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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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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所致"有研究指出淋巴
>

细

胞的表面存在
!>[

的特异性受体!所以淋巴
>

细胞

也成了该病毒持续感染的终身潜伏场所"在
!>[

细

胞感染
>

细胞后可以逃避免疫的监视过程!为建立持

续性感染的
>

细胞库提供了机会!在细胞免疫功能低

下的时候!造成了永生
>

细胞不断地繁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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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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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分子是
>

细胞表面的糖基化的跨膜蛋白!是
>

细胞表面的特异性蛋白!该蛋白水平直接代表了
>

细

胞的水平"

8?2A

b是主要在活化的
>

细胞表面表达

的跨膜蛋白!可以作为
>

细胞活化的重要标志物!当

8?34

b 分子和
8?2A

b 同时阳性时代表永生
>

细

胞$

6"B

%

"对于
8?34

b和
8?2A

b两个分子水平的测定!

是对
7I

患儿外周血
>

细胞和永生
>

细胞水平的较

好的反应$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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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

细胞活化的过程中与
>

细胞表面

的抗体是密不可分的!其中
FM&&

样受体提供了
>

细胞

活化的途径"最主要的两种是
FC92

和
FC94

"

FC92

能够较多地识别配体!在
!>[

感染时是参与到

免疫应答的直接受体!能够直接地刺激
>

细胞激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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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

感染的时候能够刺激炎症因子的产生继发相

应的病理反应$

4"3*

%

"

FC94

能够被
!>[

病毒的
?H=

基序所激活!能够促进
>

细胞的激活!促进其增殖和

活化!活化后的
FC94

又能反过来上调
FC94

"在动

物实验中已经有证实!在抗病毒的免疫应答中
FC94

具有积极的作用$

33

%

"

在本 研 究 中 发 现!在 急 性 期 组 的
8?34

b 和

8?34

b

8?2A

b的阳性表达率明显低于恢复期!在感染

的急性期!病毒入侵
>

细胞!在细胞表面的受体就会

对抗原进行识别和提呈给免疫细胞!引起体内的免疫

反应!进而对感染了
!>[

病毒的
>

细胞进行杀灭$

33

%

"

所以体内
8?34

b和
8?34

b

8?2A

b阳性表达率就会下

降!相对而言!急性期的下降幅度和数量要显著高于

恢复期的患儿"而处于恢复期的患儿上述指标表达

水平也要低于对照组"同时本研究还发现!急性期组

的
FC92#9H=

和
FC94#9H=

水平要显著高于对

照组!且急性期组的二者要显著高于恢复期组!

FM&&

样受体作为一种跨膜的信号传递受体!在识别入侵性

的病原微生物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32"3A

%

"在
7I

的

急性期!

FC92

通过机体的固有免疫反应!限制
!>

病

毒的传播和表达!

FC94

识别
!>[

且限制其传播并

控制已被病毒感染的潜伏
>

细胞而发挥作用$

35

%

"在

病原体侵入机体后!机体通过上调
FC92#9H=

和

FC94#9H=

来更全面地识别和更迅速地提呈给免

疫细胞!进行机体免疫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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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疾病处于恢复期

时!

FC92

与
FC94

的配体对
FC92

与
FC94

的刺激

作用减少!从而二者的
#9H=

表达下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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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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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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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儿的外周血单核细胞
FC92

*

FC94

及

8?34

b

*

8?2A

b各分子指标在
7I

的患者的不同时期

表达水平不同!这些指标可能参与了
7I

的发生和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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