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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摘要】# 采用 ()*+ 免疫组化法对 $& 例口腔扁平苔藓患者（,-. 组）及 / 例正常人（对照组）的颊黏膜标本

进行朗格罕细胞（-+）、0-)123 角朊细胞、淋巴细胞浸润程度及基底细胞变性程度检测。结果对照组中 -+ 主要

位于基底细胞层，偶见于基底细胞层上方，固有层中少见；无 " 例 0-)123 4 角朊细胞存在。,-. 组，-+ 位于棘细

胞层的中、下部及基底细胞层，甚至见于棘细胞全层，固有层中多见。上皮中的 -+ 数量明显高于对照组（! 5
’6 ’’"），"7 例显示存在 0-)123 4 角朊细胞，且固有层中淋巴细胞浸润程度与基底细胞变性程度呈正相关。证明

! 淋巴细胞介导的细胞免疫反应在 ,-. 的发病中起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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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口腔扁平苔藓（,-.）是一种有潜在危险的癌

前状态［"］，最常见于颊黏膜。其发病原因尚不清

楚，近来认为细胞免疫起重要作用。$’’7 年 " 月

< $’’& 年 " 月，我们采用免疫组化法对 ,-. 患者

受损颊黏膜的朗格罕细胞（-+）、0-)123 角朊细

胞数量、分布情况及淋巴细胞浸润程度与基底细胞

变性程度进行了观察，旨在对其免疫发病机制进行

深入探讨。

"# 材料与方法

"6 "# 材料# $& 例 ,-. 口腔颊黏膜标本（,-. 组）

均来源于山东大学口腔医院病理科（";;% < ";;8
年）。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9" 岁，平均 7/6 8
岁。正常颊黏膜 / 例（对照组），男 $ 例，女 9 例；年

龄 $/ < && 岁，平均 796 7 岁。两组性别、年龄无显

著差异。所有标本常规福尔马林固定，石蜡包埋，

连续组织切片，厚度 7!=。免疫组化所用试剂：(1
"’’ 多克隆小鼠抗人抗体（ 稀释度 " > "’’，美国

(?@=A 公司），0-)123 单克隆小鼠抗人抗体（ 稀释

度 "> &’，德国 *6 B6 公司），即用型 ()*+ 试剂盒

（武汉博士德公司），2)*（美国 .)C, 公司）。

"6 $# 方法# 石蜡切片烘 $D，9’E。切片经二甲苯

脱蜡 $ F "&G，经逐级酒精 "’’H <8&H后入水，.*(
洗 % F %G。%H 0$,$ 室温 "’G，.*( 洗 % F %G。复合

消化液室温 "’G，.*( 洗 % F %G（0-)123 抗体省略

此步）正常羊血清封闭切片，湿盒中 %8E %’G，甩

干。一抗（(1"’’ 或 0-)123 抗体），湿盒中 7E 过

夜，.*( 洗 % F %G。二抗羊抗小鼠 I@J，湿盒中 %8E
%’G，.*( 洗 % F %G。()*+，湿盒中 %8E9’G，.*( 洗

% F %G。2)*，0$,$ 液显色，显微镜下控制显色，自

来水冲洗 "&G。苏木素复染，盐酸酒精分化，自来

水冲洗 "&G。经逐级酒精 8&H < "’’H 脱水，二甲

苯透明，树胶封片。阴性对照：用 .*( 代替一抗，

其余步骤不变。

"6 %# 结果判定# (1"’’ 4 -+ 胞浆及核浆棕褐色着

色，0-)123 4 -+ 胞膜及胞浆棕褐色着色。选取病

变典型区域，连续计数 & 个 7’ F "’ 高倍镜视野中

的阳性细胞数，取平均值，即为每 7’ F "’ 高倍镜视

野中 -+ 数。观察到 0-)123 4 角朊细胞的标本记

为（ 4 ），无为（ K ）。参考张筱林（";/7 年）提出的

,-. 中淋巴细胞浸润程度及基底细胞变性程度的

分度标准，固有层淋巴细胞带浅、窄，细胞分布密度

低为轻度浸润；淋巴细胞带浅、窄，但细胞分布密度

密集或淋巴细胞带宽而细胞分布密度低为中度；淋

巴细胞带宽且细胞分布密集为重度浸润。基底细

胞变性程度：基底细胞中出现水肿为轻度；基底细

胞破损、液化退变或基底细胞层下方出现小裂隙为

中度；基底细胞层下方有水疱形成为重度。每一标

本依据占优势的分度定级。

"6 7# 统计学处理# 采用秩和检验、" 检验及四格表

的确切概率法。

# 结果

$6 "# (1"’’ 4 -+ 及 0-)123 4 -+ 的表达 # 所有标

本中 (1"’’ 4 -+ 及 0-)123 4 -+ 的分布基本一致。

对照组主要位于基底细胞层，偶见于其上方，固有

层中 (1"’’ 4 细胞少见。,-. 组主要位于棘细胞层

的中、下部，也可见于基底细胞层，甚至棘细胞全

层，固有层中 (1"’’ 4 细胞多见。-+ 在上皮中散在

分布或围绕结缔组织乳头分布。两组上皮 -+ 计

数见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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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两组上皮 #$ 计数结果（个，! % "）

组别 & ’(!)) * #$ +#,(-. * #$"

/#0 组

对照组

12
3

!4 52 % !4 !6!

)4 72 % )4 !6
14 11 % !4 56!

)4 6) % )4 !!

" " 茫：与对照组比较，!# 8 )4 ))!

14 1" +#,(-. * 角朊细胞的表达 " 对照组无 ! 例

显示 +#,(-. * 角朊细胞存在，/#0 组中有 !6 例

（29: ），+#,(-. * 角朊细胞分布不一致，有的阳性

细胞呈灶状或片状存在，有的散在分布于基底细胞

层及棘细胞层，有的只偶见于基底细胞层。未发现

其分布与固有层中淋巴细胞浸润程度有明显关系。

14 7" /#0 固有层淋巴细胞浸润程度与基底细胞变

性程度的相关性 " 淋巴细胞浸润程度轻中度 1)
例，其中基底细胞变性程度轻中度 !5 例，重度 7
例；重度 2 例，其中变性程度轻度 ! 例，重度 6 例。

经四格表确切概率法 检 验，# 8 )4 )2，可 以 认 为

/#0 中淋巴细胞浸润程度与基底细胞变性程度呈

正相关。

7" 讨论

#$ 来源于骨髓，经血液迁移到皮肤和黏膜。

#$ 是启动细胞免疫反应的关键成分，在皮肤黏膜

的局部免疫反应中具有重要作用。已经证实，表皮

缺乏 #$ 时如接触外来抗原，非但不能产生超敏反

应，反而产生对该作用抗原的特异性免疫耐受。

根据本文 #$ 的分布及计数结果，我们认为，

/#0 中存在异常的抗原性物质吸引 #$ 向上皮游

走，且其游走能力增强，可达棘细胞层的中部甚至

上部。因仅 1: 的上皮 #$ 具有分裂增殖能力，故

/#0 上皮中 #$ 数量的增加，可能为固有层中 #$
及指突状细胞（ ;$）向上皮迁移所致。本研究发现

/#0 固有层中 ’(!)) * 细胞明显较正常组织多见，

与上皮 #$ 的增加相对应，提示从血液迁移到结缔

组织的 ’(!)) * 细胞也增加。

精神因素是国内外学者公认的 /#0 发病因素

之一。+<=<> 等发现表皮中神经样突起与多数 #$
胞膜有接触，常见含降钙素基因相关多肽（$?.0）

的神经与 #$ 并列。电镜下观察可见 #$ 的胞膜及

其附近有 $?.0 的沉积［1］。$?.0 在体外实验中

可以调节 #$ 的抗原递呈功能，示周围神经系统与

免疫系统能够相互作用。在未知刺激的影响下

（如紧张、抑郁等），神经在上皮 #$ 附近释放生物

活性物质（包括 $?.0）来调节 #$ 的功能，从而引

起细胞免疫的改变。因此，#$ 在 /#0 的发病机制

中起着重要作用。

本研究发现灶状或片状存在的 +#,(-. * 角朊

细胞周围可见 #$，尤其是其下方固有层中 ’(!)) *

细胞聚集。已证实正常口腔黏膜中 #$ 可表达 @6

抗原，但是 @ *
6 #$ 与 @ *

9 #$ 之比仅为 ! A 7；而在

/#0 黏膜上皮中 @ *
6 #$ 与 @ *

9 #$ 之比达 ! A !［7］。

@6 抗原与 +#,(-. 抗原能相互作用加强细胞之间

的黏附。在 /#0 病损黏膜中部分角朊细胞表达

+#,(-. 抗原，可能通过 @6 B +#,(-. 的相互作用，

促使 #$ 进入上皮中，从而使细胞免疫反应持续进

行。/#0 中角朊细胞表达 +#,(-. 抗原不同标本

之间及同一标本内的分布不一致，也反映了 /#0
病损处于不同的免疫活性状态。国内外对 /#0 进

行免疫组化研究的结果差异很大，除了与检测方

法、标志抗体及计数方法不同之外，还反映了 /#0
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其免疫活性处于活跃

与相对静止的交替状态，不同患者及疾病不同的发

展阶段，其免疫学特征不尽相同。由于病例选择的

原因而造成研究结果的不一致。

综上所述，@ 淋巴细胞介导的细胞免疫反应在

/#0 的发生、发展中起重要作用，本研究从免疫病

理学角度阐述了 /#0 组织学改变的形成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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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医药》杂志被俄罗斯《 文摘杂志》列为来源期刊

经中国科学技术期刊编辑学会国际交流工作委员会、中国高等学校自然科学学报研究会对外联络委

员会认定，《山东医药》杂志自 1))6 年起已被世界六大著名检索期刊之一的俄罗斯《文摘杂志》（,F，\;Y;(
@;）列为来源期刊。 本刊编辑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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