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矽肺患者外周血中T 淋巴细胞

亚群分布状态的研究

鞍银劳动卫生研究所 ( 11 4 0 0 3) 何 勤 温 风玉 吕庆 吉

提 要 用单克隆抗体 ( C D 3 、

C D ` 、

C D 。 )
,

检测30 例矽肺患者和 30 例矽肺结核患者的外周血T 淋巴

细胞亚群
。

结果C D 3 、

C D ; 的百分数与绝对数及 C D ,/ C D .
竺均显著低于正常对照组

,

矽肺结核的 C D .
、

C D 4百分数
、

C D 4绝对数均显著低于单纯矽肺
。

关健饲 矽肺 单克隆抗体 T淋巴细胞亚群

为了进一步探讨矽肺的细胞免疫学机理
,

以及 比较与矽肺结核的异同
,

本实验通过对矽

肺30 例
、

矽肺结核 30 例外周血 T淋巴细胞亚群

的检测
,

了解其 T 淋巴细胞亚群的分布状态
,

并进而验证其鉴别诊断的临床价值
。

对象及方法

一
、

研究对象

矽肺 30 例
,

均男性
,

年龄5 2~ 82 岁
,

平均

6 6岁 ; 矽肺结核 3 0例
,

男性 2 9例
,

年龄 4 9~ 7 8

岁
,

平均 62 岁
,

女性 1例
,

年龄 60 岁 ; 健康体

检正常对照组 30 例
,

男性 27 例
,

年 龄 45 ~ 57

岁
,

平均 5 2岁
,

女性 3例
,

年龄 45 ~ 49 岁
,

平

均 48 岁
。

上述所有矽肺
、

矽肺结核患者均接触

粉尘 10 ~ 25 年不等
,

按 1 9 8 6年国家尘肺X 线诊

断标准进行复诊经矽肺诊断组最后确诊
。

矽肺

结核患者
,

均有盗汗
、

低热症状
,

抗结核治疗

显效
,

其中痰查到结核菌 18 例
。

合并急性肺内

感染
、

SLE
、

类风湿的病例予以摒除
。

二
、

生物试剂

1
.

抗人 T 淋巴细胞亚群 单 克 隆 抗体

( C D
3、

C D
. 、

C D
。
)

:

北京医科大学微生物教研室

提供
,

由美国Or th o公司细胞株制备 ;

2
.

免疫荧光抗体
:

兔抗鼠 gI G免疫荧光

抗体
,

北京医科大学免疫教研室提供
。

三
.

实验方法

杭人 T 淋巴细胞单克隆抗体测定外周 血 T

琳 巴细胞亚群分布状态
,

采用间接免疫荧光法

(珍 A )
,

取静脉血
,

肝素抗凝
,

淋巴细胞分 层

液离心分离单个核细胞
,

取细胞悬液加入尖底

塑料离心管
,

依次加入 C D M c A b及兔抗鼠lg G

一
F I T C荧光抗体

,

在荧光显微镜下计数荧光阳

性细胞和淋巴细胞总数
,

算出阳性 细胞 百 分

率
,

每一标本至少数 200 个细 胞
,

荧 光强 度

( 十 + )以上者为阳性
。

显著性检验用 t 检验
。

结 果

一
、

正常对照组与矽肺组间外周血 T 淋巴

细胞亚群的比较
:

矽肺组中 C D
3、

C D
`

的百分数与绝对数及

C D
`

/C D
.

均显著低于正常对照组 ( P < 0
.

01 )

(见表 1
、

2 )
。

二
、

矽肺各期间外周血 T 淋巴细胞亚群的

比较
:

C D
3、

C D
`

的绝对数均随矽肺各期进展略有

下降
,

但各期间无显著性差异 ( P > 0
.

0 5 ) (见

表 3
、 4 )

三
、

矽肺组与矽肺结核组间外周血 T 淋巴

细胞亚群的比较
:

矽肺结核组中的 C D
, 、

C D
4

百分数
、

C D
`

的

绝对数均显著低于矽肺组 ( P < 0
.

01 )
,

C D ./

C D
t

无显著性差异 (见 表 1
、

3 )
。

四
、

正常对照组
、

矽肺组及矽肺结核组间

外周血中淋巴细胞总数比较
:

矽肺
、

矽肺结核组与正常对照组相比有明

显降低之趋势
,

尤以矽肺结核降低明显
,

与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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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对照组有显著性差异 (P< 0
.

1 0) (见表 2)
。

五 正常对照组与矽肺组
、

矽肺组与矽肺

结核组间 T淋巴细胞亚群的变化在鉴别诊断中

作用的比较
:

为了探讨各项淋巴细胞亚群参数对上述两

组比 较中辅助诊断价值
,

本文分别在各组的T

淋巴细胞亚群参数中
,

假设 3 项标准临界值作

为各自的诊断标准
,

并求出它们各自在诊断中

的敏感性
、

特异性
、

阳性率 (表 1 ~ 6 )
,

计

算方法如下
:

敏感性 = 真阳性例数

真 阳性 + 假阴性例 数

x 1 00%

特异性 二 真阴性例数

真阴性 + 假阳性例数

x 10 0%

阳性率 =
真 阳性例数

真阳性 十假 阳性例数

x 10 0 %

衰 1 各 组 间 C O 百 分 数 比 较

例 数 C D 3 ( % ) C D一 (% ) C D
。 (夕百) C D J /C D ,

:}’:
、 lrJ、吸了少OU.万ù丹̀,

…
、 l

、

J
、气esZùóO曰ū了对 照 组

矽 肺 组

矽肺结核组

6 2
.

5士 4
.

5 6
.

0 士 5
.

5 1
.

2 士 2
.

4 0
.

8士 3
.

3 2
.

8 士 3
.

2 9
.

0 士 1
.

26
.

9 士 4
.

3

2 6
.

5 士 4
.

4

2 3
.

6 士 3
.

0

1
.

5 6 士 O

1
.

2 7 士 O

1 CS士 Q

口̀n.n.
弓曰份U3

. P < 0
。

Q l

衰2 各组间淋巴细胞总数
、

C D绝对数比较

例数 L C D s C D - C D

9 6 3士 “ 5

兰飞
6 63 士 2 4 ,l 飞
5 1 9 士 1 6 4 )

6 3 2士 2 3 7

5 3 9土 2 2 9

4 2 7士 1 5 6

.}.
l
之...,自UóU

.
1j,ǹ月“tUǹ卜勺土土+一口匀O曰UO

ó了,U6石内O氏Ut若勺̀自̀,1汽én娜九é
,U八口,d

对 照 组

矽 肺 组

矽肺结核组

. P < O
。

0 1

1 4 8 4士 5 3 3

1 1 3 4 士 4 4 6

9 1 8士 28 7

裹 5 矽肺各期间 C D百分数比较

例数 C D 3 ( 夕̀ )

矽肺 1 期

矽肺 I 期

矽肺 I 期

1 8 5 6
.

9 士 6
.

2

5 6
.

6 士 3
.

3

5 4 2 士 5 2

C D 4 ( % )

3 3
.

2 士 3
.

4

3 2
.

8士 2
.

3

3 2
.

0士 2
.

9

C D 。 ( % )

忿6
.

3 士 4
.

9

2 6
.

if 士 4
.

?

2 6
.

5 士 3
.

已

C D 4 /C D 。

1
.

3士 0
.

2

1
.

2 5士 0
.

1

1
.

2 2士 0
.

1

衰 4 矽肺各期间淋巴细胞总数
、

C D 绝对数比较

例数 L C D 3 C D 4 C D 。

矽肺 I 期

矽肺 I 期

矽肺 l 期

1 8 2 1 3 5 士 7 8 5

18 7召土 7 0 2

1 8 8 1 土 6 5 5

12 1 0士 4 9 1

1 0 7 4 士 4 5 4

9 8 2 士 3 0 7

7 0 5 士 2 6 0

6 2 2 士 2 5 6

5 8 5 士夕1 4

5 7 1士 2 5 9

5 12 士 2 2 6

4 7 6 土 1 4 4

表 5 外周血
`
{

J
T 淋巴细胞亚群三项参数对矽肺的诊断率

敏感性 ( % ) 特异性 ( % ) 阳性
’
扒 ( % )

818688
ù丫n曰,J弓口n急OJṑù口几Uùb斑blbC D 3 ( % ) < 5 8

C D ` ( % ) < 3 5

C D 毋 /C D 。 < 1
.

3

裹 6 外周血中T淋巴细胞亚群三项参数对矽肺结核的诊断率

敏感性 (% ) 特异性 ( % ) 阳性率 ( % )

,U,几j,门才月̀月品 马J̀11.八甘
曰̀品O亡口njt̀0

月JQ臼
口
弓C D 3 ( % ) < 5 3

C D 一 (% ) ( 5 1

C D 一 / C D 。 < 1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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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论

一
、

正常对照组与矽肺组间外周血T 淋巴

细胞亚群比较
:

矽肺组中的D C
。 、

D C
。

的百分数与绝对数及

CD
.

/D C
.

均显著低于正常对照组
,

上述结果表

明矽肺患者 T H八细胞明显减少
。

T
H
为辅助 T细

胞
,

具有协助 B 细胞产生抗体增强 T 细胞的杀

伤作用
、

促进巨噬细胞吞噬的功能
,

如 T H
减少

必将造成体液免疫功能降低
。

众所周知
,

矽肺

免疫为体液免疫增强
,

因此
,

我们推测 T H
八亚

群的百分数和绝对数的减少及 C D
,

/ C D
。

比值的

降低均是由T ,
细胞减少的结果所致

。
T ,
为诱导

T细胞
,

具有诱导 T
。

(抑制 T 细胞 ) 和诱导 IL
,

(白细胞介素 2 ) 介导 的抑制作用来 间接抑制

B细胞抗体合成的功能
。

因此
,

T ,
减少必将导

致体液免疫的增强和 自身抗体的产生
。

C D
。

在

比较中无显著性差异
。

以上结果与 U城 hc
、

C。 -

s切bL l e
t ’ 〕

所做混合性尘肺患者外周血 T 淋巴细胞

亚群实验结果基本一致
。

亦与海老原
` , 〕

实验结

果基本一致
。

二
、

矽肺各期间外周血 T淋巴细胞亚群 的

比较
:

C D
3 、

C D
`

的百分数与绝对数及C D
.

/C D
.

随

病期晋级
,

无显著性差异
。

三
、

矽肺组与矽肺结核组间外周血 T淋 巴

细胞亚群比较
。

矽肺结核组中C D
, 、

C D
`

百分数
、

C D
`

绝对

数均显著低于矽肺组
,

C D
4

/ C D
。

无显著性差

异
。

结果说明
:

矽肺结核患者 C D
`

降低较单纯

矽肺组更为明显
,

且矽肺结核 的淋巴细胞总数

及 C D 的绝对数的改变比 l 期矽肺患者更 低 但

较接近其数值
,

因此推测 T 淋巴细胞亚群 的分

布改变可能与 I 期矽肺患者极易合并肺结核有

关
。

hs ir at su
C h

〔 , ’

也得出肺结核进展期 C D
` 、

C D
;

/C D
。

在外周血中比正常对照组显著降低的

结论
。

四
、

正常对照组
、

矽肺组
、

矽肺结核组间

外周血中淋巴细胞总数比较
:

矽肺
、

矽肺结核组与正常对照组相 比有降

低趋势
。

尤以矽肺结核降低明显
,

其与正常对

照组有显著性差异
。

lU ir c h也认为单纯矽肺 的

淋巴细胞总数与正常对照组比有所降低
,

但两

者无显著性差异
。

而石棉肺的降低与正常对照

组有显著性差异
。

因此
,

其认为吸入不同粉尘

可引起不同的免疫调节改变
。

五
、

正常对照组与矽肺组
、

矽肺组与矽肺

结核组间T 淋巴细胞亚群的变化在鉴别诊断中

作用的比较
:

从假设的 3 项标准临界值所得出在辅助鉴

别诊断中的敏感性
、

特异性
、

阳性率可看出
,

当 C D
,

( % ) < 5 8
、

C D
`

( % ) < 5 5
、

C D
4

/ C D
.

<

1
.

3 时
,

对矽肺的诊断率来说特异性
、

阳性率

较高
。

有一定的辅助诊断价值
。

当 C D
。
( % ) <

5 3
、

C D
。
( % ) < 3 1时

,

从敏感性
、

特异性
、

阳

性率来看敏感性较高
,

但特异性
、

阳 性 率 稍

差
,

对矽肺结核的诊断有参考价值
。

C D
。

/C D ,

对矽肺结核诊断无明显意义
。

综上所述
,

矽肺
、

矽肺结核患者细胞免疫

明显降低
,

T淋 巴细胞亚群中C D
`

明显减少
,

以矽肺结核减少为显著
。

推测C D
`

减少主要为

T ,
细胞减少

,

即 s u P p r e S S
一

in du e e r 细胞减少

主要 因C D
`

减少所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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