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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研究!

补肾解毒方与健脾解毒方含药血浆对慢性乙肝病毒感染

不同免疫状态患者外周血树突状细胞功能的影响

欧$松#

$孙克伟!

$彭建平!

$祁双林#

$闻$杰#

$胡$莉!

摘要$目的$比较补肾解毒方和健脾解毒方对慢性乙肝病毒"

GH2

#感染不同免疫状态患者外周血树

突状细胞"

I%B

#功能的影响$ 方法$选择
$:

例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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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

!"##

年
#

月

门诊慢性
GH2

感染患者&根据患者免疫状态分为免疫耐受组"

#7

例#'免疫清除组"

#7

例#&另选择
#"

名健

康人作健康组$ 分别采集抗凝外周静脉血&分离外周血单个核细胞"

JH*%B

#&进一步分离提取培养
I%B

&

采用大鼠补肾解毒方和健脾解毒方含药血浆进行干预$ 对
I%B

进行形态学鉴定&并检测
I%B

表型
%I#!

'

%I7"

'

%I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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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K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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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观察
I%B

培养上清液干扰素'

!

"

?CN,.O,.3C

'

!

&

'+6

'

!

#的水平$ 结果$免疫

清除组患者干预前
%I7"

低于健康组"

J P"

%

"<

#(免疫耐受组患者干预前
%I7"

'

%I7:

'

GKL

'

IM

均低于

健康组(免疫耐受组与免疫清除组干预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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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于健康组"

J 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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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疫耐受组患者干预前
%I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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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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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于免疫清除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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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本组干预前比较&各给药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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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均升高 "

J P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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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免疫耐受组患者干预后
%I7"

'

GK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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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于免疫清除组同期&补肾解毒方组
%I7:

高于免疫清除

组同期&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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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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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论$补肾解毒方中剂量和健脾解毒方小剂量均能促进慢性
GH2

感染患者
I%B

功能的恢复&且补肾解毒方对慢性
GH2

感染免疫耐受期患者
I%B

功能的影响更为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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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型肝炎病毒$

GH2

%感染后慢性乙型肝炎患者

外周血免疫细胞均存在着免疫功能缺陷或低下"以树

突状细胞$

Q,CQ.?N?F F,44B

"

I%B

%'''

(

淋巴细胞轴

功能低下为中心的细胞免疫功能障碍导致的免疫耐受

是
GH2

持续感染(慢性乙型肝炎难以治愈的主要原

因)

#

*

+ 既往研究表明中医药在改善机体免疫状态"恢

复和提高免疫细胞功能"重建免疫应答具有较好的作

用)

!

&

;

*

+ 针对
GH2

慢性感染其外因是湿热疫毒内

侵"内因归属脾(肾二脏亏虚)

<

*

"本研究拟运用
GH2

感染免疫耐受期与免疫清除期患者外周血
I%B

体外

培养的细胞模型和中药血浆药理实验方法"比较补肾

解毒方和健脾解毒方对
GH2

感染不同免疫状态患者

的外周血
I%B

功能的影响"为临床提高中医药治疗慢

性乙型肝炎的疗效提供指导思路和研究基础+

材料与方法

#

$动物$

TJ+

级
TI

大鼠
$"

只"雌雄各半"

$9

日龄"$

#<7

%

"

(

##

%

:

%

S

"湖南中医药大学动物学部提

供"使用许可证号#

T%^W

$湘%

!""9

&

""";

+ 实验大

鼠于
!"#"

年
9

月
!:

日'年
#"

月
7

日在湖南中医药

大学动物学部
TJ+

级饲养房喂养+

!

$药物$补肾解毒方#六味地黄丸$,小儿药证

直诀!卷下-

)

:

*

%加甘露消毒丹$,温热经纬-

)

8

*

%化

裁#熟地
!; S

$干山药
#! S

$山茱萸
#! S

$泽泻
9 S

茯苓
9 S

$丹皮
9 S

$白蔻仁
#" S

$藿香
#" S

$茵陈

#< S

$滑石
$" S

$石菖蒲
#" S

$黄芩
#" S

$连翘

#" S

$川贝母
#" S

$射干
#" S

$薄荷
: S

&健脾解毒

方#四君子汤$,太平惠民和剂局方-

)

7

*

%加甘露消毒丹

化裁#人参(白术(茯苓(炙甘草各
9 S

$白蔻仁
#" S

藿香
#" S

$茵陈
#< S

$滑石
$" S

$石菖蒲
#" S

$黄

芩
#" S

$连翘
#" S

$川贝母
#" S

$射干
#" S

$薄荷

: S

+ 饮片均采用道地药材"由长沙九芝堂股份有限公

司提供"由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制备"补肾解

毒小(中剂量组分别含生药
#

%

9;

(

9

%

8# S_>K

&健脾解

毒小(中剂量组分别含生药
#

%

<7

(

8

%

9! S_>K

+

$

$试剂及仪器$

HT

缓冲液#天津津脉公司&淋巴细

胞分离液#天津灏洋公司&

#"`

胎牛血清 $

O,N04 F04O B,.

'

/>

"

+%T

%#美国
G1F43C,

公司&

MJ*'#:;"

# 吉诺生物

医药技术有限公司&重组人粒细胞巨噬细胞集落刺激因

子$

.EX*

'

%T+

%(重组人白细胞介素
;

$

.E'K

'

;

%# 美国

J,R.3N,FE

公司&

#`

多聚甲醛#天津市化学试剂研究所&

荧光标记鼠抗人
GKL

'

IM

'

J=

$藻红蛋白荧光素%(

%I7"

'

+'(%

$异硫氰酸荧光素%(

%I7:

'

J=

(

%I#!

'

+'(%

及同型

对照
'SX!-

'

J=

和
'SX#

'

+'(%

# 美国
,-?3BF?,CF,

公司&

水套式
%U

!

培养箱$中国力康发展有限公司%(倒置生物

显微镜
^I

'

!"!

型$南京江南永新光学有限公司%(

+L%T

%04?-/.

流式细胞仪$

HI

亚洲有限公司%+

;

$

I%B

细胞分离与培养$选择
$:

例湖南中医药

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感染科
!"#"

年
;

月'

!"##

年
#

月

门诊
GH2

慢性感染患者"均符合,慢性乙型肝炎防治指

南-

)

9

*诊断标准"均签署知情同意书+ 根据免疫状态分

为免疫耐受组和免疫清除组"其中免疫耐受组
#7

例"男

##

例"女
8

例"平均年龄$

!9

%

!

(

<

%

"

%岁"病程
7

)

!$

年"平均病程$

#!

%

:

(

$

%

#

%年&免疫清除组
#7

例"男

#!

例"女
:

例"平均年龄$

$"

%

#

(

$

%

7

%岁"病程
#"

)

!#

年"平均病程$

##

%

7

(

;

%

;

%年+ 另选择
#"

名湖南中

医药大学健康学生及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健

康职工作为健康组"其中男
:

例"女
;

例"平均年龄

$

!:

%

8

(

!

%

<

%岁+ 各组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

J a"

%

"<

%+ 参考
U@0b0@? (

等)

#"

*分离培养
I%B

的方法+ 无菌条件下采集各组患者及健康人手臂静脉

外周血
!" >K

"运用密度梯度离心法"肝素$

<" 'V_>K

%

抗凝"

JHT #

*

#

稀释"用淋巴细胞分离液分离外周血单

个核细胞$

R,.?RE,.04 -433Q>3C3C/F4,0. F,44B

"

JH

'

*%B

%"

JHT

洗涤
!

次"

MJ*'

'

#:;"

洗涤
#

次+ 用含

#"` +%T MJ*'

'

#:;"

液 调 整
JH*%B

浓 度 为

!

+

#"

:

_>K

"移入
:

孔培养板"每孔
!

%

< >K

"

$8

,(

<`

%U

!

培养箱孵育过夜+ 吸弃培养上清液"

$8

,预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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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J*'

'

#:;"

液轻轻洗涤培养板
!

次"祛除非贴壁细胞"

获贴壁单核细胞+ 分别加入含有粒&巨噬细胞集落刺

激因子 $

S.0C/43F1N,

'

>0F.3RE0S,F343C1

'

BN?>/40

'

N?CS O0FN3.

"

X*

'

%T+

%

# """ V_>K

"

'K

'

; <"" V_>K

完全培养基培养"隔日半量换液和加细胞因子$首次浓

度的
_!

%"培养至第
8

天"收集的悬浮细胞即为
I%B

+

<

$动物分组及干预方法$动物随机分为
<

组#正

常对照组 $

#"

只%(补肾解毒小剂量 组 $

<

只"

#

%

9; S_>K

%(补肾解毒中剂量组$

<

只"

9

%

8# S_>K

%(

健脾解毒小剂量组$

<

只"

#

%

<7 S_>K

%(健脾解毒中

剂量组$

<

只"

8

%

9! S_ >K

%+

TI

大鼠灌胃量按体表

面积法换算"小剂量相当于成人临床用药量
:

%

<:!

倍)

##

*

"其
<

倍剂量为中剂量+ 具体灌胃干预措施及大

鼠含药血浆制备均按文献)

#!

"

#$

*方法进行+ 正常对

照组采用等量生理盐水灌胃+ 每日上午
7

#

""

(下午

<

#

""

灌胃"每次灌胃量为
# >K

"连续
$

天"第
;

日上

午灌胃后
#

)

! E

内取血+ 采血前
#! E

禁食"自由饮

水"

#`

戊巴比妥腹腔注射麻醉$

;< >S_@S

%"待麻醉满

意后开腹"分离腹主动脉"持采血针刺入腹主动脉"接

负压肝素抗凝管取血"每只大鼠采血约
#" >K

"

! <"" . _>?C

离心
!" >?C

"取血浆"

"

%

!! ">

滤膜过滤

除菌"将血浆分装至
#

%

< >K =J

管中"置于&

!"

,冰

箱保存备用+

:

$最佳血浆培养浓度的确定$采用
*((

法收集

分离培养成熟的
I%B

细胞"用预热的
MJ*'#:;"

培

养液洗涤细胞
!

次"用完全培养液配制成单个细胞悬

液"以
!

+

#"

<

_>K

接种
9:

孔培养板"每孔
#"" "K

"分

别加入含药血浆
<

(

#"

(

!" "K

"使终浓度分别为
<

.(

#"

.(

!"

."每一浓度同时设
$

个复孔+ 正常对照组

大鼠血浆为正常对照孔"

<

.

%U

!

(

$8

,饱和湿度孵

育
;7 E

+ 每孔加入
!" "K

$

< S

/

K

%

*((

溶液"继续孵

育
; E

"弃上清液"加入
!"" "K I*TU

振荡
#" >?C

"

在酶标仪上选择
;9! C>

波长"以
:$" C>

波长为参

照波长"测定各孔吸光度值$

UI

值%+ 选择
I%B

生存

率最高的血浆浓度作为干预浓度+

I%B

生存率
c

药

物干预组/正常对照组
UI

值+

#""

.+

8

$含药血浆干预$于培养第
8

天收集
I%B

细

胞"同以上操作配制
!

+

#"

<

_>K

单个细胞悬液+ 取

# >KI%B

细胞悬液"用于干预前
I%B

细胞功能检测+

其余
I%B

细胞悬液各取出
#

/

$

"分别以最佳血浆培养

浓度的药物血浆进行干预"

$8

,(

<

.

%U

!

培养箱继

续培养
;7 E

后进行
I%B

功能检测+ 剩余
#

/

$ I%B

细胞悬液加入等浓度的空白血浆作为正常对照组+ 选

择
UI

值最高的空白血浆浓度"即添加浓度为
!"

.含

药血浆浓度作为计算生存率的正常对照组的
UI

值+

经计算"使
I%B

生存率最高的血浆浓度分别为
#"

.

补肾解毒中剂量组$

9<

%

"`

%和
#"

.健脾解毒小剂量

组$

9!

%

$`

%+ 将以上两个浓度作为正式实验的干预

浓度+ 依据目前国内学者报道的药物血浆最佳培养时

间
;7 E

作为进一步研究的培养时间)

#;

*

+

7

$检测指标及方法

7

%

#

$

I%B

体外培养形态学表现与鉴定

7

%

!

$

I%B

细胞表面分子表达检测$取制备好的

I%B

细胞悬液"加入
!

%

< >K =RR,CQ3.O

管中"分
<

管"每管
!"" "K

"分别加入
%I#!

'

+'(%

(

%I7:

'

J=

(

%I7"

'

+'(%

(

GKL

'

IM

'

J=

单克隆抗体各
!" "K

"轻轻混

匀"

;

,温育
;< >?C

"用
JHT

洗涤细胞
!

次以祛除未结

合的游离单抗"以
#`

多聚甲醛
<"" "K

重悬固定细胞"

用
J=

或
+'(%

标记的鼠抗人
'SX

作对照+ 用流式细胞

仪检测
%I#!

(

%I7"

(

%I7:

(

GKL

'

IM

表达水平+

7

%

$

$干扰素'

!

$

?CN,.O,.3C

'

!

"

'+6

'

!

%水平检测

$采用
=K'TL

法检测
I%B

培养上清液
'+6

'

!

水平"

按试剂盒说明书操作+

9

$统计学方法$数据采用
TJTT #$

%

"

统计软

件"计量资料实验结果以
\

(

B

表示"计量资料先进行

正态性及方差齐性检验"两组间比较满足正态性及方

差齐性时用成组
N

检验"方差不齐时用秩和检验&多组

间比较用方差分析&两两比较用
d

检验"

J P "

%

"<

为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

$免疫清除组
I%B

体外培养形态与鉴定$图
#

%

$$注#

L

为光镜下培养第
#

天
I%B

形态$ +

#""

%&

H

为光镜

下培养第
8

天
I%B

形态$ +

;""

%&

%

(

I

为电镜下
I%B

形态$醋

酸铀(柠檬酸铅" +

8 <""

%&图中箭头所示分别为
I%B

光镜和电

镜下典型的树突状毛刺

图
#

!免疫清除组
I%B

体外培养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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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JH*%B

分离培养过夜后"可见圆形扁平贴壁细胞布

满视野"培养第
$

天可见贴壁细胞逐渐减少"而悬浮细

胞开始增多"并可见贴壁单核细胞聚集成大小不等葡

萄串状"黏附于培养板底+ 培养至第
8

天可见大量悬

浮的大个细胞或细胞团"大部分细胞表面向四周伸展

出毛刺样细胞质突起+ 电镜下进行细胞鉴定"为典

型
I%B

+

!

$各组各时间点
%I#!

(

%I7"

(

%I7:

(

GKL

'

IM

表达比较$表
#

"图
!

%$免疫清除组患者干预前
%I7"

低于健康组 $

J P "

%

"<

%&免疫耐受组患者干预前

%I7"

(

%I7:

(

GKL

'

IM

均低于健康组$

J P "

%

"<

%&

免疫耐受组患者干预前
%I7"

(

GKL

'

IM

低于免疫清

除组 $

J P "

%

"<

%+ 与本组干预前比较"各给药组

%I7"

表达均升高$

J P"

%

"<

%+ 免疫耐受患者各给药

组干预后
%I7"

(

GKL

'

IM

低于免疫清除组同期$

J P

"

%

"<

%"补肾解毒方组
%I7:

高于免疫清除组同期"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J P"

%

"<

%+

$

$各组干预前后
'+6

'

!

水平比较$表
!

%$免疫

耐受组与免疫清除组干预前
'+6

'

!

低于健康组"且免

疫耐受组
'+6

'

!

低于免疫清除组$

J P"

%

"<

%+ 干预后

各组
I%B

分泌
'+6

'

!

水平有所提高"但与干预前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J a"

%

"<

%+

表
!

!各组干预前后
'+6

'

!

水平比较$$

CS_K

"

\

(

B

%

组别
C

'+6

'

!

干预前
干预后

补肾解毒 健脾解毒

免疫耐受
#7

#:

0

7;

(

;

0

<:

!"

#8

0

;<

(

$

0

$7 #8

0

$9

(

$

0

<$

免疫清除
#7

!!

0

$:

(

$

0

:;

!

!!

0

<$

(

;

0

$; !$

0

#:

(

$

0

<<

健康$$

#" $"

0

7<

(

<

0

<: $"

0

;:

(

;

0

7$ $#

0

!;

(

<

0

#$

$$注#与健康组比较"

!

J P"

0

"<

&与免疫清除组比较"

"

J P"

0

"<

表
#

!各组各时间点
%I#!

(

%I7"

(

%I7:

(

GKL

'

IM

表达比较 $$

`

"

\

(

B

%

组别
C

剂量 $

S_>K

% 时间
%I#! %I7" %I7: GKL

'

IM

免疫耐受
#7

' 干预前
$<

0

<:

(

$

0

8$

#<

0

;"

(

;

0

#!

#"

:;

0

7"

(

<

0

:8

"

88

0

$"

(

$

0

<9

#"

$$$$正常对照
#7

' 干预后
$<

0

;!

(

!

0

78 #<

0

:8

(

$

0

<$ :<

0

$;

(

;

0

#: 87

0

<$

(

$

0

;$

$$$$补肾解毒
#7 9

0

8#

干预后
$:

0

:!

(

$

0

$:

!:

0

<:

(

$

0

!8

!"#

:9

0

<:

(

;

0

$:

#

7!

0

;$

(

$

0

$:

#

$$$$健脾解毒
#7 #

0

<7

干预后
$8

0

$;

(

$

0

;8

!!

0

;:

(

;

0

<#

!#

:7

0

$$

(

$

0

:7

7#

0

:$

(

;

0

!;

#

免疫清除
#7

' 干预前
$:

0

#"

(

!

0

7#

!#

0

7"

(

;

0

$!

"

:<

0

;"

(

<

0

!# 79

0

:"

(

$

0

!#

$$$$正常对照
#7

' 干预后
$;

0

::

(

!

0

8$ !!

0

"$

(

$

0

;: :;

0

<$

(

;

0

$: 77

0

87

(

$

0

:$

$$$$补肾解毒
#7 9

0

8#

干预后
$8

0

<!

(

$

0

7$

!8

0

:$

(

;

0

$$

!

:8

0

:$

(

;

0

;$ 9!

0

<$

(

$

0

:<

$$$$健脾解毒
#7 #

0

<7

干预后
$<

0

:7

(

!

0

::

!:

0

8;

(

$

0

8$

!

:7

0

;:

(

$

0

:8 9"

0

:$

(

!

0

88

健康
#"

' 干预前
$8

0

9"

(

!

0

"$ $:

0

78

(

$

0

;! 87

0

88

(

$

0

#; 9$

0

<$

(

!

0

$;

$$注#与本组干预前比较"

!

J P "

0

"<

&与相同免疫状态健脾解毒组比较"

"

J P "

0

"<

&与免疫清除组同期比较"

#

J P "

0

"<

&与健康组比较"

"

J P

"

0

"<

图
!

!健康组
I%B

表面分子流式细胞仪部分检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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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

I%B

是体内最强的专职性抗原提呈细胞$

0CN?S,C

R.,B,CN?CS F,44

"

LJ%

%"在免疫应答的首要环节'''

抗原提呈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其抗原递呈功能较

其他专职抗原递呈细胞强
#"

)

#""

倍)

#<

*

+ 研究表明"

慢性
GH2

感染患者的
(

淋巴细胞本身并不存在明显损

害"其功能缺陷和紊乱的原因主要在于其上游的
I%B

抗原提呈功能和免疫调节功能受损"导致
(

淋巴细胞免

疫功能低下)

#:

*

+ 因此"恢复慢性
GH2

感染者
I%B

的

功能"提高
(

淋巴细胞的抗原提呈能力"对启动机体免

疫应答"纠正
GH2

感染中的免疫功能缺陷或低下十分

有利"有助于体内
GH2

的清除+

慢性
GH2

感染属中医学.黄疸/(.胁痛/(.臌胀/(

.积聚/等范畴"其外因是湿热疫毒内侵"内因归属脾肾

二脏亏虚)

<

*

+ 病理基础属于本虚标实"在正邪斗争的过

程中"机体的免疫功能处于紊乱状态"正气亏虚不能完

全行使清除邪气$

GH2

%的功能"病理状态得不到修复"

致使疾病缠绵难愈)

#8

*

+ 标本兼治符合慢性
GH2

感染

病因病机"本实验采用补肾解毒方和健脾解毒方干预

GH2

慢性感染患者外周血
I%B

"探讨两种治法对
GH2

慢性感染不同状态
I%B

功能的影响"不仅有利于进一

步明确慢性
GH2

感染患者发病的中医脏腑病机"而且

为临床治疗慢性
GH2

感染患者提供科学可靠的治疗思

路和实验基础+

既往研究发现"

I%B

表面有多种表面标志"包括

%I#!

(

%I$;

(

%I#;

(

%I7$

(

%I<;

(

%I;"

(

%I7:

(

%I##F

(

*G% #

(

GKL

'

IM

(

%KL

(

=

'钙黏着蛋白 $

=

'

F0QE,.?C

%(

%I<7

(

%I7"

等"并且随着
I%B

的不同分

化阶段而变化+ 目前国内外公认的鉴定
I%B

的相对特

异性标志为
%I#!

+

%I#!

主要表达于人
(

细胞和

I%B

"是人表皮朗格汉斯细胞的特异性标志+ 而
%I7"

和
%I7:

是
I%B

膜表面表达的两类重要的共刺激分

子"随着
I%B

成熟程度的增加而逐渐升高"可作为成熟

I%B

的标志+ 另外"

GKL

'

IM

是
*G%

'

#

类分子的一

种"是成熟
I%B

的标志性抗原"其表达的高低代表

*G%

'

#

类分子的水平)

#7

&

!#

*

+

本研究发现"免疫耐受组与免疫清除组
I%B

部分

表面分子表达率较健康组降低"其中免疫耐受组患者

%I7"

(

GKL

'

IM

又低于免疫清除组+ 经含药血浆干预

后"

%I7"

在免疫耐受组与免疫清除组中的表达较干预

前升高"说明两种含药血浆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促进慢性

GH2

感染患者外周血
I%B

的成熟&其中免疫耐受组

%I7"

(

GKL

'

IM

高于免疫清除组"说明补肾解毒方与

健脾解毒方含药血浆对促进
GH2

感染免疫耐受状态下

I%B

的成熟更加有效+ 而且"补肾解毒组
%I7:

高于

健脾解毒组"说明补肾解毒方更能促进
GH2

感染免疫

耐受状态患者
I%B

的成熟+ 补肾解毒方由六味地黄丸

加甘露消毒丹化载而成"其中六味地黄丸为滋补肾阴(

填精益髓之要方"方中熟地黄滋肾阴(益精髓"为君药&

山茱萸酸温滋肾益肝"山药滋肾补脾"共成三阴并补以

收补肾治本之要功+ 此外"甘露消毒丹具有清热解毒"

利湿化浊之功效"为治疗湿温时疫之主方+ 健脾解毒方

由四君子汤加甘露消毒丹化载而成"其中四君子汤具有

益气健脾之功效"为治疗脾胃虚弱之基础方"方中人参

为君"甘温大补元气"健脾养胃&白术为臣"苦温健脾燥

湿&佐以茯苓"甘淡渗湿健脾&使以甘草"甘温调中"共凑

益气健脾之功+ 中医学认为免疫功能低下系属机体正

气不足"充实机体正气可能是提高机体免疫功能"清除

和$或%抑制肝炎病毒"从而促使病情改善和恢复的有效

途径)

$

*

+ 国内外相关文献已证实"宿主特异性细胞免疫

调控紊乱是引起乙肝慢性化的主要原因"慢性
GH2

感

染患者普遍存在外周血
(

淋巴细胞亚群分布的差异及

I%B

活性的下降)

!!

&

!;

*

"符合.邪之所凑"其气必虚/的

中医学思想+ 而中医学理论认为"肾为先天之本"肾精

肾气的亏虚将严重影响机体脏腑功能的发挥"扶正必先

固本"通过补益先天"充实机体的肾精肾气"在很大程度

上可促进和提高机体脏腑功能运作"从而起到更好的抗

击外邪的作用+

综上所述"相关实验结果为通过补肾解毒(健脾

解毒法恢复或提高机体免疫功能"激发机体细胞免

疫应答"突破免疫耐受"清除乙肝病毒提供了一定的

理论依据和实验基础+ 然而"本实验补肾解毒方与

健脾解毒方含药血浆在干预
I%B

后"其
I%B

分泌

的
'+6

'

!

水平前后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但这并不能完

全否定
I%B

功能无变化"其部分表面分子的表达在

一定程度上升高"而相关分泌因子无明显升高可能

与缺乏相应的抗原物质刺激有关"有待于加入
GH

'

BLS

或者
G-FLS

进行实验"并同时选择其他相关分

泌因子进行综合分析评价+ 本实验只选取了一些指

标进行观察"不能全面反映
GH2

慢性感染患者机体

免疫功能状态"且未做临床多中心研究"有待在今后

的实验中进一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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