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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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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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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芜湖市

弋矶山医院
!

$/#''#

$

!!

"摘要#

!

目的
!

探讨
8B#-

细胞在强直性脊柱炎"

+O

$患者外周血中的水平及意义&方法
!

取
$'

例
+O

患者

"分
+O

病情稳定组及活动组各
#'

例$和健康人外周血单个核细胞"

*RS7

$%免疫磁珠分选
76/

b

8

细胞!用或不用

非特异性刺激剂"

A4@<!76,

%

A4@<!76$5

$!然后加佛被酯'离子霉素!经固定'透膜处理进行细胞内染色!流式细胞术检

测
76/

b

8

细胞内白细胞介素
!#-

"

()!#-

$%

,

!

干扰素"

(VN!

,

$%及
()!"

水平&结果
!

免疫磁珠分选
76/

b

8

细胞纯度

达
.'d

以上&

+O

病情活动组
()!#-

表达水平较病情稳定组和健康对照组显著增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用
A4@<!76,

%

A4@<!76$5

刺激后!

76/

b

8

细胞
()!#-

胞内表达水平较无刺激有一定的增加&

+O

患者
76/

b

8

细胞
(VN!

,

胞内表达水平呈现与
()!#-

表达相似的特点&结论
!

+O

患者外周血
76/

b

8

细胞胞内
()!#-

和
(VN!

,

呈高表达!提示分泌
()!#-

的
8B#-

细胞和分泌
(VN!

,

的
8B#

细胞共同参与了
+O

发病过程&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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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直性脊柱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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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

!

单个核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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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直性脊柱炎$

+O

&是一种慢性炎症性疾病#目前病因仍

有待于进一步阐明*

8B#-

细胞是新近发现的第三类效应性
8

细胞#它属于不同于
8B#

或
8B$

的
76/

b

8B

细胞亚群+

#

,

#在

自射免疫性疾病及炎性疾病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

,

*已知

8B#-

细胞是以产生白细胞介素
!#-

$

()!#-

&为特征#胞内
()!#-

的表达可作为检测
8B#-

细胞的标志+

&

,

*本文通过流式细胞

术$

V7S

&检测
+O

患者外周血
8B#-

细胞的比例变化#探讨其

在
+O

发病过程中的作用*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肝素抗凝静脉血标本取自芜湖市第二人民医

院就诊的
+O

患者#活动期
#'

例-稳定期
#'

例#其中人类白细

胞抗原
R$-

$

T)+!R$-

&阳性
#&

例%

T)+!R$-

阴性
&

例*男
#.

例#女
#

例#平均年龄$

,/0&

&岁*诊断符合
#.5/

年修订的纽

约标准*活动指标定义为!红细胞沉降率大于
$&33

"

B

#有脊

背痛#晨僵大于或等于
,'3<4

#伴周围关节肿痛#

RA@B+O

活动

性指数大于或等于
/

*分组!$

#

&

+O

病情稳定组
#'

例$稳定

组&%$

$

&

+O

病情活动组
#'

例$活动组&%$

,

&选年龄和性别相匹

配的
#'

例健康献血员作为对照组#男
5

例#女
$

例#平均年龄

$

$.05

&岁#无
+O

既往史和家族史#排除其他自身免疫性疾病

和感染性疾病表现*

$%/

!

方法

$%/%$

!

试剂与仪器
!

荧光素标记的抗体!

*Q

标记的抗人
()!

#-

-异硫氰酸荧光素$

V(87

&标记的抗人
,

!

干扰素$

(VN!

,

&及相

应同型对照抗体购自
QR<;?K<>4K>

公司%佛波酯$

*S+

&-离子

霉素$

(;4

&购自
O<

2

3A

公司%抗
76,

单抗$

A4@<!76,

&-

A4@<!76$5

购自
QR<;?K<>4K>

公司%免疫磁珠分选试剂盒$

S+7OTD3A4

76/

b

87>EE?

&购自
S<E@>4

J

<I<;@>K

公司%固定与透膜试剂盒

$

V(Z

"

*Q]S

&购自
QR<;?K<>4K>

公司%淋巴细胞分离液$

V<K;EE

&

购自上海试剂二厂%

]*S(#"/'

细胞培养基-胎牛血清购自

9<IK;

公司%

V+7O7AE<IDC

流式细胞仪$

R6

公司产品&*

$%/%/

!

胞内细胞因子检测
!

采用
V<K;EE

分离外周血单个核细

胞$

*RS7

&#然后根据
S+7O

分选试剂盒操作说明分选出

76/

b

8

细胞#以含
#'d

胎牛血清$

VRO

&的
#"/'

培养液重悬细

胞$终浓度为
#Y#'

"

"

3)

&#加入
*S+&'4

2

"

3)

-

(;4#

'

2

"

3)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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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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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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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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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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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及阻断剂莫能霉素#予
,-h

#

&d

二氧化碳条件下培养
&B

#然

后取细胞悬液
#''

'

)

#加入
#''

'

)

固定剂反应
#&3<4

#洗涤

$

,3)

磷酸盐缓冲液
b'%#d

叠氮钠
b&d

磷酸盐缓冲液
#

次#

再加入透膜剂
#''

'

)

#反应
&3<4

#加入
#'

'

)*Q

标记的抗人

()!#-

和
#'

'

)V(87

标记的
(VN!

,

及
()!"

#同时设同型对照#

反应
,'3<4

后洗涤
$

次#以
,''

'

)

冷磷酸盐缓冲液重悬#进

行
V7S

测定#结果用
7>EE

g

D>?@

软件分析*

$%'

!

统计学方法
!

数据以
T0H

表示#采用
O*OO##%&

统计学

软件处理#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

!

$

'%'&

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

!

结
!!

果

/%$

!

+O

患者外周血
76/

b

8

细胞分选
!

免疫磁珠阴性分选

76/

b

8

细胞纯度大于
.'d

#见图
#

*

图
#

!

S+7O

分选人外周血
76/

b

8

细胞纯度检测

/%/

!

+O

患者
76/

b

8

细胞
()!#-

-

(VN!

,

-

()!"

表达
!

见表
#

*

由表
#

可见#与稳定组相比#经过
A4@<!76,

-

A4@<!76$5

作用后#

活动组
()!#-

-

(VN!

,

表达显著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而且活动组
()!#-

-

(VN!

,

表达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

$

'%'#

&#但
()!"

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

表
#

!

+O

患者
76/

b

8

细胞
()!#-

%

(VN!

,

%

()!"

!!!

表达变化&

+ #̂'

(

d

'

组别
()!#- (VN!

,

()!"

对照组
'%/'0'%'.

"

#%$50'%&'

"

'%/50'%$'

稳定组
'%&$0'%#,

"

#%#50'%/&

"

'%/&0'%#/

活动组
#%$50'%,& &%$&0$%"5 '%/50'%#"

!!

注!与活动组比较#

"

!

$

'%'#

*

'

!

讨
!!

论

8B#-

细胞是以分泌
()!#-

为特征的
76/

b

8

细胞亚群*

()!#-

是一种致炎因子#它通过不同机制发挥致炎作用#主要

介导防御胞外病原微生物的感染#参与自身免疫和炎性反应#

与免疫调节-免疫病理和宿主免疫关系密切+

"

,

*目前认为#

()!

#-

可以上调滑膜成纤维细胞及软骨细胞基质金属蛋白酶的表

达#诱导破骨细胞分化#增强软骨基质侵袭酶和胶原酶活性#促

进软骨蛋白多糖及胶原降解#从而可能加重
+O

的病理改变#

但其具体的机制尚不清楚+

-!5

,

*本研究发现#

+O

病情活动组

76/

b

8

细胞
()!#-

的表达水平显著高于稳定组和对照组#提

示
+O

病情活动期患者外周血中存在异常增多的
8B#-

细胞#

这些异常增加的
8B#-

细胞可能通过分泌
()!#-

参与
+O

的发

病过程*本研究还发现#

+O

患者
76/

b

8

细胞
(VN!

,

的表达

水平显著高于稳定组和对照组*

(VN!

,

可以活化巨噬细胞#增

强主要组织相容性抗原
*

-

$

类抗原的表达#抑制纤维母细胞

产生胶原#刺激并增强炎性反应#与关节炎发病密切相关*

(VN!

,

主要由
8B#

细胞产生#

(VN!

,

的高表达提示
8B#

细胞也

可能参与了
+O

的发病过程*但
8B#-

细胞与
8B#

细胞是否

协同参与了关节炎症的过程尚不清楚*

有学者认为
8B#-

细胞可能在炎症的急性期发挥作用#而

8B#

细胞则在延长或促进后期组织炎性反应方面发挥主导作

用#可能的原因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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