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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提出.红细胞免疫系统/以

来#国内外学者对此进行了大量研究#并相继证明红细胞免疫

参与了许多疾病的发病过程)其中肾脏疾病与红细胞免疫之

间的相互关系尤为密切#现就有关研究进展综述如下)

$

!

红细胞的免疫功能

红细胞的免疫功能主要是指红细胞免疫黏附作用及红细

胞促吞噬作用)

$.$

!

免疫黏附作用
!

5̀;83<

在测定各种血细胞膜上的
O(:

受体数后指出#红细胞膜上的
O(:

受体约占循环总数的

0%."/

#因而红细胞在血中遇到免疫复合物的机会比白细胞大

%""

!

#"""

倍#红细胞从循环中排除免疫复合物的能力比白细

胞更为重要#红细胞免疫黏附作用是清除免疫复合物的主要方

式)同时发现#正常血清中也存在红细胞免疫黏附调节因

子444增强因子和抑制因子)机体在正常状态下#前者的活性

大于后者#并可维持红细胞免疫黏附功能的平衡)红细胞清除

免疫复合物的方式主要有!$

#

%红细胞表面有过氧化物酶#可直

接消除黏附的抗原物质)$

!

%促进吞噬细胞对抗原的吞噬)

$

(

%红细胞具有双重黏附性#不仅可以黏附免疫复合物#还可黏

附自身的
2

细胞#将抗原提呈给
2

细胞#增强
2

细胞的免疫功

能#更有效地清除免疫复合物)

$./

!

促吞噬作用
!

红细胞免疫黏附可促进白细胞对微生物的

吞噬#为一种免疫辅助功能)在红细胞膜表面具有过氧化物

酶#该酶是典型的溶酶体酶#可引起巨噬细胞样杀伤作用#直接

杀伤病原微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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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免疫过程中的作用
!

由于红细胞在体内具有双重黏附

性#增强了
2

细胞的免疫功能#红细胞与黏附的复合物并不

.共毁/#黏附有免疫复合物的红细胞经过肝*脾时#免疫复合物

脱落#红细胞再进入循环)红细胞在脾脏的急剧充塞及红细胞

与吞噬细胞*淋巴细胞频繁接触是抗原信息转移的形式之一)

在免疫过程中红细胞起到固定*浓缩抗原#运送抗原或免疫复

合物给吞噬细胞的作用)抗原物质吸附在红细胞表面的保护

意义#在于阻止进入血液的全部抗原立即到达免疫器官#因此#

红细胞起到调节免疫应答强度的独特作用)另外#红细胞胞质

内存在一种可溶性因子#该因子具有明显提高自然杀伤$

*_

%

细胞活性的功能+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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肾脏疾病时红细胞免疫功能低下

急*慢性肾小球肾炎#尿毒症患者红细胞免疫功能呈明显

低下状态#表现为红细胞
O(:

受体花环率降低#红细胞免疫复

合物花环率增高#血清中红细胞免疫黏附促进因子活性下降#

抑制因子活性上升)其机制可能为!$

#

%红细胞膜
O(:

受体空

位减少)主要为循环免疫复合物增多#黏附到红细胞膜
O(:

受体上的数量增多#致使红细胞膜
O(:

受体空位减少#影响红

细胞的免疫黏附功能)$

!

%红细胞膜
O(:

受体受损)研究表

明#人红细胞膜
O(:

受体簇可与免疫复合物发生黏附#将其携

带到肝*脾组织中#由单核吞噬细胞系统加以清除#红细胞膜上

O(:

受体簇在反复进行上述过程中与单核吞噬细胞系统多次

接触后#可使其
O(:

受体受损#丧失免疫黏附能力)慢性肾炎

患者由于免疫复合物增多#红细胞
O(:

受体负荷加重#也可能

会因此而受损#丧失其免疫黏附活性)$

(

%红细胞膜
O(:

受体

数目减少)有人用红细胞
O(:

受体单克隆抗体放免法测定系

统性红斑狼疮$

KGW

%患者红细胞膜
O(:

受体数#显示其较健康

人群显著减少#认为
KGW

患者
O(:

受体表面基因存在缺陷#使

患者红细胞
O(:

受体数目减少或缺如)慢性肾炎患者是否也

存在类似缺陷#有待于今后探索)$

,

%红细胞膜
O(:

受体生成

不足或活性受抑)由于慢性肾炎尿毒症患者体内蛋白质代谢

产物的潴留影响红细胞受体的表达#或者由于骨髓中红系造血

祖细胞受损导致成熟红细胞
O(:

受体的表达异常或生成不良

及不足#使红细胞携带免疫复合物的转运机制障碍#造成血中

免疫复合物增多)$

%

%其他)如慢性肾衰竭患者红细胞免疫功

能低下#也可能与机体内环境和内分泌长期紊乱*大量毒素蓄

积*严重贫血等不良因素的影响#导致红细胞
O(:

受体不可逆

性破坏#或与体内存在某些具有免疫抑制作用的毒性物质有

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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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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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细胞免疫功能低下对肾脏疾病的影响

'.$

!

参与肾炎的发病过程
!

肾炎患者由于
O(:

受体数目减

少或活性降低#血液中红细胞携带*清除免疫复合物的功能障

碍#使循环中增多的免疫复合物沉积在肾脏组织内#导致肾脏

发生免疫炎性反应性损害)研究表明#红细胞对
+

1

干扰素#白

细胞介素
#

*

!

#免疫球蛋白生成的调控促进
2

*

+

淋巴细胞转

化#对
*_

细胞*淋巴因子激活杀伤细胞$

G'_

细胞%的活性有

增强作用)这些体液因子和免疫活性细胞也参与肾炎的发生

和发展过程#因此是构成肾炎发病的重要因素之一+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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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重肾小球肾炎的损伤
!

由补体介导的炎症性损害在慢

性肾炎发病机制中占有重要地位#而健康人群
O(:

受体可抑

制经典和旁路途径中
O(

转化酶活性#使补体失去炎症性致病

能力)慢性肾炎患者由于红细胞
O(:

受体活性下降可能会削

弱这一保护机制)另外#慢性肾炎患者红细胞免疫功能降低也

会使其循环中免疫复合物的清除受到削弱#导致免疫复合物在

体内蓄积#从而加重肾小球的炎症性损伤+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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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致抗病能力低下#易发生感染和肿瘤等并发症
!

红细

胞免疫系统是机体免疫功能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机体免疫调节

方面占有重要地位并具有特殊意义)虽然红细胞免疫在机体

免疫调节中的作用尚未完全阐明#但其清除异物*抵抗外来微

生物感染及促进吞噬细胞活性*增强
2

淋巴细胞和
+

淋巴细

胞的免疫作用已经明确#再加上红细胞数量较大#超过白细胞

总数的百倍#因此在机体抗感染和肿瘤免疫中红细胞起着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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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故红细胞免疫功能低下是导致慢性肾衰竭患者抗病能

力低下*易发生感染和好发肿瘤等的重要因素之一)另外#慢

性肾衰竭患者红细胞免疫功能的这种改变所导致的免疫复合

物堆积#还将进一步抑制红细胞的免疫功能+

$

,

)

1

!

调整红细胞免疫功能

1.$

!

透析
!

透析疗法能明显改善红细胞的免疫功能#并且血

液透析和腹膜透析在改善红细胞免疫功能方面作用相似)其

机制可能是!$

#

%慢性肾衰竭患者经过一段时间透析后#血液中

的免疫复合物得到部分清除#使红细胞膜
O(:

受体空位增加#

红细胞免疫黏附活性得到部分恢复)$

!

%透析后红细胞
O(:

受体花环率明显高于透析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红细胞免疫

复合物花环率低于透析前#但无统计学意义)表明透析后红细

胞
O(:

受体的提高并不完全是由于透析消除免疫复合物的结

果#还可能与透析清除了体内某些具有免疫抑制作用的物质或

影响免疫复合物产生的物质有关)然而#无论血液透析还是腹

膜透析#红细胞
O(:

受体花环率均明显低于健康人)表明透

析患者仍存在红细胞免疫功能缺陷)因此#透析只能恢复红细

胞的部分免疫功能+

-

,

)

1./

!

人参皂苷
!

人参皂苷具有双向免疫调节作用#对细胞免

疫和体液免疫均具有一定的影响)有人发现#在开始治疗
,

周

内红细胞免疫功能无明显变化#治疗
$

!

&

周后红细胞免疫功

能较治疗前明显增强#且与贫血状态改善和尿素氮水平高低无

明显关系)其机制可能是!$

#

%肾衰竭患者长期低蛋白饮食或

不能充分进食#机体内环境和内分泌处于紊乱状态#影响了红

细胞的免疫功能)人参皂苷可调整紊乱状态而恢复红细胞免

疫功能)$

!

%人参皂苷具有减少自由基产生*稳定红细胞膜的

作用#并可解除某些不良因素对红细胞
O(:

受体的破坏#有利

于红细胞免疫功能的恢复)$

(

%人参皂苷尚可通过刺激骨髓造

血细胞增生而增强红细胞的免疫活力+

&

,

)

1.'

!

重组人促红细胞生成素$

8)FW

B

3

%

!

研究发现#红细胞

生成素不仅能够促进红细胞生成#增加红细胞数量#而且可以

提高红细胞免疫功能)在接受红细胞生成素治疗的患者#随着

血红蛋白的升高#红细胞
O(:

受体花环率明显上升#红细胞免

疫复合物花环率下降#且患者治疗后抗感染能力增强)提示红

细胞生成素在改善贫血的同时能够增强红细胞的免疫功能)

关于
8)FW

B

3

改善红细胞免疫功能的机制尚不明了#有人认为

可能通过促进骨髓正常红细胞生成和提高血红蛋白浓度改善

氧代谢状态而使红细胞免疫功能增强)此外#由于
8)FW

B

3

能

改善淋巴细胞的功能#因此#它能否通过这一途径促进红细胞

的免疫能力#值得进一步研究+

01##

,

)

1.1

!

其他
!

如免疫增强药物*输新鲜血清或全血等均可能延

缓肾功能恶化#增强红细胞免疫功能#预防感染#提高治疗效

果+

(

,

)

综上所述#肾脏疾病时红细胞免疫功能呈明显低下状态#

临床上采取透析*人参皂苷*

8)FW

B

3

等调整红细胞免疫功能

的措施#不仅可以改善贫血*减少感染等并发症的发生#而且可

改善患者的营养状况#延缓肾功能恶化#从而提高治疗效果和

患者的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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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芎为伞形科植物川芎的根茎#具有活血行气*祛风止痛

的功效)川芎嗪是中药川芎的有效成分之一#具有扩张血管*

抗血小板凝聚*抗血栓形成*减轻血管痉挛和改善微循环等作

用#临床主要用于闭塞性脑血管疾病如脑供血不足*脑血栓形

成*脑栓塞等)随着社会的老龄化和心脑血管疾病患者的增

加#川芎嗪注射液的临床应用范围日益扩大)现将近
#"

年来

有关盐酸川芎嗪的临床应用和配伍禁忌及不良反应文献进行

综述#指导临床合理用药)

$

!

临床应用

$.$

!

心脑血管疾病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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