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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突状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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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机体内专职的

抗原提呈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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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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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D;

$%免疫应

答的始动者%处于免疫反应的控制位置'

2;

特异性

细胞间黏附分子
"'

结合非整合素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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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CE4

%

;2!"#

$是
2;

表面特异性

的识别受体与黏附受体'

%##!

年
;=<(%9

等!

%

"在研究

人免疫缺陷病毒#

8C@

$时首先发现
2;"0CE4

'

%###

年
E5%

U

(5.I55J

等!

!$'

"利用
C;/M"'"F-

荧光磁珠在

2;

外膜上也筛选出了
2;"0CE4

'本文就
2;"0CE4

的特征及其与微生物感染的关系进行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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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C=;?

的特征

%,%

!

2;"0CE4

的分子结构
!

2;"0CE4

属于
;"

型外

源性凝集素超家族成员%是一种由
)")

个氨基酸组成

的
*

型跨膜蛋白%其结构为)#

%

$位于
4

末端的胞质区(

#

!

$跨膜区(#

'

$位于
;

末端的胞质外区%该区又可分为

颈区与碳水化合物识别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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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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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CE4

能通过特殊的依赖
;$

!+的

;A2

来识别抗原并介导细胞之间的相互接触!

'

"

'

胞质区为无信号的肽结构域%但该区含有一些

内在化基序%如
11

#

15="15=

$基序&

!!!

#

E&="E&="

E&=

$簇&不完全的免疫受体酪氨酸活化基序

C3/M

%其中
11

基序主要介导各种病原体及抗原

的内吞%

!!!

簇与
C3/M

基序主要对信号转导进行

调节!

)

"

'跨膜区主要参与
2;"0CE4

在细胞膜上的

定位'颈区又称铰链区%由
,

个完全的和
%

个不完

全的重复序列串联而成%每个重复序列含
!'

个氨基

酸残基%该区可介导
2;"0CE4

形成同源四聚体%使

颈区结构构象发生变化%从而增强
2;"0CE4

与配

体的亲和力%同时放大配体信号!

&

"

'

;A2

又称凝集

素区%一个环状结构突出于
;A2

表面%形成
!

个

;$

!+结合位点%其中一个
;$

!+结合位点决定
2;"

0CE4

的空间构象%另一个
;$

!+结合位点调节
2;"

0CE4

与碳水化合物配体'

;A2

含有
)

个特殊的氨

基酸残基#

E&='),

&

/9.')#

&

E&='&)

&

/9.'*&

$%这些

氨基酸残基通过与
;$

!+作用而识别特异的碳水化

合物结构%当这些位点发生变异时%

2;"0CE4

则失

去与配体结合的能力!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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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CE4

的分布与表达
!

2;"0CE4

主要在

外周组织中未成熟的
2;

#

%##$(=<5'5.'<%(%--5&&

%

%2;

$表面及淋巴组织中成熟的
2;

表面表达!

,

"

'在

淋巴结&扁桃体&脾脏的
3

细胞富集区亦可见
2;"

0CE4

的表达'此外%在直肠&宫颈及子宫这些复层

鳞状上皮组织黏膜固有层&皮肤真皮层中的
2;

均

有
2;"0CE4

表达(但皮肤表皮层中的朗格汉斯细

胞&粒细胞&单核细胞与活化单核细胞&

3

细胞与活

化
3

细胞&

G

细胞与活化
G

细胞&胸腺细胞及

;2')+

来源的骨髓细胞中均无
2;"0CE4

表达!

'

"

'

除
2;

外%成人胎盘和肺部的巨噬细胞&脑毛细血管

内皮细胞以及肝窦与淋巴窦的内皮细胞表面也有

2;"0CE4

表达!

,

"

'细胞表面
2;"0CE4

的表达水平

与该细胞的状态有关%研究发现!

'

"

%在培养第
%

天即

可检测到
2;"0CE4

%随着细胞的不断成熟%

2;"

0CE4

的表达水平不断上升%在培养第
,

天%其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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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达最高%此时
2;"0CE4

与病原体的结合及转

运效率亦最高%此后随着
2;

的不断成熟
2;"0CE4

的表达水平反而逐渐下降'

A

!

P1<C=;?

与免疫调节

2;

直接调节辅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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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化成
'

型辅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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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辅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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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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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效应细胞'

研究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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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通过其
;A2

识别结核

分枝杆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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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3G

$细胞

壁上的阿拉伯脂甘露糖#

M$.1/M

$抑制脂多糖诱

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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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成熟%并抑制白细胞介素#

C1

$

"%!

的分

泌%同时使
C1"%"

的分泌增加%使机体更易出现免疫

耐受'这可能与
2;"0CE4

抑制了
2;

的功能有关%

也可能是由于
3+&&

受体 #

3+&&"&%J5<5-5

:

(+<9

%

31A9

$和
;

型凝集素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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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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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A9

$在内吞抗原时的串扰所致'因为已经有研究

表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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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CE4

等其他
;1A9

与
31A9

发生串扰

时%

3

细胞的免疫活性受到抑制'而
0+&"F+=&+.

等

研究认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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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C@"%

外膜蛋白通过上调
2;"0CE4

的基因表达水平而增强其与
3

细胞的黏附能力以

促使
8C@"%

的传播'但也有研究认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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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CE4

捕获病原体有利于抗原的加工提呈并促使机

体产生有效的免疫应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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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病原体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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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CE4

与
8C@

!

8C@

感染人体后最先接

触皮肤黏膜组织中的
%2;

%

%2;

表面的
2;"0CE4

与

含高甘露糖结构的
8C@

外膜蛋白
6:

%!"

具有较高

的亲和力'

2;"0CE4

能够介导
8C@

的转运%增加

8C@

感染
;2)+3

细胞的机会%但
2;"0CE4

只在

8C@"%

感染的早期介导病毒的入侵'此外%

2;"

0CE4

可延长病毒对
3

细胞的感染'

8C@"%

在体外

单独存在
%

天即丧失感染力%而与
2;"0CE4

结合后

能在
2;

胞内贮存达
)

天!

%%

"

'由此可见%

2;"0CE4

与
8C@"%

结合后%不仅可以富集病毒%还能稳定病

毒%维持和延长病毒的感染活性%这可能是导致机体

持续性感染的最主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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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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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

先证明
2;"0CE4

与丙型肝炎病毒#

8;@

$

!!

外膜

蛋白高甘露糖化的糖链具有高亲和力%他们认为

2;"0CE4

不仅能够捕获血液中的
8;@

%还能捕获

肝脏中的
8;@

并将其转运至临近肝细胞'同时

D+*&#$..

等也对
2;"0CE4

与
8;@

的关系进行了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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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从外周血等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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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的成熟或未

成熟单核细胞来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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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与可溶性
!!

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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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未

成熟
M22;9

的结合依赖于
2;"0CE4

的存在%但与

成熟
M22;9

的结合仅部分依赖于
2;"0CE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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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他病原体
!

研究表明!

%)$%,

"

%

2;"0CE4

可能为慢病毒的通用受体%它除能介导

8C@

与
8;@

的感染外%还能介导其他多种病原体

感染%如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相关冠状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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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登革热病毒&巨细胞病毒

等(同时
2;"0CE4

也可以与烟曲菌&利士曼原虫结

合!

%($%#

"

'最近亦有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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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
2;"0CE4

也与肿瘤

的免疫逃避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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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变异与病原体感染

有研究称病原体对机体的感染力有赖于
2;"

0CE4

的基因表达水平'启动区控制基因表达水

平%据此有学者推测
2;"0CE4

启动区基因变异可

能通过影响其基因表达水平而影响机体对某些病原

体的感染%多项研究证明了这一点'

!"")

年
M$<(%.

等对
2;"0CE4

启动区基因变

异与
8C@"%

的关系进行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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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现
2;"0CE4

启动区
$''*;

的个体较
$''*3

的个体更易感染

8C@"%

%但此影响只在垂直传播的个体中观察到%在

经性传播的个体中并未发现此现象'此后有学者对

2;"0CE4

启动区基因变异与结核的关系进行了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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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发现
2;"0CE4

启动区
$''*;

的个体较
$

''*3

的个体更易感染
M3G

'但是也有研究认

为!

!'

"

%

2;"0CE4

启动区
$''*

位点基因突变与机体

对
M3G

的易感性之间并无明显关联%他们认为这

可能与机体感染
M3G

的程度有关%也可能是由于

基因多态性导致连锁不平衡%从而影响了启动区的

活性所致'

2;"0CE4

启动区基因变异除可影响机

体对某些病原体的易感性外%其对疾病的严重程度

也有较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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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0$J=.($I*$%

等研究发

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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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CE4

启动区
$''*;

的出现频率%登革热

患者较登革出血热患者低(同时他们发现
$''*;

+

3

基因突变也可影响
2;"0CE4

启动区内的
0

:

%

样结

合位点并介导其转录活性'一般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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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因子提高等位基因
;

的转录频率%但本观察结果

却显示%等位基因
;

的转录频率要较等位基因
3

的

转录频率低'这可能与细胞表面
2;"0CE4

的基因

表达水平降低导致细胞的免疫监视功能下降有关'

2;"0CE4

颈区也可发生变异%但颈区变异的频

率较低%且目前还未发现该区变异与机体对
8C@"

%

&

M3G

等病原体的易感性&慢性化或疾病的严重程

度之间有直接的相关性!

!'$!&

"

'

这些研究表明%

2;"0CE4

基因变异%尤其是启动

区的变异可能是控制某些疾病转归的关键因素之一'

但机体内的某些因素可能影响
2;"0CE4

的有效表达%

从而影响
2;"0CE4

与病原体的关系%使疾病的转归改

变方向'而目前关于
2;"0CE4

的研究主要还局限于

体外%对于活体内该基因的功能以及其他基因对该基

因的影响等方面还知之甚少%这还需进一步的研究'

R

!

结语

目前%艾滋病&慢性肝炎&结核等疾病都是难以

治疗的慢性疾病%引起这些慢性疾病的病原体

8C@

&

8;@

&

M3G

等都能被
2;"0CE4

识别%同时这

些病原体具有潜伏期长%能够感染免疫细胞而抑制

细胞免疫的共性%因而
2;"0CE4

可能在病原微生

物的慢性感染和免疫逃避中发挥着关键作用'认识

2;"0CE4

介导这些病原体感染的机制%分析
2;"

0CE4

在不同个体间的表达差异%研究其编码基因

的多态性%为明确这些慢性疾病的感染机制&预防性

疫苗的开发以及基因治疗等提供了新的切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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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职业安全知识来源和防护用品使用情况
!

见

表
'

'

表
'

!

()

名消毒员职业安全知识来源和防护用品使用情况

职业安全知识来源

护士长培训 消毒员培训班其他

防护用品使用

隔热手套 棉纱手套 无

人数
*) %, ' ! *' %#

H ,*,%# !",!) ',&, !,'( ,&,"" !!,*!

B

!

讨论

',%

!

消毒员学历亟待提高
!

本调查结果显示%消毒

员学历偏低&参差不齐%且年龄结构偏大%二级以下

医院尤为明显'

',!

!

医学及机械维护知识匮乏
!

被调查的消毒员

中%未接受医学及机械维护知识培训者高达
*",,%H

和
%"",""H

'虽然都取得了上岗证%但由于基础知

识差%对培训老师所讲的内容如灭菌器结构&材质等

不能理解或不太感兴趣%专业知识未能掌握'

','

!

职业安全及防护意识淡薄
!

灭菌器安全阀是

压力过高时非常重要的安全卸压装置%是避免发生

爆炸事故的重要保障'按.消毒技术规范/要求!

!

"

%

每日应进行性能检查%确保安全'本项调查结果反

映出消毒员安全意识淡薄%加强安全培训迫在眉睫'

在防护用品使用方面%消毒员对自身职业防护重视

程度不够%易引起烫伤等职业伤害'而安全防护知

识主要源于护士长的培训和工作经验积累%说明护

士长在培训中的作用至关重要'

',)

!

应急处理技术有待进一步提高
!

本调查结果

显示%消毒员掌握紧急状况处理措施欠缺%表明应急

预案在日常培训中未落到实处%甚至形同虚设'

',&

!

对策

',&,%

!

应提倡实行消毒员准入制度
!

招聘消毒员

时%选择接受过医学专业教育的人员来担任%再通过

上岗前培训使其达到一定的专业水平'

',&,!

!

加强专业知识培训
!

包括医院感染的概念

及危害&消毒灭菌&微生物学基础知识&各项技术操

作规程&质量标准&监测技术&应急预案等'通过培

训使消毒员明确消毒供应工作有较强的科学性和技

术性%必须用质量管理标准和技术操作规程指导工

作'同时%因灭菌器涉及机械&水&电&汽等知识较

多%应适当聘请相关专业工程师进行讲解%以确保在

灭菌器运行中及时发现故障%及时排除'

',&,'

!

充分发挥护士长的作用
!

护士长应对消毒

员个体状况进行全面评估%制定出适合于个体的培

训计划并组织实施'采用小讲课&操作示范&分析缺

陷等灵活多样的形式进行'对文化程度低&基础差

的消毒员宜用通俗易懂&深入浅出的方式讲解%并根

据消毒员的接受能力和实际操作水平及时调整教学

方法%使消毒员能按.消毒技术规范/操作!

'

"

'定期

进行考核%实行质量追踪%提高整体素质%保障灭菌

物品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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