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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慢性乙型肝炎患者中趋化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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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表达水平$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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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慢性乙型肝炎患者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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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健康人群血清'外周单个核细胞及肝脏组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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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表达水平!同时以免疫组化技术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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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肝脏组织中的分布情况$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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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性乙肝患者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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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性乙肝患者血清'外周单个核细胞和肝组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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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量分别为"

K8+4*5c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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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人群血清'外周单个核细胞和肝组织中
Y&

D

表达量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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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乙型肝炎患者体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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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现较高的表达水平可能与患者机体状态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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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型肝炎病毒$

W1̂

%作为一种非细胞毒性的嗜肝病毒#

感染机体后将导致急慢性肝炎*肝硬化*肝癌等一系列肝脏疾

病的发生#严重危害人类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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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慢性乙肝是一种由

W1̂

感染引起的以局部单核细胞*淋巴细胞及中性粒细胞等

炎症细胞浸润为主的感染性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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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趋化因子受体及其

配体在慢性乙肝患者肝脏局部炎性反应及病毒感染靶细胞清

除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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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种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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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列的半胱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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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胱氨酸趋化因子#能与免疫细胞表面
.].

受体相互作

用#通过产生肝脏的局部免疫应答#呈现出慢性炎症持续存在

或慢性炎症急性发作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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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在慢性乙型患者体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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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与
Y&

D

表达的相关性尚不清楚)为此#本课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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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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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和健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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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血样本和肝组织活检样本)

其中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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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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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平均年龄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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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所有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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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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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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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性乙肝患者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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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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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F4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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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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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人群*乙肝患者外周单个核细胞
Y&

D

%/E<

表达水

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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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显示#与健康人群
Y&

D

%/E<

表达水平

$

*4FKc*4)8

%相比#

W1?<

D

阴性乙肝患者$

*4I5c*4K)

%*

W1?<

D

阳性乙肝患者$

*4I,c*4+5

%均明显升高#差异均有统

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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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健康人群*

W1?<

D

阴性乙肝患

者和
W1?<

D

阳性乙肝患者外周单个核细胞
7<-: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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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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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分别为健

康人群*

W1?<

D

阴性乙肝患者和
W1?<

D

阳性乙肝患者外周单个核细

胞
Y&

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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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人群#乙肝患者外周单个核细胞

Y&

D

%/E<

表达的电泳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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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人群*乙肝患者肝脏组织
Y&

D

表达水平比较
!

免疫

组化结果显示#正常肝组织仅可见少量棕黄色的
Y&

D

表达于

肝细胞浆#

W1?<

D

阴性乙肝患者和
W1?<

D

阳性乙肝患者除在

肝细胞胞浆有
Y&

D

表达外#还在肝窦内的炎性细胞有
Y&

D

的

表达)进一步运用免疫印迹技术分析发现#与健康人群

$

*4+(c*4)F

%相比较*

W1?<

D

阴性乙肝患者及
W1?<

D

阳性乙

肝患者肝组织的
Y&

D

蛋白表达相对量分别为$

*4(Ic*4K+

%和

$

*4(8c*4),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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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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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1̂

感染的发病机制尚未完全明了#目前认为宿主免疫

功能紊乱是其病理损伤的主要原因之一#其中乙型肝炎免疫异

常有部分原因与趋化因子有关)当
W1̂

侵入机体后#在宿主

细胞内复制增殖#产生大量病毒抗原#可使机体免疫系统活化#

产生并释放各种趋化因子如
Y&

D

等#此过程可引起部分肝细

胞损伤#介导局部炎症细胞浸润#使病程慢性化'

5

(

)

趋化因子
Y&

D

是
.].

趋化家族的成员#主要趋化白细胞

参与机体炎性反应#同时
Y&

D

亦能影响巨噬细胞*内皮细胞和

肥大细胞活性#在调节局部炎性反应中起重要作用#具有广泛

的生物学活性#可能参与肿瘤血管形成*促进细胞有丝分裂和

调节宿主免疫功能等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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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以
=G3!<

*

/L6-./

和
>?@"?A'6PBC""&'

D

等技术分

析了
,,

例慢性乙型肝炎患者在不同
W1?<

D

状态下的血清*外

周单个核细胞和肝组织的
Y&

D

表达水平)结果显示#

W1?<

D

阴性乙肝患者*

W1?<

D

阳性乙肝患者血清中
Y&

D

水平分别为

$

K8(4*+cF+4)8

%

2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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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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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8+4*5c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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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D

"

%G

#显著高于

健康人群血清
Y&

D

水平$

)8+4,KcKF4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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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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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此外#无论

是外周单个核细胞或者肝穿组织#

W1?<

D

阴性乙肝患者和

W1?<

D

阳性乙肝患者的中
Y&

D

表达均高于健康人群)免疫组

化技术分析提示在乙肝患者肝穿组织中#肝细胞中仅表达少量

的
Y&

D

于肝细胞浆#而肝窦内的炎性细胞表达大量
Y&

D

)

综上所述#本研究发现了
W1?<

D

阴性乙肝患者和
W1?<

D

阳性乙肝患者血清*外周单个核细胞及其肝组织表达
Y&

D

的

特点#为今后研究
W1̂

的发病机制奠定一定实验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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