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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发性肝癌患者免疫细胞变化及其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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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肿瘤大小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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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目的
!

探讨原发性肝癌患者机体免疫细胞变化及其与乙型肝炎病毒核酸"

/*U>YV+

$&乙型肝炎

3

抗原"

/*3+

0

$和肿瘤大小的关系!为原发性肝癌发病免疫机制的研究提供依据%方法
!

选择
"%!D

年
D

月至

"%!C

年
!"

月该院消化科住院的原发性肝癌患者
!"%

例为
/,,

组!选择同期
C"

例健康体检者为对照组%比较

两组研究对象外周血
G

淋巴细胞亚群水平!并比较不同
/*U>YV+

载量&

/*3+

0

表达及不同肿瘤大小的原发

性肝癌患者
G

淋巴细胞亚群情况%结果
!

/,,

组患者
,Y&

i

G

淋巴细胞&

,Y$

i

G

淋巴细胞以及
,Y$

i

'

,YC

i

低于对照组!

,YC

i

G

淋巴细胞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A

$#不同
/*U>YV+

表达水平者&不同

/*3+

0

表达患者
,Y&

i

G

淋巴细胞&

,Y$

i

G

淋巴细胞&

,YC

i

G

淋巴细胞以及
,Y$

i

'

,YC

i比较!差异均无统

计学意义"

!

%

%#%A

$#大肝癌组
,Y$

i

'

,YC

i低于小肝癌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A

$%结论
!

原发性肝癌

患者
G

淋巴细胞亚群的检测能较好地反映患者的细胞免疫水平%

关键词"原发性肝癌#

!

G

淋巴细胞#

!

乙型肝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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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免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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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发性肝癌$

/,,

&在恶性肿瘤发病率中高居第

$

位#仅次于肺癌)胃癌及结直肠癌'

!

(

+其病因及发病

机制尚未完全明确#目前认为与肝硬化)病毒性肝炎)

黄曲霉素等化学致癌物质和环境因素有关'

"

(

+近年

来#细胞免疫功能紊乱在肿瘤发生)发展的作用引起

越来越多的关注+本研究回顾性分析
"%!D

年
D

月至

"%!C

年
!"

月本院
!"%

例
/,,

患者的临床资料#探讨

/,,

患者机体免疫细胞变化及其与乙型肝炎病毒核

酸$

/*U>YV+

&)乙型肝炎
3

抗原$

/*3+

0

&和肿瘤大

小的关系#旨在为
/,,

发病的免疫机制研究提供依

*

FA'!

*

检验医学与临床
"%!F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T@7(3N,8H6

!

=P63"%!F

!

U98#!'

!

V9#!"

"

基金项目!上海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计划项目$

"%!C$_%%CD

&%上海市嘉定区中心医院中青年骨干基金项目$

dgV"%!'%F

&+

!!

作者简介!王姜琳#女#主管技师#主要从事免疫及病原微生物分子诊断方面的研究+

!

&

!

通信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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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eO!!D!!D

$

!'&#K9.

+



据+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择
"%!D

年
D

月至
"%!C

年
!"

月本

院消化科住院的
/,,

患者
!"%

例为
/,,

组#其中男

C$

例#女
&'

例%年龄
&C

"

D"

岁#平均$

AC#'BD#$

&岁+

/,,

诊断参考
"%%!

年中国抗癌协会肝癌专业委员

会颁布的.原发性肝癌的临床诊断与分期标准/

'

&

(

#均

有病理诊断支持+纳入标准!$

!

&均有乙型肝炎病毒

感染史#就诊时乙型肝炎表面抗原$

/*-+

0

&阳性%$

"

&

行根治性肝癌切除术#术前未行射频介入)消融)放疗

和化疗+排除肝功能
,MH8N>?P

0

M

分级
,

级肝细胞

癌)转移性肝癌)严重感染及免疫功能缺陷患者+选

择同期
C"

例健康体检者为对照组#其中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D!

岁#平均$

A'#$BD#F

&岁+两组年

龄)性别构成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A

&#具

有可比性+本研究经医院伦理会批准通过#研究对象

签署知情同意书+

$#/

!

方法

$#/#$

!

G

淋巴细胞亚群检测
!

,Y&

i

G

淋巴细胞)

,Y$

i

G

淋巴细胞)

,YC

i

G

淋巴细胞采用流式细胞术

检测#仪器为流式细胞仪
<+,W,@649

-

$美国
*Y

公

司&#试剂盒购自美国
*Y

公司#并计算
,Y$

i

"

,YC

i

+

受试者于术前
!

周取乙二胺四乙酸$

1YG+

&抗凝静脉

血
".T

#对照组研究对象体检当日取血+

$#/#/

!

/*U>YV+

的检测
!

取促凝血
&.T

#离心分

离血清#采用荧光定量
?,E

法检测
,Y&

i

G

淋巴细

胞)

,Y$

i

G

淋巴细胞)

,YC

i

G

淋巴细胞的
/*U>

YV+

+荧光定量
?,E

仪为
TH

0

M4,

:

K835$C%

#试剂为

上海之江生物有限公司产品+

$#/#'

!

/*3+

0

的检测
!

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对

/*3+

0

进行检测#试剂使用罗氏诊断公司产品+严

格按试剂说明书设置仪器最佳反应参数+

$#'

!

观察指标
!

比较
/,,

组与对照组
G

淋巴细胞

亚群水平%比较
/,,

患者中
/*U>YV+

#

!]!%

&

K9

J:

"

.T

与
/*U>YV+

$

!]!%

&

K9

J:

"

.T

患者
G

淋

巴细胞亚群水平%比较
/*3+

0

$

i

&患者与
/*3+

0

$

Z

&患者
G

淋巴细胞亚群水平%比较不同肿瘤大小
G

淋巴细胞亚群水平#以单发肝癌直径
#

AK.

患者为小

肝癌组#单发肝癌直径
$

AK.

为大肝癌组+

$#1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W?WW""#%

统计学软件对数

据进行分析+计量资料采用采
LBE

表示#组间比较

采用
>

检验+以
!

#

%#%A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

组与对照组
G

淋巴细胞亚群检测情况
!

结果显示#

/,,

组
,Y&

i

G

淋巴细胞)

,Y$

i

G

淋巴细

胞以及
,Y$

i

"

,YC

i低于对照组#

,YC

i

G

淋巴细胞高

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A

&+见表
!

+

/#/

!

不同
/*U>YV+

表达水平患者
G

淋巴细胞亚

群比较
!

结果显示#不同
/*U>YV+

表达水平患者

,Y&

i

G

淋巴细胞)

,Y$

i

G

淋巴细胞)

,YC

i

G

淋巴细

胞以及
,Y$

i

"

,YC

i 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

!

%

%#%A

&+见表
"

+

表
!

!!

/,,

组与对照组
G

淋巴细胞亚群比较#

LBE

$

组别
(

,Y&

i

$

a

&

,Y$

i

$

a

&

,YC

i

$

a

&

,Y$

i

"

,YC

i

对照组
C" D"#!$BC#'$ &F#"'BA#'C "C#!ABA#&$ !#D!B%#&C

/,,

组
!"% '&#F"BC#$! "'#F!B'#!D &%#$&B'#!$ %#FFB%#&A

> $A#&%A !$#$"& "#D&% !&#C'A

! %#%%% %#%%% %#%%% %#%%%

/#'

!

/*3+

0

$

i

&患者与
/*3+

0

$

Z

&患者
G

淋巴细

胞亚群水平比较
!

结果显示#

/*3+

0

$

i

&患者与

/*3+

0

$

Z

&患者
,Y&

i

G

淋巴细胞)

,Y$

i

G

淋巴细

胞)

,YC

i

G

淋巴细胞以及
,Y$

i

"

,YC

i差异均无统计

学意义$

!

%

%#%A

&+见表
&

+

表
"

!!

不同
/*U>YV+

表达水平患者
G

淋巴细胞亚群比较#

LBE

$

组别
( ,Y&

i

$

a

&

,Y$

i

$

a

&

,YC

i

$

a

&

,Y$

i

"

,YC

i

/*U>YV+

#

!]!%

&

K9

J:

"

.T

组
$$ '"#CABD#C" "A#DDB$#F' "F#$ABA#CA %#FCB%#&!

/*U>YV+

$

!]!%

&

K9

J:

"

.T

组
D' '$#&'BD#A! "D#!"BA#AA &%#FFBA#DA !#%"B%#"C

> !#%$' !#&&$ !#$'A %#D"A

! %#"FC %#!CA %#!'& %#$D%

表
&

!!

/*3+

0

#

i

$患者与
/*3+

0

#

Z

$患者
G

淋巴细胞亚群比较#

LBE

$

组别
( ,Y&

i

$

a

&

,Y$

i

$

a

&

,YC

i

$

a

&

,Y$

i

"

,YC

i

/*3+

0

$

i

&组
$D '$#&'BD#!" "D#&'BA#DD &!#!ABA#FC %#FDB%#"C

/*3+

0

$

Z

&组
D& '!#CCBD#$& "'#!CBA#C' &%#%"BA#$A !#%&B%#"&

> !#C!$ !#%C& !#%'D !#"C%

! %#%D" %#"C! %#"CC %#"%&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F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T@7(3N,8H6

!

=P63"%!F

!

U98#!'

!

V9#!"



/#1

!

不同肿瘤大小患者
G

淋巴细胞亚群水平
!

结果

显示#

/,,

患者中大肝癌组与小肝癌组
,Y&

i

G

细

胞)

,Y$

i

G

细胞)

,YC

i

G

细胞水平差异均无统计学

意义$

!

%

%#%A

&#大肝癌组
,Y$

i

"

,YC

i低于小肝癌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A

&+见表
$

+

表
$

!!

大肝癌组与小肝癌组
G

淋巴细胞亚群

!!!

水平比较#

LBE

$

组别
( ,Y&

i

$

a

&

,Y$

i

$

a

&

,YC

i

$

a

&

,Y$

i

"

,YC

i

大肝癌组
A! '&#C&BD#%$ "'#$DBA#&! &"#%"BA#$A %#F!B%#"&

小肝癌组
'F '!#AABD#D' "D#ACBA#$! &%#!&BA#"$ !#!%B%#"A

> !#'A$ !#!"% !#F"% $#"A'

! %#!%% %#!'A %#%AD %#%%%

'

!

讨
!!

论

!!

/,,

为临床最为常见的恶性肿瘤+其发病隐

匿#早期诊断困难#就诊患者多处于疾病中晚期#手术

效果欠理想+有研究显示#

/,,

的
A

年手术生存率

尚不足
A%a

'

$

(

+肿瘤的发生与机体的免疫监视功能

紊乱关系密切#正常机体通过免疫系统能有效识别

,非己-抗原)损伤细胞及肿瘤细胞#细胞免疫尤其
G

淋巴细胞免疫在这一免疫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然而机体的免疫监视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肿瘤细胞

也可分泌抑制性细胞因子#从而抑制机体的免疫应

答#导致肿瘤的发生)发展+肿瘤的发生)发展与机体

的免疫抑制互为因果'

A

(

+有研究显示#在
/,,

患者

中普遍存在免疫功能失衡状态#对
/,,

患者的免疫

调节治疗也成为临床肝癌综合治疗的一种重要手段#

并取得了良好的疗效'

'

(

+

机体的抗肿瘤免疫以细胞免疫为主#其中
G

淋巴

细胞亚群为机体细胞免疫的重要组成部分#

G

淋巴细

胞的表面标志为
,Y&

i

#

,Y&

i

G

淋巴细胞可反映外周

循环中
G

淋巴细胞总量#

,Y$

i

G

淋巴细胞为辅助性

G

细胞#也是机体抗肿瘤免疫应答过程中主要的效应

细胞#在机体的抗肿瘤免疫应答中其可提高树突细胞

$

Y,

&诱导细胞毒性
G

淋巴细胞的能力并结合
Y,

细

胞共刺激分子
,Y$%

而活化#从而辅助免疫
,YC

i

G

淋巴细胞应答#启动特异性细胞免疫对肿瘤细胞的杀

伤'

D

(

+

,YC

i

G

淋巴细胞为抑制性
G

细胞#其中

,Y$

i

"

,YC

i反映了机体免疫的一种动态平衡#

G

淋

巴细胞亚群的检测一定程度反映了机体的免疫系统

功能状态'

C

(

+本研究结果显示#在
/,,

患者中#

,Y&

i

G

淋巴细胞)

,Y$

i

G

淋巴细胞以及
,Y$

i

"

,YC

i出现降低#

,YC

i

G

淋巴细胞出现升高#提示

/,,

患者免疫功能低下及免疫受抑状态'

F

(

+

G

淋巴

细胞亚群的变化为反映机体细胞免疫水平的重要指

标#

G

淋巴细胞的功能紊乱将影响机体对肿瘤的清

除#促进肿瘤的发生与转移'

!%

(

+

本研究所选择
/,,

患者均有
/*U

感染史#慢性

炎症的长期存在致使大量的杀伤性
G

细胞被消耗#机

体的免疫抑制状态为常态'

!!

(

+但本研究结果显示#不

同
/*U>YV+

病毒载量及不同
/*3+

0

表达的
/,,

患者比较#其
G

淋巴细胞亚群水平差异均无统计学意

义$

!

%

%#%A

&+而大肝癌患者
,Y$

i

"

,YC

i下降更为

明显#可能为
/*U

感染后炎性反应为慢性长期的过

程#

G

淋巴细胞亚群的改变也为较为缓慢#而与
/*U

及
/*3+

0

状态关系不大#而肿瘤直径与机体的细胞

免疫功能状态是否存在一定的联系#有待进一步深入

研究+

综上所述#

/,,

患者
G

淋巴细胞亚群的检测能

较好地反映患者的细胞免疫水平+

参考文献

'

!

( 李婷#时代强
#/*U

感染型原发性肝癌肿瘤微环境
G

淋

巴细胞亚群的表达'

=

(

#

预防医学#

"%!C

#

&%

$

$

&!

&CD>&CC#

'

"

( 柏涛#龚凤云#胡旭东#等
#

超声引导下经皮微波消融治疗

原发性肝癌患者疗效分析'

=

(

#

实用肝脏病杂志#

"%!C

#

"!

$

!

&!

C$>CD#

'

&

( 王全晖#张元浩#袁守信#等
#

腹腔镜下肝部分切除术治疗

原发性肝癌患者外周血
G

淋巴细胞亚群和血清细胞因子

水平的变化'

=

(

#

实用肝脏病杂志#

"%!C

#

"!

$

A

&!

DA&>DA'#

'

$

( 焦勤书#曾宝珠
#

华蟾素片联合!"A

;

粒子植入术治疗晚期

原发性肝癌疗效及对相关血液生化指标的影响'

=

(

#

现代

肿瘤医学#

"%!C

#

"'

$

!%

&!

!A'A>!A'F#

'

A

( 郑操#张荣胜#潘勇#等
#

金龙胶囊与介入治疗原发性肝癌

的疗效及对
G

淋巴细胞亚群)肿瘤免疫因子的影响'

=

(

#

现代消化及介入诊疗#

"%!C

#

"&

$

$

&!

A%'>A%F#

'

'

(

;2+Ŝ E+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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