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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白的赖氨酸残基或其他氨基发生反应!形成稳定的不可逆结

合"当细胞分裂时!其标记物可平均分配到
$

个子代细胞中!

使荧光强度呈对半递减!可提供多达
#

代的细胞分裂信息"此

外!传统的细胞增殖测定法只能对活细胞进行检测!而无法与

某些已经分裂又发生死亡的细胞区别"而使用
=<R]

标记!死

亡的细胞在几天内可保持荧光强度基本不变!并可使用其他染

料将其与活细胞区分开来!为增殖分析提供了更加全面的资

料/

0

0

"不仅如此!

=<R]

还可稳定地存在于细胞内长达数月之

久!并且不会使临近细胞染色!不会影响细胞功能"因此已经

被广泛应用于体内和体外细胞的示踪实验"

R,

?

3:6/!

'

=M!'"

(特异性表达于特定组织巨噬细胞上!而

健康人外周血单核细胞上并不表达/

'/(

0

"当巨噬细胞受到炎性

反应刺激时!

R,

?

3:6/!

表达迅速上调!在巨噬细胞促炎反应中

起重要作用"在多种炎性反应和自身免疫性疾病中均发现
R,/

?

3:6/!

在外周血及病变组织表达增高!并参与炎性反应及
I

淋

巴细胞激活等过程"而
R,

?

3:6/!

在冠心病中的具体作用尚未

见报道"

本课题组以前的研究发现!

R,

?

3:6/!

在
1R

患者外周血单

核细胞表达增高/

)

0

!血清中高浓度的
4d/QMQ

可能是
R,

?

3:6/!

表达增高的原因之一/

$

0

!但
R,

?

3:6/!

在
1R

中的确切作用尚未

阐明"为探讨
R,

?

3:6/!

在单核细胞促淋巴细胞增殖和活化中

的作用!进行了单核细胞
/

淋巴细胞混合培养实验!并分别用抗

R,

?

3:6/!

单抗阻断的方法抑制单核细胞
R,

?

3:6/!

发挥作用!用

HK</

"

刺激促进单核细胞高表达
R,

?

3:6/!

/

#/!%

0

!以探讨
R,

?

3:6/!

表达增强或抑制后对单核细胞刺激
=M&

N

$

=M#

N

I

淋巴细胞

增殖能力的变化"实验发现!

1=R

患者
=M!&

N单核细胞具有

比健康人单核细胞更强的刺激
I

细胞增殖的作用"当用
HK</

"

上调健康人单核细胞
R,

?

3:6/!

表达后!单核细胞刺激
=M&

N

和
=M#

N

I

细胞增殖能力增强!并且这种作用可通过抗
R,

?

3:6/

!

单抗靶向阻断而减弱"同样的!当用抗
R,

?

3:6/!

单抗靶向阻

断
R,

?

3:6/!

后!

1=R

患者单核细胞刺激
I

细胞增殖能力也有

所减弱"因此!可以得出结论!

1=R

患者增强的
=M&

N

$

=M#

N

I

淋巴细胞增殖能力部分是由于激活的单核$巨噬细胞高表达

R,

?

3:6/!

引起"

R,

?

3:6/!

可通过外周血单核细胞
/

淋巴细胞或斑

块局部巨噬细胞
/

淋巴细胞相互作用介导
1R

全身或局部炎性

反应"

本研究成功建立了
=<R]

标记结合流式细胞术检测外周

血
=M&

N

$

=M#

N

I

淋巴细胞增殖的实验方法!该方法简单#实

用#灵敏度高!结果稳定可靠!可以取代
)CI@Y

掺入法或

>II

法用于不同免疫刺激情况下淋巴细胞增殖的检测"并

结合单核细胞
R,

?

3:6/!

高表达或低表达后刺激
=M&

N

#

=M#

N

I

淋巴细胞对其增殖反应进行了检测!验证了该方法的可靠性"

总之!笔者认为在高浓度的
4d/QMQ

刺激下!

1=R

患者外

周血单核细胞被激活!

R,

?

3:6/!

表达增高!单核细胞摄取
4d/

QMQ

后转变成泡沫细胞!将脂质抗原提呈给
=M&

N

$

=M#

N

I

细胞/

!!

0

!并刺激
=M&

N

$

=M#

N

I

淋巴细胞增殖!最终影响
1R

的炎性反应过程"通过
R,

?

3:6/!

特异性抗体靶向阻断其功能

可减轻淋巴细胞增殖反应"因此!对外周血单核细胞或粥样斑

块巨噬细胞上
R,

?

3:6/!

的调节治疗有望成为一种治疗
1R

的新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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