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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的表达比健康人群明显降低!且与疾病严重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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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常型银屑病是银屑病中最常见的类型#发病机制至今尚

不完全清楚(目前认为#银屑病是一种在多基因遗传背景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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淋巴细胞异常活化的慢性炎性反应皮肤病#可能与遗传'免疫

调节'环境及精神等多种因素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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淋巴细胞的活化和增殖在银屑病发病机制中起主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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淋巴细胞上程序性死亡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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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负性协同刺激

分子#主要通过与其配体
R27M

结合#传递负性协同刺激信号#

抑制淋巴细胞的活化和增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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淋巴细胞上
R27$

分

子的表达特征在银屑病中研究尚少#因此#本研究采用流式细

胞技术对寻常性银屑病患者外周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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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的表达进行分析#为寻找治疗银屑病新型方法提供依

据#现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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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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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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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至
%($*

年
'

月于本院门

诊确诊的寻常型银屑病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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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为银屑病组#其中男
$)

例#

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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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年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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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岁#平均$

'8&)i$$&%

&岁%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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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月至

$$

年#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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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银屑病皮损面积和严重程度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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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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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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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所有患者

均符合/临床皮肤病学0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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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诊断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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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入组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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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

月内未系统使用糖皮质激素及免疫抑制剂治疗#均未合并肿瘤

及其他免疫相关性疾病(另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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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健康志愿者作为健康对

照组#其中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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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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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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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标本于
%'/

内完成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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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处理
!

采用
3R33$6&(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计量

资料以
MiB

表示#采用成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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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比较两组外周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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淋巴细胞上
R27$

分子表达的差异#相关性分析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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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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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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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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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周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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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上
R27$

分子表达的特征
!

见图

$

(本研究结果显示#银屑病患者外周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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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上
R27

$

分子表达量为$

$'&88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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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低于健康对照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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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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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上
R27$

分子表达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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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屑病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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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上
R27$

分子表达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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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

及病程的相关性
!

见图
%

(银屑病患者外周血中
!2'

Y

9

细胞

上
R27$

分子表达与
R"3K

评分呈明显负相关$

: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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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与患者的病程长短无明显相关性$

:X(&(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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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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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上
R27$

分子表达与银屑病严

重程度相关而与病程无相关性#在银屑病发病机制中有重要

作用(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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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屑病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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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上
R27$

分子表达与

R"3K

评分及病程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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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屑病以表皮过度增生和炎性细胞浸润为特征#活化的
9

淋巴细胞可分泌
,

7

干扰素'白细胞介素$

KM

&

7$0

'

KM7%%

等多种

炎性因子作用于角质形成细胞导致其异常增生)

)

*

(

R27$

属于

!2%4

家族成员#是一种调节性受体#主要表达于活化的
9

细

胞#与其配体
R27M$

或
R27M%

结合可传递抑制性信号#在维持

免疫稳态中有重要作用)

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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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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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在关节病型银屑

病患者外周血
9

淋巴细胞上
R27$

分子的表达明显降低#且与

疾病严重程度呈负相关(

本研究结果显示#寻常型银屑病患者外周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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淋巴

细胞上
R27$

分子的表达明显低于健康对照组#由此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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淋巴细胞上
R27$

分子参与银屑病发病(有研究显示#

银屑病组
R27$

的
+SN"

表达水平显著低于健康对照组#这与

本研究结果相一致)

6

*

(体外研究也表明#

R27$

抗体可诱导银

屑病样皮损产生#而
R27$

可能通过抑制
9

细胞
KM7$0"

的分

泌而减轻咪喹莫特诱导的银屑病样皮损的严重程度)

$(

*

(本研

究结果还显示#

!2'

Y

9

淋巴细胞上
R27$

分子的表达与
R"3K

评分呈负相关#但与患者病程长短无明显相关性#由此提示

!2'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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淋巴细胞上
R27$

分子的表达可以作为判断疾病严重

程度的指标#或许在日后治疗中可通过检测
!2'

Y

9

淋巴细胞

上
R27$

分子的表达来评价疗效(

总之#寻常型银屑病患者
!2'

Y

9

淋巴细胞上
R27$

分子

的表达明显降低#且与疾病严重程度呈负相关(由此提示

!2'

Y

9

淋巴细胞上
R27$

分子的表达在银屑病发病机制中有

重要作用#但能否成为新型治疗靶点而为银屑病患者带来福

音#仍需更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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