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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经自体骨髓干细胞移植治疗的失代偿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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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现上升趋势"在不同时间段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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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对干细胞移植治疗肝硬化的效果评价有一定的临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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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硬化*

=1MG>31>>I4010

,是一种常见的慢性肝病!临床一直

以来缺乏十分有效的治疗手段%干细胞具有无限期自我更新

能力!具有多向分化潜能!在特定微环境中!对损伤有反应和修

复能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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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细胞移植治疗肝硬化是指抽取患者少量骨髓!分

离提取干细胞!在介入条件下将分离出来的干细胞经肝动脉注

入肝脏!在微环境调控下发育为肝干细胞&肝细胞及胆管细胞!

以修复受损的肝组织和结构重建!改善肝合成&代谢及解毒功

能!改善患者病情以及预后为目的的一种治疗方法%本文从患

者骨髓中分离干细胞肝内移植治疗失代偿期肝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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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在

治疗过程中的不同时间段检测其血清白细胞介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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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并探

讨其变化与治疗效果的关系!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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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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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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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采用干细

胞肝内移植治疗失代偿期肝硬化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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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诊断均符合第
(

次全国传染病及寄生虫病学术会议修订的肝硬化诊断标准!其

中男
$$

例!女
$

例!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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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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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乙肝后肝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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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酒精性肝硬化
6

例&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硬化
"

例&自身

免疫性肝硬化
!

例&原因不明肝硬化
'

例%患者入院前均存在

明显的肝硬化症状和体征!入院后均进行对症治疗!并严格按

自体骨髓干细胞移植要求进行术前准备&骨髓干细胞的采集&

分离和经动脉移植!所有治疗措施和处理均告知患者及其家属

并签署/知情同意书0%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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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为健康体检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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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术前及术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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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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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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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取血清!保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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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箱内待检!同时抽取对

照组血清待检%检测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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盒购自深圳晶美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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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剂盒购自上海森雄公司!检测

操作均严格按照试剂盒操作说明书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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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是呈下降趋势!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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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呈上升趋势!它们与术前

比较有显著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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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硬化发展过程受多种细胞因子调节!是非常复杂的病理

过程!肝细胞因端粒缩短导致肝细胞复制活动消失!此时由骨

髓干细胞产生的卵圆细胞是肝细胞再生的主要来源!骨髓干细

胞迁移并分化生成肝细胞和胆管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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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干细胞移植治疗

后
'

!

$

月!绝大多数患者肝功能明显好转!腹水减少!下肢浮

肿减轻!食欲增强!肝脏合成与修复功能明显改善!未出现严重

并发症%本组中患者干细胞移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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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是呈下降趋势!而
CÙ

水平呈上升趋势!

它们与术前比较有显著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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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种多效能细胞因

子!主要由活化的单核巨噬细胞和肝脏枯否细胞分泌产生!参

与宿主免疫应答!在宿主防御和炎性反应中起重要作用-

$

.

!血

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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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升高与疾病严重程度密切相关!并随肝细胞损伤

程度加重而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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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称恶液质素!由单核吞噬细胞&

嗜中性粒细胞&

K<

细胞&活化的
;

淋巴细胞&活化的血管内皮

细胞以及其他细胞产生!具有广泛的生物活性!能促进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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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的产生!增强
;

细胞&

V

细胞对抗原刺激的增殖

反应!增强细胞毒
;

细胞的作用!是中性粒细胞功能的启动因

子!其作为炎性细胞因子诱导肝细胞凋亡和坏死!在肝纤维化

过程中起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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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存在于急性肝损伤患者血浆中的

蛋白因子!它不仅能促进肝细胞
SK7

合成和肝细胞增殖!还

可提高肝细胞抗损伤能力!对肝细胞具有保护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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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细

胞损伤越重
CÙ

血清水平也越低!因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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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作为判断病

情及预后的参考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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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由肝星状细胞和枯否细

胞产生!可促肝间细胞合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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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多种胶原蛋白&非胶原蛋白

和多糖等!并抑制胶原酶及基质金属蛋白酶降解胶原!从而导

致肝硬化的发展!肝硬化的肝组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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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BK7

明显增

加!且与前
'

型胶原
5BK7

&血清
(

型胶原水平及组织学活动

指数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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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肝硬化过程中抑制肝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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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成!从而对肝细胞再生起抑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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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肝纤维化越重血清中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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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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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硬化早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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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来源于肝间

质细胞!肝细胞不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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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肝硬化的晚期肝细胞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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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的主要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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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直接促进肝细胞再生!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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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有抑制肝细胞再生的作用!当自体骨

髓干细胞移植到患者肝脏组织后!在肝脏微环境下分化为肝细

胞!同时促进
CÙ

的产生!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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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泌!

对改善肝功能和降低肝纤维化有明显的效果%干细胞移植后!

患者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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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

!

水平下降与而
CÙ

水平上

升!与术前比较均有统计学意义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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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患者的

肝功能明显好!临床症状明显改善!表明经干细胞移植术后患

者肝脏的炎性反应程度得到了有效控制!细胞损伤程度也得到

了好转%

自体骨髓干细胞移植不存在免疫排斥反应!副作用小!对

失代偿期肝硬化治疗有效!能够在较短时间内改善患者肝功

能!缩短治疗时间!但目前干细胞移植体内后!对细胞的分化增

殖&细胞功能以及微环境的变化还缺乏有效监测方法!最常用

的是采用荧光物对体内移植细胞进行示踪-

!'

.

%但需做肝组织

病理切片!不能动态观察移植细胞在体内的连续性变化!不适

合临床应用%所以!目前对所移植的干细胞在肝脏内定植与示

踪&具体分化过程!肝细胞修复与生长&肝功能重建以及疗效评

价还需要进一步研究%本文检测了患者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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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

*

&

;Ù)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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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

水平!可从另一角度说明干细胞移植体内后细

胞因子的情况!对干细胞移植后的疗效评价有一定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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