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其他检查方法发现的异常都必须经过组织病理学的确认)

要获得准确的病理组织学诊断#首先要求取样的准确性)通过

阴道镜仔细的评估可以大幅度提高点活检的准确性)阴道镜

辅助下的活检是诊断宫颈癌前病变和临床早期宫颈浸润癌的

标准方法,

&(

-

)病理诊断只要发现空泡细胞和角化不全细胞者

视为阳性#是目前最可靠的诊断#可是也存在明显的不足#当瘤

体较小或者没有瘤体时病理就无法给出诊断)

综上所述#宫颈癌包括其前驱病变的实验室筛查中#脱落

细胞学检查是降低宫颈癌发病率最经济有效的方法#传统的巴

氏涂片虽然有诸多缺点#假阴性较高*灵敏度较低#但是操作简

单*费用低廉#在发展中国家#比较贫穷的地区进行大面积的妇

科体检筛查仍是首选方法#

&

级或
&

级以上的人群建议进一步

做液基薄层细胞学检查和人乳头瘤病毒检测)液基薄层细胞

学检查使被检细胞单层化#提高了涂片质量#显著提高了细胞

学筛查灵敏度#将宫颈癌的早期诊断推向了新高度和新水平#

因此门诊宫颈癌包括其前驱病变的实验室筛查应首选
!$!

)

%Y/

感染是宫颈癌发生的必要因素#

%Y/

检测目前还未单独

作为首选筛查实验#主要与细胞学联合应用以提高敏感性#或

作为筛选手段来判定哪些巴氏涂片可疑结果的妇女需要阴道

镜检查)主要适应证是在巴氏涂片结果为未明确意义的不典

型细胞$

82$(.2

%的妇女中#只有高危型
%Y/VT8

阳性者需

要进行阴道镜检查和活检#这样可以减少做阴道镜的患者数

量)实验室筛查必须重视质量控制#严格遵照质量管理体系文

件进行操作#才能尽可能避免假阳性和假阴性#提高检出率)

在宫颈癌的诊断中#无论细胞学方法还是
%Y/

检测只是一项

筛查技术#尤其对于需要进行手术治疗的患者#其最终的诊断

需要组织病理学进行进一步的确定,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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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代谢实验室诊断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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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

骨代谢'

!

碱性磷酸酶'

!

骨连接蛋白

!"#

!

$%&'()(

"

*

&+,,-&$)./0(122&/%$$&%1&%1Q

文献标志码$

8

文章编号$

&)5(07499

"

('&&

$

'40'4)*0'4

!!

骨转换生化标志物的实验室诊断近年来发展迅速#对骨代

谢性疾病的诊断*监测*治疗效果观察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观

察指标)骨的塑建$

N;KA>F=

,

%和重建$

HAN;KA>F=

,

%是骨组织的

不断更新*骨代谢的主要形式)在骨重建过程中#许多激素和

细胞或体液因子影响骨的重建过程#通过促进或抑制成骨细胞

和破骨细胞的发育及提高或抑制其活性对骨转换起加速或延

迟作用)甲状旁腺激素$

Y!%

%*降钙素$

E<>EFB;=F=

#

$!

%*

&

#

(9

双羟维生素
V

,

&

#

(9

$

"%

%

V

-*雌激素*甲状腺素*糖皮质激素*

前列腺素等都属于全身性骨代谢调节激素)一些与骨形成有

关的细胞因子#如转化生长因子$

!WX0

+

%*胰岛素样生长因子

$

+WX

%*血小板衍化生长因子$

YVWX

%*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

$

XWX

%*骨形态蛋白$

a-Y

%等和一些与骨吸收有关的因子如白

细胞介素
&

*

(

*

4

*

)

*

&&

*肿瘤坏死因子$

!TX

%*干扰素$

+XT

%*

集落刺激因子$

$2XJ

%等#这些部分构成观察骨代谢的间接实

验指标)骨重建过程中破骨细胞分泌的抗酒石酸酸性磷酸酶

$

!#8$Y

%*骨基质吸收的各种胶原裂解产物*成骨细胞分泌的

碱性磷酸酶*骨钙素和前胶原在细胞外断裂的多肽物构成了观

察骨代谢的直接实验指标)

$

!

骨代谢实验室检测项目

$3$

!

直接指标
!

直接反映骨重建过程中破骨$骨吸收%和成骨

$骨形成%状态的生化指标(又分为骨形成和骨吸收两类)$

&

%

骨形成指标!如检测血清中总碱性磷酸酶*骨特异性碱性磷酸

+

*)4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4

期
!

Q<M-AK$>F=

!

XAMHL<H

?

('&&

!

/;>3:

!

T;34



酶*骨钙素包括完整骨钙素和未羧基化骨钙素*前
%

型胶原
$

端肽以及其他非胶原骨蛋白#如骨连接蛋白*骨涎蛋白
&

)$

(

%

骨吸收指标!血清中抗酒石酸酸性磷酸酶和一羧基谷氨酸(尿

中检测指赖氨酸糖苷胶原分解产物#如吡啶啉$

Y

?

HFKF0=;F=A

%*

脱氧吡啶啉$

V

I

K

%*

%

型胶原
T

端肽$

T!1

%*

%

型胶原
$

端肽

$

$!1

%#还有非胶原骨蛋白分解产物*骨钙素裂解片断等)

$3/

!

间接指标
!

对骨转换有明显作用#但对于成骨或破骨作

用的直接效果则受多种因素影响)这类常用指标有血
Y!%

*

&

#

(9

$

"%

%

V

*降钙素*性激素和各种细胞因子)目前临床常用

的新一代标志物#见表
&

)

表
&

!

目前常规应用于临床的骨转换生化标志物

名称 方法 标本 商品名称
XV8

a8Y +8

血清
8Q[YC<JA0a#

批准

间接法 血清
!<;KAN#0#

未批准

aWY +8

血清 未批准

$!1 +8

尿
$H;JJQ<

I

J!-

批准

V

I

K +8

尿
Y%HFN_<#0V

批准

%YQE

尿 未批准

T!1 +8

尿
"JBE;N<H_#

批准

+8

血清
"JB;;N<H_

批准

Y

?

K +8

尿
Y

?

F>F=LA

批准

%YQE

尿 未批准

!!

注!

a8Y

为骨碱性磷酸酶#

aWY

为骨钙素#

$!1

为
%

型胶原
$

端

肽#

V

I

K

为脱氧吡啶啉#

T!1

为
%

型胶原
T

端肽#

Y

?

K

为吡啶啉#

+8

为

免疫法#

%YQ$

为高效液相法#间接法指测定
a8Y

和其他碱性磷酸酶

的同工酶将用电泳热灭活法*化学抑制法和麦胶沉淀法)

/

!

骨形成生化指标

/3$

!

血总碱性磷酸酶$

!08QY

%和骨特异性碱性磷酸酶
a0

8QY

或
!08QY

由骨*肝*胎盘*肠*胆等同工酶组成#骨型约占

9'6

#其余主要来自肝脏)骨碱性磷酸酶是成骨细胞成熟和具

有活性的标志)血干细胞发育至成骨细胞阶段
8QY

呈强阳

性#随着细胞从早期的扁平状发展为更成熟的成骨细胞#又呈

扁平的衬里细胞和骨细胞时#含量逐步减少至很低#甚至零的

水平#表明
8QY

是成骨细胞成熟早期的标志物)骨内
8QY

的

功能有
)'

余种#因能水解磷脂#可提高局部磷酸含量(而且为

骨基质矿化所必需)骨型同工酶的检测近
9

年来已较多地采

用单克隆抗体*酶标免疫技术检测)凡属高转换的代谢性骨病

均可有
!08QY

和
a08QY

的增高#如变形性骨炎$

Y<

,

AB̂J

病%*

原发和继发性甲状旁腺功能亢进*甲状腺功能亢进*高转换型

骨质疏松症及佝偻病和软骨病*骨转移癌等)总
8QY

呈对数

正态分布#其常规检测酶活力方法精度高#

>P

值一般为
&

!

(

#

日间和月间的生物变异亦小#在其他一些不太严重和轻型的代

谢性骨病#如骨质疏松#骨代谢变化所导致的
8QY

改变主要发

生在正常范围的变动#而在检测
!08QY

同时应检测
a08QY

才

能显示出代谢变化)

/3/

!

血清骨钙素$

aWY

%

!

aWY

是成熟成骨细胞分泌的一种

特异非胶原骨基质蛋白#是成骨细胞的功能敏感标志)齿母细

胞也可合成#血小板*骨髓巨核细胞中已测定到骨钙素的
N#0

T8

#但不能测出骨钙素的蛋白#而在血清$浆%中含量甚微)骨

钙素由
47

个氨基酸组成#相对分子质量
9:''

#有
*

个谷氨酸

羧基化而被称为骨
W

羧基谷氨酸蛋白)

成骨细胞合成
aWY

依赖于
&

#

(9

$

"%

%

V

的存在#其
*

个

谷氨酸残基的羧基化要求维生素
[

的参与#这种翻译后修饰

类似于维生素
[

依赖的血凝蛋白333凝血酶原)

aWY

是骨基

质矿化的必需物质#但只有羧基化的
aWY

才具有与钙和矿物

质结合的能力)目前已能将血液中的羧基化*部分羧基化和未

羧基化的
aWY

区别开来)

在骨吸收和骨溶解时#沉积在骨质基中
aWY

的片段#如游

离的
5

羧基谷氨酸就会游离出来)这类多肽在血中的量则表

示骨吸收的变化)因此血液中
aWY

包括成骨细胞分泌的完整

aWY

和骨组织释放的片段)

aWY

在血液循环中半衰期仅
4

NF=

迅速被肾清除#肾小球滤过率小于
*'NQ

"

NF=

#血
aWY

增

高)目前应用放射免疫和酶免技术两种方法检测
aWY

#免疫

原曾采用牛骨钙素作抗原#因与人的骨钙素有交叉反应#目前

大多用人骨提取骨钙素作抗原)不论使用多价抗体或单克隆

抗体#都能识别
aWY

分子上的抗原决定簇)在成人血清中仅

有
&

"

*

完整的
aWY

分子有免疫反应)另
&

"

*

为
5

个氨基酸短

肽#余下
&

"

*

为
T

端中分子片段#后者可具
4*

个氨基酸片段)

血标本采集后内含完整的
aWY

在室温中迅速解裂成大的
T

端片段#使大多数多价抗体不能识别而不起免疫反应#因为免

疫的识别点位于
$

端#因此
aWY

的血清标本应在抽血后迅速

处理)

aWY

反映成骨功能水平#凡属高转移代谢骨病*肿瘤骨转

移
aWY

水平均可增高)骨生长发育过程中
aWY

水平高#如儿

童期为成人水平的数倍#青春期为成人的
9

倍)

Y<

,

AB̂J

病是

典型的高转换型#但
aWY

水平升高并不如预期高#反映成骨细

胞合成功能有改变)

糖皮质激素能抑制
aWY

的合成)老年人非羧基化的
aWY

部分高#即使总
aWY

水平正常#同样导致骨矿化障碍而易于骨

折#因而它是预测骨折一种标志)检测从骨基质中游离入血的

aWY

片段则表示骨吸收速率#目前这两种
aWY

及片段检测仍

停留在实验室阶段)

aWY

最好与
8QY

同时检测)肾衰竭时
aWY

增高但
8QY

正常(高转移代谢性骨病时两者都升高#肝衰竭时
aWY

正常而

8QY

可有升高)

/3'

!%

型前胶原
$

端肽$

Y+$Y

%和
T

端肽$

Y+TY

%

!

前胶原在

成骨细胞内质网上合成#经高尔基复合体分泌出细胞#细胞外

液中存在的内切肽酶使分泌出来的前胶原水解#去除其羧基及

氨基端的附加肽段$

ARBA=JF;=

I

A

I

BFKA

%#生成原胶原#此后众多

的原胶原再聚合成骨的胶原纤维)前胶原去除下来的羧基端

附加肽段称
Y+$Y

#氨基端附加肽段称
Y+TY

)

Y+$Y

或
Y+TY

在血清中的含量反映成骨细胞合成骨胶原的能力#构成监测成

骨细胞活力和骨形成的实验室指标基础)

Y+$Y

相对分子质量

&''''

#血中半衰期
)

!

:NF=

#经肝脏网状内皮细胞处#

Y+TY

代谢类同)目前检测采用放射免疫和酶联免疫两种方法)

Y+$Y

的免疫原从皮肤或胎儿纤维细胞培养液中提取#

Y+TY

的

免疫原可由人工合成)放射免疫法测定的数值低于酶联免疫

法)理论上
Y+$Y

或
Y+TY

是骨形成的良好指标#但临床实际

应用敏感性差#血清
Y+$Y

水平与骨组织学上的骨形成相关性

也较微弱$

;ce'3*)

!

'39'

%在临床上明显骨高转换的疾病

+

4)4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4

期
!

Q<M-AK$>F=

!

XAMHL<H

?

('&&

!

/;>3:

!

T;34



如
Y<

,

AB̂J

病*甲状旁腺和甲状腺功能亢进患者
Y+$Y

也不一

定升高)其临床应用还有待进一步观察)

/31

!

其他骨蛋白
!

骨连接蛋白和骨涎蛋白
&

是成骨细胞分泌

的两种主要相关蛋白#是骨形成的潜在指标#可用放射免疫方

法检测#因血小板也含有相当数量的骨连接蛋白和
a2Y

#因而

缺乏特异性)

'

!

血骨吸收生化指标

'3$

!

辅氨酸$

%

?I

%

!

目前检测
%

?I

的方法一般精度较差#且

受食物$肉食或其他富含明胶食品%*组织炎症*创伤等非骨胶

原代谢物的影响)血液中补体
$>

S

成分富含羟辅氮酸#它可占

尿
%

?I

总量的
4'6

#因此特异性较低)

'3/

!

羟赖氨酸糖苷羟赖氮酸
!

是唯一系胶原组织才含有的氨

基酸#与
%

?I

类似#一旦从胶原中分解出来#就不能再被机体

利用来合成胶原)羟赖氨酸在胶原组织中经赖氨酸羟化酶催

化形成羟赖氨酸残基#在内质网中经半乳糖糖基转移酶及葡萄

糖糖基转移酶形成羟赖氨酰半乳糖苷或半乳糖葡萄糖苷)当

骨组织溶解时#像
%

?I

一样#赖氮酸糖苷便从尿中排出#它可

能是比
%

?I

更敏感的骨吸收指标#目前仅
%YQ$

方法可检测)

'3'

!

血浆抗酒石酸酸性磷酸酶$

!#8$Y

%破骨细胞富含

!#8$Y

$酸性磷酸酶
8$Y

有
9

种同工酶#

!#8$Y

是其中之

一%并分泌入血液循环#骨吸收增加的疾病可呈中度升高#但

!#8$Y

很稳定)在病理状态下改变范围也小#其判断骨吸收

的价值不如吡啶啉一类#甚至还不如
%

?I

)常用酶动力学法*

电泳法检测)目前已有单抗放免法应用于临床)

'31

!

吡啶啉和脱氧吡啶啉以及赖氨酰吡啶啉
!

是目前最有价

值的骨吸收指标)

Y

?

K

和
V0Y

?

K

是胶原纤维之间的连接物#使

胶原纤维共价交联稳定相聚合)

Y

?

K

存在于骨*软骨*牙齿*肌

腱等结缔组织中#而
V0Y

?

K

仅存在于骨与牙的
%

型胶原中#后

者量微#故
V0Y

?

K

主要来自骨骼)骨吸收胶原分解后#

Y

?

K

*

V0

Y

?

K

变成降解产物释放入血液循环中#而不被肝脏所代谢)在

血液和尿中以游离和肽结合形成存在#尿中游离形式占
4'6

#

肽结合形式占
)'6

)可用
%YQ$

法*化学发光法及
PQ+28

法

测定#只需留晨尿#避光保存)不受饮食干扰#它的测定对骨质

疏松早期诊断#长期随访#抗吸收治疗药物疗效观察提供有用

证据)

'32

!%

型胶原
T

末端肽$

T!1

%

!

T!1

是
%

型胶原交联末端

肽#为总的
T

端交联物#以单克隆抗体辨别人
%

型胶原吡啶啉

基上的
T

端肽)该测定线性范围
(''

!

9''=N;>a$P

$即相当

于每升纳克分子胶原量#

=<=;N;>AJM;=AE;>0><

,

A=A

S

LFG<>A=BJ

I

AH>FBAH

#简写
=N;>a$P

%)批内*批间变异系数为
(3(

和
&&

#

结果均用同时检测的尿肌酐值矫正#即
=N;>a$P

"

NN;>$H

$简写
=N;>a$P

"

NN;&

%)参考值!男
9

!

)*=N;>a$P

"

NN;>

#女
9

!

)9=N;>a$P

"

NN;>

)

T!1

亦是反映骨转换骨吸

收特异指标)出生时尿中浓度最高#随着年龄增加逐渐下降#

生长终止时处于相对恒定状态)绝经后妇女显著高于绝经前#

高转换型骨质疏松症明显升高)

'3)

!%

型胶原
$

端肽$

$!1

%

!

以多克隆抗体对
%

型胶原交

连
$

端肽特殊氨基酸序列反应#

PQ+28

板式法测定尿
%

型胶

原分解代谢产物碎片)本法最低检出限
9'

$

,

"

Q

#批内变异系

数小于
935

#批间变异系数小于
734

#与
T!1

检测相同#亦用鼠

肌酐值矫正#参考值!男
*5

!

(:&

$

,

"

NN;>

#女更年期前为
::

!

*''

$

,

"

NN;>

#更年期后为
('*

!

9(*

$

,

"

NN;>

#该指标与
Y

?

K

*

V0Y

?

K

有一定相关)

'3.

!

尿钙定量或肌酐比值是观察骨吸收的辅助指标#特异性

差)

1

!

骨代谢标志物的临床应用

新一代的骨转换标志物更为敏感和特异#目前已广泛应用

于骨质疏松症监测骨流失速度*骨折风险程度和药物反应监

测)

13$

!

骨丢失速率监测
!

骨转换标志物增高表示骨高转换状

态#骨丢失速率加快)绝经后妇女由于雌激素缺乏#骨转换增

高)骨量随年龄增加而减少#骨转换增高是主要原因之一#在

:96

绝经后妇女和老年人#处于高转换状态$

'

&9

绝经期前平

均水平%#若以
&

作为评价值#年龄较轻的绝经后妇女不论有无

骨质疏松症可达
('

!

5'

)

a8Y

*

aWY

*

$!1

*游离
V0Y

?

K

和游

离
Y

?

K

增加
&

#小梁骨流失速度增加
&3:

!

(3'

倍(若标志物
'

(9

的妇女#

596

!

:'6

伴有快速丢失可能性)

aWY

和
T!1

'

&9

绝经期妇女#椎骨丢失速度增加
&3)

!

(3(

倍)

13/

!

预测骨折风险程度
!

高转换状态与骨密度在预测骨折风

险度具有同等价值#

$!1

或游离
V0Y

?

K

每增高
&

#髋骨骨折的

风险增高
&35

倍)

a8Y

可预测椎体和非椎体骨折)

aWY

水平

低而胶原联结物量高则示骨转换失耦联)

13'

!

监测治疗反应
!

应用抗吸收药物后#骨量或骨密度的变

化较缓慢#而骨转换的指标则可迅速出现改变#从而可判断对

药物是否有治疗反应)

131

!

代谢性骨病的鉴别诊断
!

骨转换标志物不能用作疾病诊

断#但可应用于疾病进程的监测)引起骨转换增高或不平衡的

疾病如骨质疏松症*

Y<

,

AB̂J

病#常见的还有甲状旁腺和甲状腺

功能亢进症*肾功能不全*类风湿性关节炎*与营养*矿物质代

谢和骨软化相关的胃肠道疾病#多发性骨髓瘤*某些药物治疗

如糖皮质激素*抗惊厥药物#过多的甲状腺素等)

132

!

骨转换标志物研究的未来方向
!

高转换状态的判定值*

各种类型骨质疏松性骨折最佳骨转换标志物*检测的最适宜时

间*对药物有治疗反应的最小改变值*男性骨转换标志物意义

和不同民族的参考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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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

!!

"关键词#

!

免疫耐受'

!

树突状细胞'

!

肾移植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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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志码$

8

文章编号$

&)5(07499

"

('&&

$

'40'4))0'*

!!

&7:'

年#

2BAF=N<=

等,

&

-成功分离了一类形态*功能均极为

特殊的免疫细胞333树突状细胞$

KA=KHFBFEEA>>J

#

V$

%#它是目

前已知体内功能最强的抗原递呈细胞#它可以引起强烈的免疫

应答#另一方面#

V$

也可以诱导免疫耐受,

(09

-

#此种
V$

被称为

耐受性
V$

$

!;>0V$

%)耐受性
V$

指表型未成熟#能抑制
!

细

胞反应的
V$

)目前研究认为#未成熟
V$

$

FNN<BLHAV$

#

FN0

V$

%是诱导免疫耐受#特别是外周性免疫耐受的原因)于是#

国内外研究学者就其对器官移植免疫耐受方面做了许多研究)

$

!

V$

在移植免疫中的作用过程及其价值

成熟
V$

表达高水平的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体$

N<

g

;HCFJ0

B;E;N

I

<BFMF>FB

?

E;N

I

>AR0(

#

-%$0(

%*

-%$&

类分子*协同刺激

分子$

$V:'

*

$V:)

%*黏附分子$

$V4'

*

$V44

%等#并能分泌白细

胞介素
0&(

$

F=BAH>AL_F=0&(

#

+Q0&(

%*白细胞介素
0&

$

F=BAH>AL_F=0&

#

+Q0&

%*白细胞介素
0)

$

F=BAH>AL_F=0)

#

+Q0)

%*白细胞介素
0:

$

F=BAH0

>AL_F=0:

#

+Q0:

%*肿瘤坏死因子
0

(

$

BLN;H=AEH;JFJD<EB;H0

(

#

!TX0

(

%*干扰素
0

(

$

F=BAHDAH;=0

(

#

+XT0

(

%等细胞因子#尤其是在
$V4'

的作用下#分泌辅助型
!

细胞
&

$

CAA

I

!EA>>

#

!C&

%细胞因子#

可有效地将抗原递呈给初始
!

细胞并使之激活#触发细胞介

导的免疫应答)

生理条件下#

V$

弥散分布于外周组织器官间质内#处于

静息状态#是一种非成熟的
V$

#非成熟状态的
V$

低水平表达

-%$

分子#几乎不表达
$V4'

*细胞间黏附分子
0&

*淋巴细胞功

能相关抗原
0*

等协同刺激分子和黏附分子#不能使初始
!

细

胞活化*增殖发生免疫应答#从而诱导抗原特异性免疫耐受,

)

-

)

FNV$

可以诱导免疫耐受的发现极大地推动了
V$

在移植免疫

中的研究)

V$

在移植免疫反应中的作用可分为
4

个阶段,

5

-

#$

&

%摄取

抗原($

(

%从未成熟转变为成熟
V$

($

*

%

V$

由非淋巴器官迁移

到淋巴器官($

4

%与
!

*

a

淋巴细胞的相互作用和
V$

的凋亡)

FNV$

激活
!

细胞的能力很弱#却具有强大的摄取抗原能力#

其作用方式包括噬菌作用*胞饮作用和受体介导的特异性内吞

作用,

:

-

)

FNV$

一旦被抗原激活#就完成向成熟
V$

的转变#就

开始由非淋巴器官向淋巴器官迁移#这在免疫反应中具有重要

的意义)

/

!

V$

的成熟与迁移

一般情况下#

V$

处于未成熟状态)在人类#

V$

主要分两

类!髓系
V$

$

N

?

A>;FKV$

#

-V$

%和淋巴系
V$

$

&

?

N

I

C;FKV$

#

QV$

%#但目前对
V$

成熟过程的研究主要集中在
-V$

)

-V$

的发育过程有未成熟和成熟两个阶段)未成熟
-V$

广泛分

布于外周非淋巴组织#范围与巨噬细胞相仿)人体表皮细胞的

基底层约有
&\&'

7 个
V$

#均为
FNV$

#能在第一时间捕捉侵入

的抗原性物质#触发机体免疫应答)当受到抗原刺激时#

FNV$

能迅速分化为成熟
V$

)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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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于二级淋巴组织#如淋

巴结*脾脏*扁桃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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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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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成熟包括几个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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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抗原或细胞因子等刺激后再分化为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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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分布于二级淋巴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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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般情况下的免疫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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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转变(并由非淋巴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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淋巴细胞发生相互

作用#触发免疫反应)研究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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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通过直接和间接两条

途径引发受体对供体器官的排斥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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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直接途径是

指!供体脏器内原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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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表达供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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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分子及抗

原多肽#当移植脏器血液循环恢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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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移植脏器内迁移

至受体的二级淋巴组织#例如!淋巴结*脾*扁桃体等#并在那里

与受体特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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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相互作用#递呈供体抗原多肽#激活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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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诱导免疫应答#触发排斥反应(所谓间接途径是指!受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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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受到移植肾内的各种炎性因子和趋化因子的影

响#从外周组织或外周血中迁移至异体移植肾内#通过吞噬凋

亡的供体细胞获得并表达供者的抗原多肽#同时由未成熟状态

转化为成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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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细胞表面表达大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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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共刺

激分子$主要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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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细胞黏附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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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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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迁移至受者的二级淋巴组织#并激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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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触发

排斥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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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成熟与迁移的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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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熟受多种因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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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可抑制其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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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分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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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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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诱导无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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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增殖#可诱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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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细胞反应和通过调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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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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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共刺激分子表达*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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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成)微生物细胞成分如细菌脂多糖*集落刺激因子$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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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X

%和细胞因子$如
+Q0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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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能促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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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熟)成熟
V$

是早期免疫应答强有力的抗原呈递细胞#它活化初始
!

细胞#

触发免疫应答)

目前已知可影响
V$

迁移的因素有以下几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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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化因

子$

ECAN;_F=AJ

%家族#它们是机体内一群能使细胞发生趋化运

动的细胞因子#通过与表达于细胞表面的趋化因子受体结合而

发挥其生物学作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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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趋化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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