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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体损伤的免疫反应*

?$,

+

,丙型肝炎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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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者机体

免疫功能紊乱#细胞免疫应答在丙型肝炎的发病机制中发挥着

重要作用,具有抑制活性的标志性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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淋巴细胞在细胞免疫中起核心作用#对于维持免疫

耐受及免疫平衡具有重要作用#病毒在体内不能彻底清除#组

织损伤迁延不愈等都与机体的免疫耐受息息相关#因此#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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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淋巴细胞与疾病进展的关系有不

少的研究#但由于研究对象和手段的不同#结果也不一致,陈

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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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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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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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阴性的早

期感染病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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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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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表示#

!

$

*D*/

表示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D$

!

研究对象临床资料及实验检测结果
!

见表
?

,

表
?

!

(

组研究对象临床及实验室检测结果%

H Ê

&

组别 年龄$岁% 男"女$

-

%

.

4

!"#%&'

$

8J

N7

"

I2

#

.

4

%

"W(

k

"W,/

k

>J1

N

)

k

=

淋巴计数百分数$

i

%

!"#'

4

阳性-抗
$!"#

阴性
,BDF̂ BD, ?)

"

B (D?F̂ ?DC* (DF+̂ ,D?(

!"#'

4

阳性-抗
$!"#

阳性
,FD(̂ FD+ ?F

"

F )DF*̂ ?D(* )DC(̂ ?D+C

!"#'

4

阴性-抗
$!"#

阳性
,CD,̂ BDF ?,

"

?, E ,DC(̂ ?D,C

健康对照组
,/D(̂ FD+ ?+

"

+ E ,D/+̂ ?D?F

!!

注!

E

表示无数据,

/D/

!

!"#'

4

阳性-抗
$!"#

阴性组
"W(

k

"W,/

k

>J1

N

)

k调

节性
=

淋巴细胞水平
!

通过单细胞水平检测外周血
<-U"

中

"W(

k

"W,/

k

>J1

N

)

k 调节性
=

淋巴细胞水平发现#

!"# '

4

阳性-抗
$!"#

阴性组#

!"# '

4

阳性-抗
$!"#

阳性组#

!"#

'

4

阴性-抗
$!"#

阳性组以及健康对照组
"W(

k

"W,/

k

>J1

N

)

k调节性
=

淋巴细胞逐级下降#其中#抗原阳性-抗体阴

性组*$

(DF+̂ ,D?(

%

i

+高于其他组*分别为$

)DC(^?D+C

%

i

-

$

,DC(̂ ?D,C

%

i

-$

,D/+̂ ?D?F

%

i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值分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F

期
!

2@AU:0"93K

!

'

N

;39,*?/

!

#J9D?,

!

&JDF



别为
,D*,)

-

(D?,/

-

(D(*,

(

!

分别为
*D*(B

-

*D***

-

*D***

#

!

$

*D*/

%,

/D'

!

病毒载量
!

!"# '

4

阳性-抗
$!"#

阴性组$

(D?F^

?DC*

%#

!"#'

4

阳性-抗
$!"#

阳性组$

)DF*^?D(*

%#两组比

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分别与
!"# '

4

阳性-抗
$!"#

阴性

组#

!"#'

4

阳性-抗
$!"#

阳性组中
"W(

k

"W,/

k

>J1

N

)

k调

节性
=

淋巴细胞水平相关$

9j*D/)/

-

*D(/,

#

!

$

*D*/

%,两组

间
!"#%&'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j*DF(+

#

!

%

*D*/

%,

'

!

讨
!!

论

!!

"W(

k

"W,/

k调节性
=

淋巴细胞作为天然调节性
=

淋巴

细胞#是调节性
=

细胞的主要组成成分#

>J1

N

)

是调节性
=

淋

巴细胞较为特异的标志#与调节性
=

淋巴细胞的功能密切相

关#是定义
"W(

k

"W,/

k调节性
=

淋巴细胞的最佳标志物,近

年来#

!"#

感染呈上升趋势#慢性化程度高#对肝脏损害严重#

目前尚无特效药及疫苗对丙型肝炎进行预防或治疗,当前认

为
!"#

免疫耐受的机制可能不仅与病毒和宿主两方面的因

素有关#而且与病毒的基因-病毒变异-病毒载量以及宿主的年

龄-种族-基因多态性-树突状细胞抗原递呈功能低下等因素有

关*

B$?*

+

,在抗病毒治疗中#病毒血症被有效抑制#但
"W(

k

"W,/

k

>J1

N

)

k调节性
=

淋巴细胞不升高的感染者,因此#在

!"#

感染早期寻找免疫耐受机制对治疗和探索新的免疫靶细

胞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近年来#

"W(

k

"W,/

k

>J1

N

)

k调节性

=

淋巴细胞在
!"#

感染发病机制中的作用越来越受到重视#

一方面#

"W(

k

"W,/

k

>J1

N

)

k调节性
=

淋巴细胞能抑制机体的

过度免疫损伤(另一方面#

"W(

k

"W,/

k

>J1

N

)

k调节性
=

淋巴

细胞也可能有利于
!"#

持续的感染,本研究分别以
!"#

早

期-既往-慢性感染者外周血为样本#用
<"%

技术检测
!"#

%&'

病毒载量及用流式细胞技术检测
"W(

k

"W,/

k

>J1

N

)

k调

节性
=

淋巴细胞水平#探讨
"W(

k

"W,/

k

>J1

N

)

k与
!"#

病毒

载量的相关性#分析
!"#

早期感染的免疫调节作用#了解丙

型肝炎病毒清除情况及丙型肝炎慢性化进程#为临床有效治疗

和预防丙型肝炎病毒感染提供新的线索和方法,调节性
=

淋

巴细胞是维持机体平衡的重要因素#在
!"#

感染早期#其与

病毒进展的关系备受关注#但研究的结果并不一致,

!"#

感

染早期#病毒与宿主的相互作用已决定了疾病的预后#这一时

期的免疫应答对于了解其在
!"#

感染疾病进程发挥的作用

具有重要意义,

本研究通过研究早期
!"#

感染者
=;:

4

的变化#探讨其

在疾病进展中发挥的作用#结果显示#

!"#'

4

阳性-抗
$!"#

阴性组#

!"# '

4

阳性-抗
$!"#

阳性组#

!"# '

4

阴性-抗
$

!"#

阳性组及健康对照组
"W(

k

"W,/

k

>J1

N

)

k调节性
=

淋

巴细胞逐级下降#

!"# '

4

阳性-抗
$!"#

阴性组*$

(DF+̂

,D?(

%

i

+与各组比较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且与
!"#%&'

呈正相关$

9j*D/)/

#

!

$

*D*/

%#提示
!"#

感染者体内的免疫

系统功能受到抑制#

"W(

k

"W,/

k

>J1

N

)

k调节性
=

淋巴细胞可

能会促进病毒的应答不完全#不能及时-有效地清除病毒#促使

!"#

的复制#这是导致丙型肝炎慢性化发展的一个因素,由

于
"W(

k

"W,/

k

>J1

N

)

k调节性
=

淋巴细胞可以抑制多种效应

功能#因此可以推测#感染
!"#

后#

=;:

4

"W(

k

"W,/

k

>J1

N

)

k

调节性
=

淋巴细胞百分率升高#使
"W(

k细胞群中抑制性细胞

比例升高#对效应细胞有抑制作用#削弱抗病毒免疫#从而与高

水平的病毒调定点有关#导致了
!"#

的持续感染(也可能是

在
!"#

感染的免疫调节中#

"W(

k

"W,/

k

>J1

N

)

k调节性
=

淋

巴细胞的存在#使机体的效应细胞和
!"#

之间维持机体的保

护性免疫#避免过度激发免疫反应而造成周围组织的损伤#但

也会造成
!"#

的持续存在#促进了丙型肝炎慢性化进程#具

体的免疫机制有待进一步研究*

??

+

,

综上所述#早期
!"#

感染者
"W(

k

"W,/

k

>J1

N

)

k调节性

=

淋巴细胞的百分率与病毒载量有关#是评价早期
!"#

感染

进展的指标之一#为进一步探讨
!"#

的致病机制及其与宿主

免疫应答的相互关系提供了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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