%PP"$>$

软件进行统计学

分析%计数资料以率或构成比表示%进行
!

" 检验&计

量资料以
&Y@

表示%进行
6

检验&宫颈病变严重程度

与外周血
&

淋巴细胞亚群*

!Q@

_

!Q"C

_

!Q#"0

2水平

的关系予以
%GHK.6B

相关性分析&多组间对比采用单

因素方差分析&

9

$

$>$C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C

"

结
""

果

C>B

"

各组年龄*

c%U

感染情况对比
"

对照组*慢性

宫颈炎
_!)V#

组*

!)V"

!

4

组*宫颈癌组年龄*

c%U

感染率均呈逐渐升高趋势%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9

$

$>$C

$&见表
#

&

表
#

""

各组年龄"

c%U

感染情况对比

组别
,

年龄#岁%

&Y@

$

c%U

感染率'

,

#

?

$(

对照组
C$ "0>C"Y4>(( 4

#

(>$$

$

慢性宫颈炎
_!)V#

组
4$ @4>#1Y##>"$

H

##

#

4(>(0

$

H

!)V"

!

4

组
4$ @(>$4Y3>#"

HM

""

#

04>44

$

宫颈癌组
4$ C$>#"Y(>14

HM:

4$

#

#$$>$$

$

6

"

!

"

C>$4"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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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与对照组相比%

H

9

$

$>$C

+与慢性宫颈炎
_!)V#

组相比%

M

9

$

$>$C

+与
!)V"

!

4

组相比%

:

9

$

$>$C

C>C

"

各组间
c%U

感染的型别对比
"

对照组*慢性宫

颈炎
_!)V#

组*

!)V"

!

4

组*宫颈癌组
c%U

单纯感

染及多重感染#两个以上
c%U

型$的比例均依次增

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9

$

$>$C

$&见表
"

&

C>D

"

各组外周血
&

淋巴细胞亚群对比
"

对照组*慢

性宫颈炎
_!)V#

组*

!)V"

!

4

组*宫颈癌组外周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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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4

_

*

!Q@

_

*

!Q@

_

"

!Q3

_水平呈逐渐降低趋势%而

!Q3

_水平呈逐渐升高趋势%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9

$

$>$C

$%见表
4

&

C>E

"

各组外周血
!Q@

_

!Q"C

_

!Q#"0

2水平对比
"

对

照组*慢性宫颈炎
_!)V#

组*

!)V"

!

4

组*宫颈癌组

外周血
!Q@

_

!Q"C

_

!Q#"0

2水平呈逐渐升高趋势%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9

$

$>$C

$&见表
@

&

C>N

"

宫颈病变严重程度与外周血
&

淋巴细胞亚群*

!Q@

_

!Q"C

_

!Q#"0

2水平的相关性分析
"

经
%GHK.6B

相关性分析可得!宫颈病变严重程度与
!Q4

_

*

!Q@

_

*

!Q@

_

"

!Q3

_呈负相关关系#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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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宫颈病变的严重程度分为慢性宫颈炎与

!)V#

*

!)V"

*

!)V4

及宫颈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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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对宫颈癌的病

因学与癌前病变研究不断深入发现'

C

(

!年龄*未保护

的高危性行为*免疫功能低下及多孕多产均为宫颈病

变发生的高危因素%其中
c%U

感染是最重要的宫颈

病变高危因素&然而%有报道证实%

1$?

以上的免疫

功能正常女性患者在发生
c%U

感染后均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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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内

自然痊愈%由此可知%免疫功能正常女性极少会发生

c%U

持续感染及持续加重宫颈病变%从而降低了宫

颈病变发展成宫颈癌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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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可通

过下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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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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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亚群增殖反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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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的

免疫效应产生负性功能等途径促使肿瘤细胞逃避免

疫监视%从而发生免疫逃逸%进一步促进肿瘤细胞的

发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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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宫颈癌组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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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率均呈逐渐升高趋势&

其中主要原因在于!随着年龄的不断增加%患者机体

免疫功能随之下降%从而促进了宫颈病变的发生*发

展&而
c%U

感染不但会激发宿主的非特异性细胞免

疫及体液免疫%同时还会对特异性免疫反应的形成产生

抑制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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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组*慢性宫颈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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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V"

!

4

组*宫颈癌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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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纯感染及多重感染#两个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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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的比例均依次增高%提示了宫颈病变程度加

重与
c%U

感染率具有相关性%

c%U

感染可能促进加

重了患者的宫颈病变程度&随着宫颈病变程度的逐

渐加重%患者免疫功能降低越明显&分析原因%笔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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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在正常生理状况下%

&

淋巴细胞总群及其亚群在

数量上维持在正常范围内%而宫颈病变会导致患者免

疫功能受损%从而会减少
&

淋巴细胞总群及其亚群的

数量%且随着宫颈病变程度的逐渐加重%进一步导致

机体免疫系统失衡%最终诱发了宫颈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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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淋巴细胞

按照免疫学功能的不同分为
!Q@

_ 与
!Q3

_ 两大亚

群%正常生理状况下
!Q@

_与
!Q3

_亚群的比例维持

在一定范围内%共同维持机体免疫系统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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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宫

颈病变会导致
!Q@

_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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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亚群出现不同程度的改

变%且随着宫颈病变程度的加重%上述变化趋势会持

续保持%最终导致细胞免疫系统失衡%免疫功能丧失&

另外%对照组*慢性宫颈炎
_!)V#

组*

!)V"

!

4

组*宫

颈癌组外周血
!Q@

_

!Q"C

_

!Q#"0

2水平呈逐渐升高

趋势&究其原因%笔者认为调节性
&

细胞可通过分泌

)*'#$

与
&b\'

(

等多种抑制性细胞因子%从而对

!Q@

_与
!Q3

_

&

淋巴细胞亚群的效应产生抑制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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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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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性分析!宫颈病变严重程度与

!Q4

_

*

!Q@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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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3

_ 呈 负 相 关 关 系%而 与

!Q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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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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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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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呈正相关关系&这提示

了
&

淋巴细胞亚群与调节性
&

细胞在宫颈病变中可

能存在相互作用&临床工作中可通过对其表达水平

进行检测%从而有利于评估宫颈病变严重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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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
""

论

""

综上所述%

&

淋巴细胞亚群与调节性
&

细胞参与

了宫颈病变的发生*发展过程%为临床宫颈癌的早期

诊断*临床治疗及预后评估提供了新的靶点和思路%

值得临床重点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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