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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自然杀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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淋巴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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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b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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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靶细胞空白对照组#另设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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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bB

或自然杀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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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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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通过活体成像系统检测该培养系统的靶细胞生物发光!以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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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的调节及杀伤效应&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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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节效应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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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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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测定光子数分别与两空白对照组比较!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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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体体内有少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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淋巴细胞表面能表达自然杀伤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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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b

细胞&特有的标志#这部分细胞称为自然杀伤
B

淋巴细胞

$

9bB

细胞&*

9bB

细胞参与体内免疫调节'维持免疫稳定'

防止器官移植排斥#在抗肿瘤免疫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可以通

过分析
9bB

细胞是否具有调节总淋巴细胞的杀伤效应#研究

B

淋巴细胞在肿瘤免疫中的作用*本实验主要应用活体成像

系统$

ULUS

&#在混合淋巴细胞培养$

#!6

&中分析带荧光素标

记的
2%+;%*AENHA/,

黑色素肿瘤细胞#通过平均光子数的变化

验证
9bB

细胞是否具有抑制总淋巴细胞对靶细胞的杀伤效

应#以及是否具备与
9b

细胞相似的杀伤靶细胞的作用*现将

结果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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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器官移植研究所动物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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淋巴细胞*以总淋巴细胞为效应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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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进行分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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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靶细胞空白对照组!每孔加靶细胞
&),:

%*

' 个%每组均
'

个复孔%

%+(*

空白对照组!仅为
7$#U%+(*

溶

液*

#!6

建立后继续培养#分别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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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生物发

光#加入细胞孔中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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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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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
S$SS%5)*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处理与

统计分析#计量资料以
Me<

表示#组内比较使用单因素方差分

析#组间比较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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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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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生长状态图#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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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均抑制总淋巴细胞的杀伤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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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国际检验医学杂

志/网站主页,论文附件-&*

C)E

!

9bB

与
9b

细胞直接杀伤靶细胞的效能比较
!

9bB

组

和
9b

组各检测时间点光子数与靶细胞空白对照组比较#差异

均有统计学意义$

2

$

*)*,

&%且
9bB

组与
9b

组
&(

及
5&.

时

光子数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2

$

*)*,

&*见表
'

*以

ULUS

结果绘制靶细胞生长状态图#见图
5

$见.国际检验医学杂

志/网站主页,论文附件-&*

表
%

!!

不同时间点调节效应实验
#!6

中靶细胞光子数比较%

Me<

)

F

.CIC1

(#

HK

&

!

@0G

!

@

$&

组别
&(. (Z. 5&.

9bB

组
$

'Z)+***e%)**'&

&

:%*

(

"'

$

(,)'***e%)&5Z5

&

:%*

(

"'

$

+&)&***e%)*&*(

&

:%*

(

"'#

68(

i

68&,

i

B

组 $

(%)+***e*)5*'&

&

:%*

(

"'

$

(*)+***e%)%=*&

&

:%*

(

"'

$

+()Z***e%)Z'&&

&

:%*

(

"'

%+(*

空白对照组 $

Z),,**e*),(&+

&

:%*

(

$

,)*5**e*)(5,5

&

:%*

(

$

=)''**e*)=,%'

&

:%*

(

靶细胞空白对照组
$

(&)&***e*)'(&%

&

:%*

(

$

(5)'***e*)(+=,

&

:%*

(

$

Z')5***e*)+*'=

&

:%*

(

!!

"

!

2

$

*)*,

#与
%+(*

空白对照组比较%

'

!

2

$

*)*,

#与靶细胞空白对照组比较%

#

!

2

$

*)*,

#与同组
&(.

时测得的光子数比较*

表
&

!!

不同时间点杀伤效应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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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不同时间点直接杀伤靶细胞效应实验
#!6

靶细胞光子数比较%

Me<

)

F

.CIC1

(#

HK

&

!

@0G

!

@

$&

组别
&(. (Z. 5&.

9bB

组 $

&)*+**e&)*&*Z

&

:%*

,

"'

$

&),'**e*)5,%&

&

:%*

,

"

$

()&&**e%)+%'(

&

:%*

,

"'

9b

组 $

()5&**e%)'=Z*

&

:%*

(

"

$

,),&**e%),5%*

&

:%*

(

"

$

%)%=**e*)&%5,

&

:%*

,

"

靶细胞空白对照组 $

()&&**e*)'(&%

&

:%*

,

$

()5'**e*)(+=,

&

:%*

,

$

Z)'5**e*)+*'=

&

:%*

,

!!

"

!

2

$

*)*,

#与靶细胞空白对照组比较%

'

!

2

$

*)*,

#与
9b

组比较*

D

!

讨
!!

论

!!

9bB

参与体内免疫调节'维持免疫稳定并防止器官移植

排斥#在抗肿瘤免疫中发挥重要作用*本实验的目的在于研究

9bB

细胞能否调节总淋巴细胞的杀伤效应#通过比较
9bB

细胞与经典的
68(

i

68&,

i

B

调节细胞的体外调节功能#以及

9bB

细胞与
9b

细胞对肿瘤细胞的直接杀伤效应#分析
9bB

细胞的功能*

体外研究表明#在抗原刺激下#

9bB

细胞可被
68%D

提呈

的糖脂类抗原激活#

$

A

半乳糖神经鞘胺醇$

$

A/3E60G

&为
9bB

细胞的一种高效'特异的刺激抗原*

9bB

细胞可迅速分泌大

量具有免疫调节作用的细胞因子#类似于辅助性
B

淋巴细胞
&

$

B.&

&型分泌白细胞介素
A(

$

U!A(

&'白细胞介素
A%*

$

U!A%*

&'白

细胞介素
A%'

$

U!A%'

&'干扰素
A

(

$

U;9A

(

&等#从而影响免疫反应

类型#实现对免疫应答和自身免疫的调节*

b3R31C

等(

%

)从人

外周血中分离
L

$

&(9bB

细胞#经
$

A/3E60G

活化#与恶性黑色

素瘤细胞株
\#LA%

'胰腺癌细胞株
$"96A%

等多种人类肿瘤

细胞系进行作用#结果发现
L

$

%(

i

9bB

细胞具体外杀伤肿瘤

细胞的效应#活化的
L

$

&(9bB

细胞对多数肿瘤细胞均有明

显的杀伤作用*在未预先致敏的情况下#白细胞介素
A%&

$

U!A

%&

&与
$

A/3E60G

共同活化的
9bB

细胞对多种肿瘤细胞系和自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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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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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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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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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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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肿瘤组织均具有明显的细胞毒活性*由
U!A%&

治疗诱导出

的
9b%)%

i

L%(&W

$

&Z%

i

9bB

细胞可以介导肿瘤排斥#过往输

注经
U!A%&

活化的
L

$

%(9bB

细胞可有效阻止小鼠
2%+

黑色

素瘤肝脏转移灶的形成(

&

)

*研究证明#

9bB

细胞被
$

A/3E60G

激活后分泌的
U;9A

(

在肿瘤排斥反应中起着关键作用(

'

)

*

L

$

&(

i

9bB

细胞的细胞毒性是通过穿孔素介导的#并且
B

淋

巴细胞受体$

B67

&

L

$

&(

'

68%D

和
$

&

脑苷脂也起一定作用(

(

)

*

9bB

细胞并不直接杀伤肿瘤细胞#而是通过
U;9A

(

介导下游

效应细胞#如
9b

细胞和
68Z

i

B

淋巴细胞的积聚并提高其对

肿瘤的敏感性而发挥抗肿瘤效应(

,

)

*

$

A/3E60G

和
U!A%&

激活

的
9bB

细胞可增强
9b

和细胞毒性
B

淋巴细胞$

6B!

&的抗

肿瘤活性#也可促进抗原呈递细胞$

"$6

&活化与上调
68(*!

表达#从而进一步促进
U!A%&

的产生#使肿瘤免疫得到加强(

+

)

*

$

A/3E60G

可抑制许多肿瘤的肝转移#且为激活的
9bB

细胞的

肿瘤杀伤效应*

9bB

细胞既可通过识别靶细胞上的
68%DA

E?

P

31D

复合物直接介导抗肿瘤反应(

+

)

#亦可通过分泌白细胞介

素
A&

$

U!A&

&和
U;9

(

激活
9b

细胞#间接介导抗肿瘤反应(

5

)

*

本文实验结果证明#

9bB

在体外进行混合培养时#可发挥

对
2%+;%*AENHA/,

细胞的杀伤效应#该杀伤效应具有时间性#

随时间的延长达到更大的靶细胞杀伤作用*通过与
9b

细胞

的平行比较发现#

9bB

与其有相似的抗肿瘤功能*

9b

细胞

是细胞复杂的免疫调节网络中的重要组分#而
9bB

细胞是免

疫细胞中一个具特定标志的
B

淋巴细胞亚群#不同于
9b

细

胞#两者均有抗肿瘤细胞效应*虽然
9bB

细胞在抗肿瘤能力

上弱于
9b

细胞#两者在机体内的功能和作用机制是否与体外

实验相似#还需进一步研究*

另外#

9bB

细胞可下调机体的免疫监视能力#导致肿瘤的

发生*

#CCD

O

HE?JJ0

等(

Z

)发现#从紫外线照射的小鼠分离得到

的
9bB

细胞#作为抑制性
B

淋巴细胞在调节紫外线诱发的皮

肤癌细胞生长中具有重要作用#可抑制体内获得性免疫的产

生*紫外线辐射的致癌作用及引起的免疫抑制是通过
9bB

细胞来实现的(

Z

)

*本次实验结果显示#在
#!6

系统中#

9bB

可以抑制总淋巴细胞对
2%+;%*AENHA/,

细胞的杀伤效应#在培

养
&(

"

(Z.

内可达到一定的抑制效应#但培养时间超过
(Z.

后#该抑制效应明显减弱#通过与经典的调节
B

细胞$

68(

i

68&,

i

B

细胞&进行平行比较#

9bB

亦具有相似的抑制总淋巴

细胞杀伤效应的作用*本次实验可初步显示
9bB

具有双向

效应#既具备抗瘤作用又有免疫抑制作用*因此#笔者认为需

要对
9bB

进行更深入的研究#特别是其释放的细胞因子的浓

度及相关蛋白质组的变化#以期将针对
9bB

细胞的相关检测

数据应用于临床医学检验实验室#以利于临床疾病的有效

诊治*

综上所述#

9bB

细胞在肿瘤免疫调节及肿瘤杀伤中起一

定作用#国外临床上已有针对
9bB

进行的肿瘤免疫靶向治

疗#已达到良好的效果#说明
9bB

细胞在抑制某些肿瘤的发

生'发展机制中起着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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