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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的比例明显升高!且分期高患者升高更为明显!提示可能
与食管癌免疫逃逸和免疫耐受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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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性肿瘤与免疫逃逸密切相关!研究发现食管 肿瘤存在局部免疫抑制!并表达可溶性免疫抑制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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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瘤免疫中发挥抑制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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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研究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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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

胞在卵巢癌$头颈部肿瘤$肺癌中有比例增加现象!

?=@

"

%

但其机制尚不明确#本研究采用流式细胞技术%对食

管癌患者外周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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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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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进行

分析%并探讨其临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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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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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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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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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9

月在浙江省肿瘤医院接受手术治疗的初

治患者%其中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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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女性
E

例
F

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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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

平均
E#;$G

岁# 患者均有明确的病理诊断%未接受放

疗$化疗及其他抗肿瘤治疗%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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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月未使用过免疫

增强剂% 其病理类型均为鳞状细胞癌# 临床分期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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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进行分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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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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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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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病变位于食管上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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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食管中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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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食管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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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病理证实后行食管癌一切口

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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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二切口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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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三切口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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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对

照组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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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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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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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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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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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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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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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在我院健康体检者志愿留取血清样

本后经全面体检无疾患者以及因胸部疾病手术者术

前留取血清样本后经病理证实为良性疾病者% 且近

$

个月未使用过免疫增强剂% 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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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试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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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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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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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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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的鼠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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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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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疫球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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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疫球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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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购自美国贝克曼库尔特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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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流式细胞仪为美国贝克曼库尔特

公司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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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式细胞仪分析

所有观察对象均于确诊后治疗前清晨空腹抽取

静脉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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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凝# 应用荧光直接标记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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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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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用流式细胞仪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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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分析数据%记录阳性细胞百分率%减去非特异对

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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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处理

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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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软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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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 方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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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果

#"!

两组外周血
/A&

B

/A!?

B

/A9!@

C

>*26

细胞比例

比较

食管癌组
9G&

例与对照组
ED

例外周血
/A&

B

/A!?

B

/A9!@

C

>*26

占
/A&

B

>

细 胞 比 例 分 别 为

S?;9%\"9;D!\T

和
S&;?E\"9;9E\T

#可见食管癌患者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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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比例明显升高# 两

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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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的比例变化

食管癌
><L

分期
!N

期
!

例$

",

期
&&

例$

"N

期
9@

例及
#,

期
&9

例患者
/A&

B

/A!?

B

/A9!@

C

>*26

细胞比例分别为
S&;??\"";@D\T

$

S&;!?\"9;!@\T

$

S?;E&\"9;&?\T

和
SE;"9\"9;@%\T

# 将
&

种分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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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论

我国是食管癌的高发国家!虽然手术"放疗"化

疗的综合治疗在食管癌治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

目前治疗疗效已趋平台! 进一步提高其疗效已成为

当前研究重点# 提高肿瘤的免疫原性的肿瘤免疫治

疗被认为疗效欠佳$ 细胞免疫是机体抗肿瘤免疫的

主要方式!而细胞免疫主要由
'

淋巴细胞介导!

'

淋

巴细胞进一步分化为辅助性
'

淋巴细胞
( ')

!

*+&

,

-

*+$

,

.

和细胞毒性
'

淋巴细胞
( '/

!

*+0

,

-*+$

,

.

$ 而这

类由
'

细胞介导的
'123

细胞具有免疫调节作用!是

维持自身免疫耐受的关键$ 调节性
'

细胞是一群具

有抑制其他免疫细胞功能的负调控细胞! 可抑制机

体的抗肿瘤免疫反应%

04#5

&

$

*+&

,

*+!6

,

'123

细胞具有

免疫应答低下和免疫抑制性两大功能特征$ 肿瘤抗

原可活化
'123

细胞!抑制机体抗肿瘤免疫应答的产

生!保持一种相对稳定的对肿瘤无应答状态$

本研究应用流式细胞学技术检测食管癌患者外

周血
*+&

,

*+!6

,

*+#!7

8

'123

细胞占
*+&

,

'

淋巴细

胞的比例!结果显示!食管癌患者外周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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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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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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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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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细胞比例明显高于对照组

(9:5;5#.

$ 这群细胞的水平明显升高!提示食管癌患

者免疫功能下降$ 免疫功能失调与肿瘤患者外周血

'123

细胞比例增加有关!

'123

细胞能抑制机体的抗

肿瘤免疫应答!有助于肿瘤细胞的免疫逃逸$临床分

期较晚患者的
*+&

,

*+!6

,

*+#!7

8

'123

细胞比例明显较临床分期较早患者增

加
( 9:5;5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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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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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

期与

"<

期患者
'123

表达水平比较均有较

明显差异!表明可能食管癌患者
'123

细

胞介导的免疫耐受和肿瘤的生长密切

相关$ 但未发现与
#=

期患者的比较有

差异!可能是
#=

期患者仅
!

例!样本量

过少!有待于进一步扩大样本量进行深

入研究$ 有研究认为可能肿瘤本身可以

通过释放一些特殊的细胞因子诱导

'123

细胞的增生和分化!大多数肿瘤能

分泌趋化因子
**>!!

!而
'123

表面高表

达
**>!!

受体
**?&

%

##

&

$活化的
'123

细

胞增多能通过细胞间直接接触方式介

导免疫抑制'也可以通过间接作用抑制

@9*

表达协同刺激分子!抑制效应性
'

细胞增殖及

A>!!

产生%

#!

&

$但本研究中未发现年龄"淋巴结及外膜

受侵状态不同患者的
'123

细胞比例的差异
(9"

5;56.

!考虑可能
'123

细胞比例的改变是肿瘤进展中

较晚期事件或
'123

细胞比例的差异与年龄无关!而

与肿瘤的病变程度及免疫状况有关$

*+&-*+0

比值是目前临床上最常用的反映免

疫功能状态的指标!但该指标与临床病理分期"肿瘤

负荷"

9B

状态及生存期之间没有很好的相关性 %

C$

&

'

且
*+&

,

'

细胞和
*+0

,

'

细胞本身各自包含了功能

各异的细胞群体! 因此不可能全面反映机体的免疫

功能状态$本研究结果提示!应用流式细胞技术检测

食管癌外周血
*+&

,

*+!6

,

*+C!7

8

'123

细胞比例能

较敏感"特异地反映其细胞免疫功能状态!有可能成

为反映食管癌免疫状态及疾病进展的外周血标志

物$ 减少或去除体内的
*+&

,

*+!6

,

*+C!7

8

'123

细胞

可有效消除其对肿瘤的免疫无应答性! 引起肿瘤特

异性和非特异性效应细胞的自然发育! 激活抗肿瘤

免疫的途径$

食管癌微环境中存在
*+&

,

*+!6

,

*+C!7

8

'123

细胞介导的免疫抑制网络! 对其深入研究将有助于

进一步认识食管癌的生理" 病理机制以及了解食管

癌机体免疫调节机制! 可对食管癌的病情及预后判

断方面提供一定的线索! 也为其免疫治疗提供新的

研究策略!有助于临床设计有效的抗肿瘤治疗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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