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管路阻塞也会出现上述情况)

Qa,(R(

配备了强大的服务程

序#检验工作人员作认真,全面的了解就能及时排除常见故

障了)

'4'

!

由于
Qa,(R(

共用试剂针和吸样针#再加上非常节水的

清洗设计#操作者对项目间的交叉污染就要特别关注*

/

+

)据报

道#直接胆红素$

+UaQ

%试剂$矾酸盐氧化法%对丙氨酸氨基转

移酶$

,Q.

%$紫外
6

乳酸脱氢酶法%测定产生严重负干扰#葡萄

糖$

1Qh

%试剂$氧化酶法%对钾$紫外酶法%测定产生严重正干

扰*

$

+

)吴健和温波*

3

+研究发现#先测碱性磷酸酶$

,Q*

%会对后

续的镁离子$

%

H

2e

%测定产生显著的影响)因此#合理安排各

项目的检测顺序就显得非常必要)可按下列顺序安排项目!

,Q.

,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

,Q*

,

3

6

谷氨酰转移酶,总蛋白,

清蛋白,总胆红素,直接胆红素,尿素氮,肌酐,肌酸激酶及其同

工酶,乳酸脱氢酶,

1Qh

,三酰甘油,总胆固醇,高密度脂蛋白

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载脂蛋白,淀粉酶,二氧化碳

$

&S

2

%,磷$

*

#e

%,钙$

&:

2e

%,

%

H

2e

*

!"

+

)

1

!

温控系统

生化仪温度的控制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Qa,(R(

生化

仪在温度控制的设计上还是比较成熟的#本身很少产生故障#

但是如果检验人员不了解该仪器温控系统的特点#从而未能准

确操作使用仪器#往往对检验结果产生不利影响)

14$

!

试剂冷藏采取智能控制#以室温为基础下调
!$W

)这样

就要求生化检验的仪器室温度尽可能控制在
2"

!

25W

)因

此#仪器室必须安装空调#控制室温在适宜范围内*

!!

+

)

14/

!

Qa,(R(

的
-

个试剂架只有右边两个受智能冷藏控制#

左边两个$包括标准品和质控品架%不受冷藏控制#最多只能算

半冷藏位)因此#试剂位设计时要先从右边试剂架开始)检测

完成后要及时将半冷藏位试剂从仪器中取出放回冰箱冷藏)

否则容易使试剂,标准品,质控品等变质影响检验结果)

14'

!

Qa,(R(

的加样臂也带有自动预温的功能#吸样管的外

壁有加热层能对试剂进行预热)但是由于冷藏试剂温度较低#

孵育时间宜在试剂说明书允许范围内尽量取大值#否则#会导

致一些低浓度的标本数值做不好#甚至有可能出现负值)另

外#

Qa,(R(

的反应盘温度由温度传感器控制在恒定的$

#/f

"4!

%

W

)如有异常会有报警提示#禁止仪器操作)由于反应盘

的温度稳定需要一定时间#因此检验人员要提前至少半小时开

机预温*

!2

+

)

另外#

Qa,(R(

计算机系统在测定结果值中常用1

"

2号来

提示标本,仪器或者试剂问题#常见的原因依次有!标本凝固,

待测物浓度超出线性范围,比色杯污染或者坏损,试剂变性,探

针堵塞,光源损坏,定标不良,程序设置错误等)操作者可以根

据情况逐个查找原因排除问题)

总之#

Qa,(R(

自动生化分析仪既有一般自动生化分析仪

的共性#又有其特性#检验工作者只有努力掌握其共性和特性#

学习和研究常见故障的处理#积极做好维护保养工作#才能充

分使用好仪器设备#确保检验质量#更好地服务于临床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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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突状细胞与乙型肝炎病毒感染的研究

任粉玉 综述!朴熙绪 审校"延边大学附属医院消化内科!吉林延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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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树突状细胞'

!

乙型肝炎病毒'

!

抗原递呈'

!

&+-

e

.

淋巴细胞'

!

&+$

e

.

淋巴细胞

!"#

!

$%&'()(

"

*

&+,,-&$)./0(122&/%$$&$'&%11

文献标志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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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6!0!#6"-

!!

树突状细胞$

+&

%是人体内抗原递呈能力最强的细胞*

!

+

#

也是惟一能激活初始化
.

淋巴细胞的抗原提呈细胞$

,*&

%#

其功能状态直接影响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应答#在抗病毒的细

胞免疫中起重要作用*

26#

+

#同时在诱导免疫耐受和参与免疫应

答的调节中也起着重要作用*

-65

+

)病毒性肝炎是我国最常见的

疾病之一#大量研究证实#慢性乙型肝炎患者的
+&

功能异

常*

0

+

#导致抗原提呈功能失调#抗原无法有效地递呈给
&+-.>

细胞和
&+$

细胞互性
.

淋巴细胞$

&.Q

%从而产生异常的细

胞和体液免疫应答#最终导致患者病情迁延不愈*

/63

+

)本文就

+&

与乙型肝炎病毒$

ÛY

%感染研究做一简要综述)

$

!

+&

的分类和功能

+&

呈树突状外形#通常以未成熟形态居于外周组织*

$63

+

#

能有效地摄入抗原和处理可溶性蛋白#当捕获外来抗原或受细

胞因子刺激时激活为成熟的
+&

(成熟的
+&

高水平表达与抗

原递呈有关的组织相容性复合体
6

(

$

% &̂6

(

%#组织相容性复

合体
6

$

$

% &̂6

$

%$

Q̂,6+'

%类分子#多种协同刺激分子

-

#!0!

-

检验医学与临床
2"!!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Q:D%8I&;@A

!

[<;

J

2"!!

!

Y7;4$

!

)74!#



&+$"

$

U/6!

%,

&+$0

$

U/62

%,

&+-"

及黏附分子
&+5"

,

&+5-

,

&+5$

)人体内的
+&

主要分为髓系
+&

$

F

J

8D7@I+&

#

+&!

%和

淋巴系
+&

$

;

J

F

C

>77@I+&

#

+&2

%两类#均起源于骨髓造血干细

胞)目前普遍认为#人类的
+&!

主要发挥抗原提呈作用并分

泌白细胞介素$

aQ

%

6!2

#促使
.>"

向
.>!

型细胞分化#诱导

.>!

和
&.Q

(

+&2

受外来抗原刺激后可分泌
(

型干扰素$

4

#

%

%

和
aQ6-

#促使
.>"

向
.>2

型细胞分化#诱导
.>2

反应)

+&

是

机体内功能最强的专职性
,*&

#启动和介导特异性
.

细胞免

疫反应#具有激活
&+$

e

&.Q

和
&+-

e

.>

的能力#在免疫应答

中发挥重要作用*

2

#

!"6!!

+

)

+&

发挥其功能并非固定,程序化的#

可随外界环境信号的不同而变化)如具有抗炎症性质的细胞

因子的作用$如
aQ!"

,

.1dU

%,致病原的性质等*

26#

#

5

#

!"

+

#均是影

响
+&

功能的主要因素)

/

!

+&

与
ÛY

感染

/4$

!

+&

与
ÛY

清除
!

当机体被致病原感染时体内的免疫

系统将产生针对此抗原的免疫反应#清除致病原(当进入免疫

反应的后期#多数效应
.

淋巴细胞和
U

淋巴细胞逐渐凋亡#部

分淋巴细胞分化成为长寿命的记忆性细胞(当再次遭遇抗原

时#可以对抗原产生强烈的次级免疫反应#通过杀伤感染的细

胞和分泌细胞因子来消除致病原)根据表面标志及功能#分为

&+-

e和
&+$

e记忆性
.

细胞*

!"

+

#

.

细胞是机体调节免疫功能

的主体)

.

细胞的激活需要两个信号!第一信号是来自
.

细

胞受体识别#

,*&

表面的主要组织相容性抗原肽复合物$外源

性看抗原肽经
,*&

加工处理后与
% &̂6

(

类分子结合并提呈

在
,*&

表面%(第二信号是
,*&

表面表达的协同刺激分子

$

&+$"

%被
.

淋巴细胞的
&+2$

分子所识别)这两个信号都有

,*&

的参与#当
.

细胞同时接受
,*&

所提供的这两个信号

时#才能被激活*

!!

+

)

+&

是其中最强的
,*&

#其表面丰富表达

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物分子,协同刺激分子
U/

和黏附分子#

分泌
aQ6!2

继之诱导初级免疫反应#活化初始型*

2

+

)

ÛY

感染机体后#首先启动一系列非特异性早期应答#包

括干扰素,

)T

细胞及库普弗细胞的活化(彻底清除病毒则有

赖于
ÛY

特异性
.

细胞*

#

+

)

ÛY

的清除依赖于强大的,多

克隆的,特异的
&+$

e细胞毒性
.

细胞和
&+-

e

.

辅助细胞来

对抗病毒表面抗原,核心抗原和
*

蛋白抗原)另外#效应
.

细

胞通过分泌淋巴因子能够中止病毒复制而不损伤感染的肝脏

细胞#这些效应
.

细胞需要
,*&

用提呈的抗原,

% &̂

分子,

共刺激分子共同激活#

+&

表达
% &̂

(

类和
$

类分子#并能够

在摄取抗原后上调细胞膜上的共刺激分子$

&+-"

,

&+$"

,

&+$0

%#只有
+&

能直接使初始型
.

细胞活化#促进
.>!

和

.>2

细胞分化#增强
&.Q

细胞功能)体内的
ÛY

清除是

&.Q

细胞通过杀伤感染的肝细胞和释放抗病毒的细胞因子来

实现的*

!26!#

+

)正常情况下
ÛY

分泌的各种抗原可刺激机体

产生多克隆的,

ÛY

抗原特异性的
&.Q

应答#杀伤携带

ÛY

的靶细胞)因此抗病毒
.

细胞免疫反应的强弱#可能成

为决定急性自限性感染或慢性感染的标志)然而
ÛY

慢性感

染者体内的
&.Q

反应是低下的)有报道在包括
ÛY

感染在

内的各种不同病毒感染中#存在抗原提呈功能的缺陷#特别是

+&

功能的缺陷*

!-

+

#不能把病毒抗原的信号传递给机体的免疫

系统#仅产生微弱的特异性
&.Q

反应#或检测不到特异性

&.Q

反应#导致机体内抗原特异性
.

细胞免疫耐受#不能清除

体内的病毒#造成感染的慢性化*

!56!0

+

)

/4/

!

慢性
ÛY

感染后的
+&

功能变化

/4/4$

!

+&

数量及亚群比例失调
!

已有研究表明*

!/6!$

+

#慢性

乙型肝炎患者外周血大单核细胞在细胞因子的刺激下可诱导

一定量的典型的
+&

#但其数量减少且混合淋巴细胞反应的刺

激能力下降)

郑曲波等*

!3

+对
/#

例感染者和
25

例乙型肝炎表面抗原

$

ÛB,D

%健康者进行检查#

$2X

患者外周血中
+&

百分率明显

低于健康者)

U8GL8D:<F

等*

2"

+发现#慢性乙肝患者体内
+&!

比例下降而
+&2

比例上升#因此
+&!

"

+&2

比值降低)

T<A@6

=:A@

等*

#

+发现相关的慢性肝炎和肝硬变患者外周血
+&!

和

+&2

水平均下降#

+&2

数量在慢性乙型肝炎阶段即降低#而肝

炎肝硬变阶段
+&2

进一步降低(

+&2

比
+&!

更早出现数量的

降低)不同研究者结果不同#可能与病例选择,患者遗传背景

等因素有关#具体机制需要进一步研究*

2!

+

)

/4/4/

!

+&

功能异常慢性乙型肝炎患者
+&

表面表达的共刺

激分子
&+$"

,

&+$0

,

&+!

4

及
Q̂,6+'

的水平明显降低*

22

+且

分泌的
.>!

类细胞因子干扰素
6

3

$

ad)6

3

%,白细胞介素
6!2

$

aQ6

!2

%的水平低于正常*

2#625

+

)患者
+&

表面共刺激分子的减少#

将会使
+&

抗原提呈能力下降#使
+&

不能有效地激活特异性

&+-

的
.>

细胞与
&+$

的
&.Q

细胞(

+&

分泌
aQ6!2

水平低下

则是慢性乙型肝炎患者的
+&

刺激
.

淋巴细胞增殖能力降低

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25

+

)

aQ6!2

是
+&

细胞释放的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最有效的
&.Q

和自然杀伤细胞$

)T

%细胞活性刺激因子)

aQ6!2

可促进由丝

裂原激活的
&.Q

和
)T

细胞的增殖#增强这两种细胞的细胞

毒作用并诱导其
ad)6

3

产生#同时增强许多效应细胞#如!

)T

细胞,淋巴因子激活的杀伤细胞$

Q,T

%,

.

细胞以及巨噬细胞

等的溶细胞活性(且
aQ6!2

可与共刺激分子协同作用#调节

.>"

细胞向
.>!

细胞的发育#促进
.>!

细胞分泌
ad)6

3

和
aQ6

2

#介导细胞免疫应答*

25

+

)

有文献报道#在测定慢性乙肝患者
+&

抗原提呈的能力的

研究中发现其
+&

的刺激指数低于正常#提示其抗原提呈能力

较正常低下#诱导特异性免疫反应的能力就随之下降*

2#

+

)郑

曲波等*

!3

+对
/#

例感染者进行检测#发现
ÛY

感染者外周血

+&

不仅数量减少(而且
.

细胞应答功能也呈低下)苏海滨

等*

20

+对
ÛY

和
&̂Y

合并感染者的研究发现#

+&

的膜表面

分子表达降低#同时抗原摄取功能及刺激异体淋巴细胞增殖的

能力降低)

'

!

+&

在
ÛY

感染治疗中的应用

目前尚无理想方法根除体内
ÛY

的情况下#减缓或阻断

慢性化进程是当前重要的治疗策略)目前认为除母婴垂直传

播引起的先天性免疫缺陷外#

,*&

$主要是
+&

%功能缺陷或异

常是
ÛY

慢性感染者体内
&.Q

反应低下的重要原因)因此#

通过提高
+&

功能#提高
&.Q

反应活性,打破免疫低下的方法

将成为治疗慢性乙型肝炎的一种重要手段之一)

+&

体外分

离,扩增和培养技术方面基础研究的进展带动了临床治疗学研

究的发展#目前
+&

疫苗已经应用于多种肿瘤的治疗*

2/

+

)治

疗慢性乙型肝炎的
+&

疫苗是利用
+&

的抗原递呈功能#通过

体外培养扩增及
ÛY

特异性抗原冲击致敏
+&

后#再回输入

体内诱导抗原特异性
&.Q

应答#杀伤病毒感染的靶细胞)目

前国内外学者对
+&

疫苗治疗慢性乙型肝炎进行了尝试*

2$6#/

+

#

结果显示利用慢性乙型肝炎患者自体
+&

回输#可打破部分患

者的免疫耐受#诱导一定的免疫应答#但并不能使接受
+&

疫

苗治疗的所有患者都能诱导出针对
ÛY

的完全应答)近年

来有学者研究发现*

!3

#

2/

+

#慢性乙型肝炎患者外周血
+&

可被

ÛY+),

感染#

+&

受到
ÛY

感染后#其生物学可能受
Û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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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直接影响#表现出抗原提呈功能下降#同时伴随
.>!

反应受

损*

2/

+

#

+&

可能作为
ÛY

的肝外贮存场所并与
ÛY

复制有

关*

2"

+

)慢性乙型肝炎患者
+&

的表型及抗原提呈能力与体内

ÛY

载量密切相关#

ÛY

载量低者
+&

的表型及抗原提呈能

力良好#

ÛY

载量高者
+&

的表型及抗原提呈能力差*

#$6#3

+

)

佟立新等*

-"

+报道#对
-!

例
ÛY

慢性感染者进行体外扩

增和
ÛB,

H

致敏的特异性
+&2

疫苗联合干扰素
6

4

62D

$

ad)6

4

6

2D

%治疗#结果自体
+&

回输联合
ad)6

4

62D

者生化学和病毒学

单项应答反应均优于单纯
ad)6

4

62D

治疗(研究结果提示#如果

+&

疫苗联合抗病毒药物治疗以降低
ÛY+),

载量#可能有

利于
+&

疫苗的效果)

如何充分上调
+&

功能#打破机体免疫耐受#是今后进一

步要解决的问题)但应该注意#目前的研究结果大多数是经体

外培养扩增乃至用
ÛB,

H

冲激的
+&

#其性质有可能有别于

体内自然存在的微环境状态下的性质*

20

#

-!

+

)人体的免疫调节

是一个极其复杂且多位点的调控系统#因此要客观对待体外

+&

研究的结果#对今后
+&

的制备和应用需要进一步作出严

格的质控标准及应用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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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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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女性患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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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分级间血脂水平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以

上这种相关性可能与一些无法测量的致脑卒中因素或流行病

学指标如体质量,药物治疗,特别是饮酒的影响有关)因此#测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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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帮助预测脑卒中的危险性,脑卒中患者血清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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