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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支气管哮喘是一种涉及Ｔｈ１／Ｔｈ２失衡的慢性气道过敏性疾病。Ｔｈ２偏移是哮喘发病的主要原因之一。近年研

究发现，Ｔ细胞免疫球蛋白和黏蛋白区域分子１（ＴＩＭ１）在调控哮喘发病过程中的Ｔ细胞活化及Ｔｈ１／Ｔｈ２分化中发挥重要作

用，已成为当前研究热点之一。本文就ＴＩＭ１基因特点及其在支气管哮喘发病中的作用作一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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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气管哮喘（简称哮喘）是常见的慢性气道炎症性疾病，

受遗传和环境综合因素的影响。哮喘发作时存在着Ｔ细胞

分化向Ｔｈ２偏移、Ｔｈ２细胞及其细胞因子表达增多、气道嗜

酸粒细胞炎症浸润、气道高反应以及黏液高分泌等病理生理

改变［１２］。全球哮喘患者已达３亿，每年有近２０万人死于哮

喘［３］。目前哮喘的治疗主要以吸入性β２激动剂和糖皮质激

素为最有效的治疗方法，但需早期使用，且长期使用会出现

一定的不良反应（如骨质疏松）［４］。因此，探索哮喘更有效的

治疗手段迫在眉睫。针对哮喘易感基因的研究发现，Ｔ细胞

免疫球蛋白和黏蛋白区域分子１（Ｔｃｅｌｌｉｍｍｕｎｏｇｌｏｂｕｌｉｎａｎｄ

ｍｕｃｉｎｄｏｍａｉｎｍｏｌｅｃｕｌｅ１，ＴＩＭ１）在调控Ｔ细胞活化、分化以

及介导哮喘等变态性疾病的发病过程中起重要作用，并被认

为是哮喘的易感基因［５］。ＴＩＭ１主要表达于活化的ＣＤ４＋Ｔ

细胞，并优势表达于Ｔｈ２细胞，促进Ｔｈ２细胞因子生成，致炎

性细胞浸润和黏液分泌增加，加重哮喘发病。本文就ＴＩＭ１

基因特点及其在支气管哮喘发病中的作用作一综述。

１　ＴＩＭ１基因特点及其多态性

　　ＭｃＩｎｔｉｒｅ等［５］利用定位克隆技术在Ｔａｐｒ（Ｔｃｅｌｌａｎｄａｉｒ

ｗａｙｐｈｅｎｏｔｙｐｅ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位点发现一新的基因家族，即ＴＩＭ
基因家族，该基因家族与哮喘等变态反应性疾病发病密切相

关。ＴＩＭ基因编码的蛋白为Ⅰ型跨膜蛋白，其基本结构包括

ＩｇＶ域、黏蛋白域、跨膜区和有磷酸化位点的胞质区；ＩｇＶ域

包括４个保守的半胱氨酸，均富含苏氨酸、丝氨酸和脯氨酸，

黏蛋白域有多个糖基化位点，胞质区含４２～７７个氨基酸，是

小鼠和人高度保守的结构域。目前已知的 ＴＩＭ 基因家族

中，小鼠有８个成员（ＴＩＭ１～ＴＩＭ８），位于染色体１１Ｂ１．１；

在人类只有３个成员（ＴＩＭ１、ＴＩＭ３和 ＴＩＭ４），分别与小

鼠的ＴＩＭ１、ＴＩＭ３、ＴＩＭ４相对应，位于染色体５ｑ３３．２，该

区域与哮喘、变态反应和自身免疫反应共连锁。

　　ＴＩＭ１最初发现于甲型肝炎和肾脏损伤者，被命名为甲

型肝炎病毒细胞受体１（ｈｅｐａｔｉｔｉｓＡｖｉｒｕｓｃｅｌｌｕｌａｒｒｅｃｅｐｔｏｒ１，

ＨＡＶｃｒ１）［６］和 肾 损 伤 因 子 １（ｋｉｄｎｅｙｉｎｊｕｒｙ ｍｏｌｅｃｕｌｅ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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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ＩＭ１）［７］。小鼠 ＴＩＭ１基因位于 Ｔａｐｒ内约０．４ｃｍ 的区

域，编码含３０５个氨基酸的跨膜蛋白，与大鼠ＫＩＭ１有７８％
同源，与人类 ＨＡＶｃｒ１有４２％同源［５］。ＴＩＭ１黏蛋白域含

丝氨酸／苏氨酸／脯氨酸（Ｔ／Ｓ／Ｐ）的高度重复序列，富含约６０
个糖基化位点，促进ＩｇＶ域发挥功能。研究表明，ＴＩＭ１主

要表达于活化的ＣＤ４＋ Ｔ细胞，优势表达于Ｔｈ２细胞，刺激

Ｔ细胞活化和Ｔｈ２细胞因子生成，介导变态反应性疾病如哮

喘的发病过程；ＴＩＭ１还可表达于肥大细胞、Ｂ细胞亚群、

ＮＫＴ（ｎｅｔｕｒａｌｋｊｉｌｅｒＴ）细胞及肾小管上皮细胞［８９］。ＴＩＭ３
主要表达于Ｔｈ１细胞和树突状细胞，主要调节Ｔ细胞凋亡和

免疫耐受，在自身免疫性疾病中起关键作用［１０］。目前有关

ＴＩＭ４的研究不多，已知其主要表达于抗原呈递细胞，且作

为一种磷脂酰丝氨酸（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ｉｄｙｌｓｅｒｉｎｅ，ＰｔｄＳｅｒ）受体调节

Ｔ细胞活化和耐受［１１］。

　　ＴＩＭ１具有高度的多态性特点，其多态性主要位于黏蛋

白域［４］。人、鼠及猴的ＴＩＭ１具有单核苷酸和插入蛋白／剔

除蛋白变异体。ＴＩＭ１序列分析发现，ＴＩＭ１基因外显子４
具有高度多态性，包括非同义置换、插入或剔除变异体及同

义置换［１２］。ＴＩＭ１外显子４编码多态性的６氨基酸插入蛋

白，与过敏性疾病和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ＡＩＤＳ）的进展密

切相关［１３］。相关分析显示，ＴＩＭ１等位变异可促进变应性疾

病的进展，在感染甲型肝炎病毒（ＨＡＶ）个体尤为明显，在

ＨＡＶ 血 清 阳 性 患 者，ＴＩＭ１ 黏 蛋 白 域 外 显 子 ４
（１５７ｉｎｓＭＴＴＴＶＰ）的６氨基酸插入蛋白与 ＨＡＶ结合，可预

防过敏性疾病［１４］。流行病学调查也显示，ＨＡＶ血清阳性个

体较阴性个体过敏性疾病和哮喘发生低［１４］。Ｋｉｍ等［１５］对３０
例 ＨＡＶ诱导急性肝脏衰竭的阿根廷人研究发现，ＴＩＭ１多

态性与严重 ＨＡＶ感染的易感性密切相关。编码 ＨＡＶ受体

的ＴＩＭ１／ＨＡＶｃｒ１（１５７ｉｎｓＭＴＴＴＶＰ）基因６氨基酸插入蛋

白与 ＨＡＶ诱导的急性肝病相关，该结构可促进 ＨＡＶ感染

的进展，但对哮喘等过敏性疾病有预防作用。ＴＩＭ１作为

ＨＡＶ细胞受体和Ｔ细胞共刺激分子，提示 ＨＡＶ可能通过

ＴＩＭ１直接影响免疫系统。ＴＩＭ１和 ＨＡＶ感染实为遗传

（ＴＩＭ１多态性）和环境（ＨＡＶ感染）的相互作用。但ＴＩＭ１
的１５７ｉｎｓＭＴＴＴＶＰ等变异体可预防哮喘等变态反应性疾病

发生率的现象只发现于曾感染 ＨＡＶ的个体。在日本，ＨＡＶ
感染率接近于零，提示日本人的ＴＩＭ１表达与预防哮喘发生

并无相关性［１６］。

２　ＴＩＭ１配体

　　ＴＩＭ１通过与其配体结合和相互作用，从而调控免疫反

应，介导哮喘等过敏性疾病的发病。目前发现ＴＩＭ１配体主

要有 ＨＡＶ、ＴＩＭ４、ＰｔｄＳｅｒ及 ＬＭＩＲ５（Ｌｅｕｋｏｃｙｔｅｍｏｎｏｌｇ

ｌｉｋｅｒｅｃｅｐｔｏｒ５）。

２．１　ＨＡＶ　ＴＩＭ１即早先发现的 ＨＡＶｃｒ１，ＨＡＶ为ＴＩＭ

１的外源配体。Ｓｉｌｂｅｒｓｔｅｉｎ等［１７］研究发现，ＴＩＭ１分子 Ｎ末

端富含半胱氨酸的结构域和黏蛋白域是ＴＩＭ１与 ＨＡＶ结

合的特异识别位点。ＴＩＭ１与 ＨＡＶ结合后，通过阻断ＴＩＭ

１与内源配体结合或交联而直接抑制 Ｔｈ２细胞分化，减少

Ｔｈ２细胞因子生成，从而预防哮喘的发生发展，由此解释了

ＨＡＶ感染与哮喘等过敏性疾病的发生呈负相关性［１６］。

２．２　ＴＩＭ４　ＴＩＭ４是ＴＩＭ１的天然配体，可与ＴＩＭ１结

合。ＴＩＭ１与 ＴＩＭ４的相互作用可调节 Ｔ 细胞增殖［１８］。

ＴＩＭ４仅表达于抗原呈递细胞表面，尤其是淋巴结的树突细

胞，而不表达于Ｔｈ１或Ｔｈ２细胞。在体外，ＴＩＭ４Ｉｇ融合蛋

白可以共刺激介导ＣＤ３和ＣＤ２８的Ｔ细胞增殖。这些研究

表明ＴＩＭ１和ＴＩＭ４相互作用传递的信号对Ｔ细胞增殖至

关重要。

２．３　ＰｔｄＳｅｒ　在正常细胞中，ＰｔｄＳｅｒ以 ＡＴＰ依赖的方式位

于细胞内部，但在细胞凋亡过程中，ＰｔｄＳｅｒ转移暴露于膜表

面。相关研究显示，ＴＩＭ１是ＰｔｄＳｅｒ受体，而凋亡细胞表达

ＰｔｄＳｅｒ，ＮＫＴ细胞持续表达 ＴＩＭ１［９］。在哮喘气道上皮，凋

亡细胞以ＮＫＴ细胞和ＴＩＭ１依赖的方式通过ＴＩＭ１而识

别凋亡细胞表面的ＰｔｄＳｅｒ，诱导肺ＮＫＴ细胞激活、增殖及细

胞因子生成，导致气道高反应［９］。

２．４　ＬＭＩＲ５　ＬＭＩＲ５即为早先的 ＣＤ３００ｂ，是新发现的

ＴＩＭ１候选配体。ＬＭＩＲ５既不表达于ＰｔｄＳｅｒ，也不表达在碳

水化合物结合位点，而是表达于树突状细胞。Ｙａｍａｎｉｓｈｉ
等［１９］利用ＬＭＩＲ５Ｆｃ和高表达ＴＩＭ１蛋白的Ｂ细胞系 Ａ２０
细胞克隆表达，发现ＴＩＭ１与ＬＭＩＲ５结合，而二者的相互作

用可被抗ＴＩＭ１抗体或Ｆ／Ｇ与Ｃ／Ｃ’环组成的裂缝残基特

异突变体阻滞。

３　ＴＩＭ１与哮喘

　　哮喘是一种Ｔｈ２细胞介导的免疫性疾病，以气道黏液高

分泌、炎性细胞浸润及气道高反应等为主要特征。ＴＩＭ１具

有特征性的表达模式。ＴＩＭ１ 表达于 ＣＤ４＋ Ｔ 细胞，而

ＣＤ４＋ Ｔ细胞在哮喘的气道高反应和发病机制中起关键作

用；ＴＩＭ１转录发生在抗原刺激初期，这一时期是影响Ｔ细

胞分化和促进Ｔｈ２细胞因子生成和气道高反应的关键时期。

这一表达模式明显不同于其他哮喘易感基因。因此，ＴＩＭ１
与哮喘的发生关系密切，为哮喘重要的易感基因。

３．１　ＴＩＭ１抗体　单克隆抗体（ｍｏｎｏｃｌｏｎａｌａｎｔｉｂｏｄｉｅｓ，

ｍＡｂｓ）是生物学研究领域的有效工具。大多源于小鼠或人

的ＴＩＭ１单克隆抗体在体内或体外均无明显蛋白活性，但在

免疫反应和疾病模型中有着显著的作用。特异的单克隆抗

体可调节ＴＩＭ１活性，但在不同的免疫反应中的作用不同。

目前国内外关于ＴＩＭ１与哮喘等变态反应性研究主要通过

ＴＩＭ１抗体调节ＴＩＭ１表达，观察相应的病理生理改变。大

多数研究者将ＴＩＭ１抗体集中在对ＴＩＭ１起不同效应的激

动剂和拮抗剂。

　　ＴＩＭ１单克隆抗体拮抗剂可明显抑制免疫反应。Ｓｏｎａｒ
等［２０］研究发现，在卵清蛋白（ｏｖａｌｂｕｍｉｎ，ＯＶＡ）诱导的小鼠变

应性哮喘模型中，小鼠 ＴＩＭ１单克隆抗体４Ａ２．２能抑制疾

病的进展，包括单核细胞浸润、黏液的产生及Ｔｈ２细胞因子

生成，其作用机制主要是４Ａ２．２与ＴＩＭ１胞外ＩｇＶ区４个保

守半胱氨酸形成２个二硫键构成的Ｆ／ＧＣ／Ｃ’裂隙结构域相

连，干扰ＴＩＭ１与配体的相互作用，也说明在该模型中ＴＩＭ

１ｍＲＮＡ表达呈正向调节；在尘螨诱导的人源化哮喘小鼠模

型中，小鼠抗人的ＴＩＭ１单克隆抗体 Ａ６Ｇ２可减少肺部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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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和Ｔｈ２细胞因子产生，降低对乙酰甲胆碱的气道高反

应；而分离哮喘患者外周血单个核细胞（ＰＢＭＣ），单克隆抗体

Ａ６Ｇ２可抑制Ｔ细胞与抗原的相互作用。

　　ＴＩＭ１单克隆抗体激动剂可明显增强免疫反应。Ｘｉａｏ
等［２１］研究发现，在实验性自身免疫性脑脊髓炎模型中，单克

隆抗体ＲＭＴ１１０不减少整体细胞因子量而诱导Ｔｈ２细胞因

子表达。另一种小鼠ＴＩＭ１单克隆抗体１Ｈ８则可加剧肺部

病变，增加Ｔｈ１和Ｔｈ２细胞因子的量［２２］。也有类似研究发

现，在ＯＶＡ诱导的小鼠模型，小鼠 ＴＩＭ１单克隆抗体３Ｂ３
可提高Ｔ细胞对ＯＶＡ的免疫反应，诱导Ｔ细胞增殖，诱导

Ｔｈ１细胞因子ＩＦＮγ和Ｔｈ１７细胞因子ＩＬ１７表达，而不影响

ＩＬ４表达［２３］。

３．２　共刺激作用　在 Ｔ细胞中，ＴＩＭ１只表达于活化的

ＣＤ４＋ Ｔ细胞，不表达于幼稚的ＣＤ４＋ Ｔ细胞。ＴＩＭ１与其

单克隆抗体交联为活化的ＣＤ４＋ Ｔ细胞提供有效的共刺激信

号，促进幼稚Ｔ细胞增殖，并促使其向Ｔｈ２细胞分化，促进细

胞因子的生成［８］。

　　在体内，ＴＩＭ１也发挥主要共刺激作用。ＴＩＭ１单克隆

抗体激动剂３Ｂ３与抗原作用，增强特异性抗原 Ｔ 细胞反

应［２３］。在注射流感疫苗过程中，ＴＩＭ１单克隆抗体发挥重要

佐剂效应，增强特异病毒免疫反应［２４］。

３．３　介导炎症反应及黏液分泌　ＴＩＭ１多态性与Ｔｈ１／Ｔｈ２
细胞分化和气道高反应密切相关。利用ＴＩＭ１单克隆抗体

阻断ＴＩＭ１，可缓解过敏原诱导的气道炎症［９］。研究发现，

哮喘小鼠模型ＴＩＭ１表达升高［２４］，与Ｔｈ２转录因子ＧＡＴＡ

３（ＧＡＴＡｂｉｎｄｉｎｇｐｒｏｔｅｉｎ３）表达呈正相关［２５］，而经腹腔注射

ＴＩＭ１Ａｂ后肺泡灌洗液炎性细胞和淋巴结 Ｔｈ２细胞因子

ＩＬ１３及ＩＬ１０表达量降低，Ｔｈ１细胞因子ＩＦＮγ未受影响；

同时肺组织黏液细胞增殖和黏液量也减少［２６］。有趣的是，

ＴＩＭ１单克隆抗体可识别 ＴＩＭ１不同表位，对 Ｔｈ１／Ｔｈ２细

胞因子量和气道炎症产生不同的作用。

３．４　介导感染　如前所述，ＴＩＭ１即 ＨＡＶｃｒ１，通过与

ＨＡＶ结合并相互作用介导 ＨＡＶ感染的发生和发展。ＴＩＭ
又为哮喘的易感基因，当其与 ＨＡＶ结合后，ＣＤ４＋Ｔ细胞表

达的ＴＩＭ１游离数量减少，ＣＤ４＋Ｔ细胞向Ｔｈ２分化趋势减

弱，调控哮喘的发生发展。ＴＩＭ１调控哮喘机制复杂。ＴＩＭ

１黏蛋白域和ＩｇＶ域均可促进 ＨＡＶ病毒脱核壳。而研究显

示，儿科患儿 ＨＡＶ的严重性与 ＴＩＭ１多态性密切相关，黏

蛋白域插入蛋白能更有效地与 ＨＡＶ连接［２７］。这与最初的

在 ＨＡＶ阳性血清哮喘患者中ＴＩＭ１多态性与预防哮喘发

生相关［６］的结论相同。最新研究发现ＴＩＭ１又是埃勃拉病

毒和马尔堡病毒的受体，介导丝状病毒进入体内［２８］。但

ＴＩＭ１黏蛋白多态性如何影响 ＨＡＶ等病毒感染细胞的机制

目前尚不完全清楚。

４　展　望

　　哮喘严重威胁人类健康，ＴＩＭ１基因与哮喘发病密切相

关。实验证明，通过ＴＩＭ１单克隆抗体阻断ＴＩＭ１表达，进

而可明显缓解气道炎性细胞浸润、减少Ｔｈ２细胞因子量以及

气道黏液细胞黏液的产生。以往的治疗方法大多集中在针

对一些细胞因子、趋化因子或其受体的拮抗剂。例如，抗ＩＬ

５拮抗剂可抑制哮喘患者痰中嗜酸粒细胞的凋亡，人源化抗

ＩＬ５单克隆抗体能减轻嗜酸粒细胞对趋化因子的反应；但是

抗ＩＬ５只能减少已产生的ＩＬ５的含量，而不能从根本上抑

制或是阻断ＩＬ５的合成，治疗哮喘效果欠佳［２９］。ＩＬ１３能够

诱导气道高反应性和黏液高分泌，动物实验显示，抗ＩＬ１３治

疗可减少肺部炎症，提示抗ＩＬ１３治疗可能是治疗哮喘的有

效策略［３０］；气道内转染ＩＦＮγ质粒可改善哮喘小鼠气道细胞

因子ＩＬ４、ＩＬ５和ＩＦＮγ异常［３１］。但上述治疗靶点均处于哮

喘发病的下游节点，且大多仍处于实验阶段。针对ＩｇＥ的抗

ＩｇＥ抗体治疗（ＩｇＥ人源性重组单克隆抗体奥马珠单抗）可作

为严重哮喘的治疗。研究显示，奥马珠单抗能降低血中ＩｇＥ
水平，减少哮喘患者气道中的ＩｇＥ、ＩｇＥ受体和嗜酸粒细胞，

能改善控制欠佳的重症持续性哮喘患者的症状，减少哮喘患

者激素的使用量，提高哮喘患者吸入沙美特罗与氟替卡松的

治疗效果，治疗较安全，患者耐受良好［３２］，但治疗费用高昂，

目前仍不能普及。ＴＩＭ１独特的表达模式，介导活化ＣＤ４＋

Ｔ细胞向Ｔｈ２细胞分化，调节Ｔｈ２细胞因子等介质产生，影

响哮喘发生发展。因此，从ＴＩＭ１出发可探寻更有效治疗哮

喘的新方法。但目前对ＴＩＭ１的研究仍处于动物模型阶段，

且ＴＩＭ１对哮喘影响相关机制尚不十分清楚，如介导气道黏

液细胞化生的机制，有待进一步探索和研究。

５　利益冲突

　　所有作者声明本文不涉及任何利益冲突。

［参 考 文 献］

［１］　ＭａｚｚａｒｅｌｌａＧ，ＢｒｉａｎｃｏＡ，ＣａｔｅｎａＥ，ＤｅＰａｌｍａＲ，ＡｂｂａｔｅＧＦ．

Ｔｈ１／Ｔｈ２ｌｙｍｐｈｏｃｙｔｅｐｏ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ｉｎａｓｔｈｍａ［Ｊ］．Ａｌｌｅｒｇｙ，２０００，

５５：６９．
［２］　ＨｏｌｔＰＧ．Ｋｅｙｆａｃｔｏｒｓｉｎ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ａｓｔｈｍａ：ａｔｏｐｙ［Ｊ］．

ＡｍＪＲｅｓｐｉｒＣｒｉｔＣａｒｅＭｅｄ，２０００，１６１：５１７２５１７５．
［３］　ＧａｇａＭ，ＺｅｒｖａｓＥ，ＧｒｉｖａｓＳ，ＣａｓｔｒｏＭ，ＣｈａｎｅｚＰ．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ｏｆｓｅｖｅｒｅａｓｔｈｍａ［Ｊ］．ＣｕｒｒＭｅｄＣｈｅｍ，２００７，

１４：１０４９１０５９．
［４］　ＳｅｌｒｏｏｓＯ，ＬｆｒｏｏｓＡＢ，ＰｉｅｔｉｎａｌｈｏＡ，ＲｉｓｋａＨ．Ａｓｔｈｍａｃｏｎｔｒｏｌ

ａｎｄｓｔｅｒｏｉｄｄｏｓｅｓ５ｙｅａｒｓａｆｔｅｒｅａｒｌｙｏｒｄｅｌａｙｅｄ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ｏｆ

ｉｎｈａｌｅｄｃｏｒｔｉｃｏｓｔｅｒｏｉｄｓｉｎａｓｔｈｍａ：ａｒｅａｌｌｉｆｅｓｔｕｄｙ［Ｊ］．Ｒｅｓｐｉｒ

Ｍｅｄ，２００４，９８：２５４２６２．
［５］　ＭｃＩｎｔｉｒｅＪＪ，ＵｍｅｔｓｕＳＥ，ＡｋｂａｒｉＯ，ＰｏｔｔｅｒＭ，ＫｕｃｈｒｏｏＶＫ，

ＢａｒｓｈＧＳ，ｅｔａｌ．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ａｐｒ（ａｎａｉｒｗａｙｈｙｐｅｒｒｅａｃｔｉｖ

ｉｔｙ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ｌｏｃｕｓ）ａｎｄｔｈｅｌｉｎｋｅｄＴｉｍｇｅｎｅｆａｍｉｌｙ［Ｊ］．Ｎａｔ

Ｉｍｍｕｎｏｌ，２００１，２：１１０９１１１６．
［６］　ＦｅｉｇｅｌｓｔｏｃｋＤ，ＴｈｏｍｐｓｏｎＰ，ＭａｔｔｏｏＰ，ＺｈａｎｇＹ，ＫａｐｌａｎＧＧ．

ＴｈｅｈｕｍａｎｈｏｍｏｌｏｇｏｆＨＡＶｃｒ１ｃｏｄｅｓｆｏｒａｈｅｐａｔｉｔｉｓＡｖｉｒｕｓ

ｃｅｌｌｕｌａｒｒｅｃｅｐｔｏｒ［Ｊ］．ＪＶｉｒｏｌ，１９９８，７２：６６２１６６２８．
［７］　ＩｃｈｉｍｕｒａＴ，ＢｏｎｖｅｎｔｒｅＪＶ，ＢａｉｌｌｙＶ，ＷｅｉＨ，ＨｅｓｓｉｏｎＣＡ，Ｃａｔｅ

ＲＬ，ｅｔａｌ．Ｋｉｄｎｅｙｉｎｊｕｒｙｍｏｌｅｃｕｌｅ１（ＫＩＭ１），ａｐｕｔａｔｉｖｅｅｐｉ

ｔｈｅｌｉａｌｃｅｌｌａｄｈｅｓｉｏｎｍｏｌｅｃｕｌｅｃｏｎｔａｉｎｉｎｇａｎｏｖｅｌｉｍｍｕｎｏｇｌｏｂｕ

ｌｉｎｄｏｍａｉｎ，ｉｓｕｐｒｅｇｕｌａｔｅｄｉｎｒｅｎａｌｃｅｌｌｓａｆｔｅｒｉｎｊｕｒｙ［Ｊ］．ＪＢｉｏｌ

Ｃｈｅｍ，１９９８，２７３：４１３５４１４２．
［８］　ＲｏｄｒｉｇｕｅｚＭａｎｚａｎｅｔＲ，ＤｅＫｒｕｙｆｆＲ，ＫｕｃｈｒｏｏＶＫ，ＵｍｅｔｓｕＤ



·１１３８　 · 第二军医大学学报　２０１２年１０月，第３３卷

Ｔ．Ｔｈｅｃｏ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ｏｒｙｒｏｌｅｏｆＴＩＭｍｏｌｅｃｕｌｅｓ［Ｊ］．ＩｍｍｕｎｏｌＲｅｖ，

２００９，２２９：２５９２７０．
［９］　ＬｅｅＨＨ，ＭｅｙｅｒＥＨ，ＧｏｙａＳ，ＰｉｃｈａｖａｎｔＭ，ＫｉｍＨＹ，ＢｕＸ，ｅｔ

ａｌ．ＡｐｏｐｔｏｔｉｃｃｅｌｌｓａｃｔｉｖａｔｅＮＫＴｃｅｌｌｓｔｈｒｏｕｇｈＴｃｅｌｌＩｇｌｉｋｅ

ｍｕｃｉｎｌｉｋｅ１ｒｅｓｕｌｔｉｎｇｉｎａｉｒｗａｙｈｙｐｅｒｒｅ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Ｊ］．ＪＩｍｍｕｎｏｌ，

２０１０，１８５：５２２５５２３５．
［１０］ＭｏｎｎｅｙＬ，ＳａｂａｔｏｓＣＡ，ＧａｇｌｉａＪＬ，ＲｙｕＡ，ＷａｌｄｎｅｒＨ，Ｃｈｅｒ

ｎｏｖａＴ，ｅｔａｌ．Ｔｈ１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ｃｅｌｌｓｕｒｆａｃｅｐｒｏｔｅｉｎＴｉｍ３ｒｅｇｕｌａｔｅｓ

ｍａｃｒｏｐｈａｇｅ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ｅｖｅｒｉｔｙｏｆａｎａｕｔｏｉｍｍｕｎｅｄｉｓｅａｓｅ
［Ｊ］．Ｎａｔｕｒｅ，２００２，４１５：５３６５４１．

［１１］ＦｒｅｅｍａｎＧＪ，ＣａｓａｓｎｏｖａｓＪＭ，ＵｍｅｔｓｕＤＴ，ＤｅＫｒｕｙｆｆＲ Ｈ．

ＴＩＭｇｅｎｅｓ：ａｆａｍｉｌｙｏｆｃｅｌｌｓｕｒｆａｃｅ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ｉｄｙｌｓｅｒｉｎｅｒｅｃｅｐｔｏｒｓ

ｔｈａｔｒｅｇｕｌａｔｅｉｎｎａｔｅａｎｄａｄａｐｔｉｖｅｉｍｍｕｎｉｔｙ［Ｊ］．ＩｍｍｕｎｏｌＲｅｖ，

２０１０，２３５：１７２１８９．
［１２］ＮａｋａｊｉｍａＴ，ＷｏｏｄｉｎｇＳ，ＳａｔｔａＹ，ＪｉｎｎａｉＮ，ＧｏｔｏＳ，ＨａｙａｓａｋａＩ，

ｅｔａｌ．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ｆｏｒｎａｔｕｒａｌ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ＨＡＶＣＲ１ｇｅｎｅ：ｈｉｇｈ

ｄｅｇｒｅｅｏｆａｍｉｎｏａｃｉｄｖａｒ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ｉｎｔｈｅｍｕｃｉｎｄｏｍａｉｎｏｆｈｕｍａｎ

ＨＡＶＣＲ１ｐｒｏｔｅｉｎ［Ｊ］．ＧｅｎｅｓＩｍｍｕｎ，２００５，６：３９８４０６．
［１３］ ＷｉｃｈｕｋｃｈｉｎｄａＮ，ＮａｋａｊｉｍａＴ，ＳａｉｐｒａｄｉｔＮ，ＮａｋａｙａｍａＥＥ，

ＯｈｔａｎｉＨ，ＲｏｊａｎａｗｉｗａｔＡ，ｅｔａｌ．ＴＩＭ１ｈａｐｌｏｔｙｐｅｍａｙｃｏｎｔｒｏｌ

ｔｈｅｄｉｓｅａｓｅ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ｔｏＡＩＤＳｉｎａＨＩＶ１ｉｎｆｅｃｔｅｄｆｅｍａｌｅｃｏ

ｈｏｒｔｉｎＴｈａｉｌａｎｄ［Ｊ］．ＡＩＤＳ，２０１０，２４：１６２５１６３１．
［１４］ＭｃＩｎｔｉｒｅＪＪ，ＵｍｅｔｓｕＳＥ，ＭａｃａｕｂａｓＣ，ＨｏｙｔｅＥＧ，Ｃｉｎｎｉｏｇｌｕ

Ｃ，ＣａｖａｌｌｉＳｆｏｒｚａＬＬ，ｅｔａｌ．Ｉｍｍｕｎｏｌｏｇｙ：ｈｅｐａｔｉｔｉｓＡｖｉｒｕｓｌｉｎｋ

ｔｏａｔｏｐｉｃｄｉｓｅａｓｅ［Ｊ］．Ｎａｔｕｒｅ，２００３，４２５：５７６．
［１５］ＫｉｍＨＹ，ＥｙｈｅｒａｍｏｎｈｏＭＢ，ＰｉｃｈａｖａｎｔＭ，ＧｏｎｚａｌｅｚＣａｍｂａｃ

ｅｒｅｓＣ，ＭａｔａｎｇｋａｓｏｍｂｕｔＰ，ＣｅｒｖｉｏＧ，ｅｔａｌ．Ａｐｏｌｙｍｏｒｐｈｉｓｍｉｎ

ＴＩＭ１ｉｓ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ｓｕｓｃｅｐｔｉｂｉｌｉｔｙｔｏｓｅｖｅｒｅｈｅｐａｔｉｔｉｓＡｖｉ

ｒｕｓ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ｉｎｈｕｍａｎｓ［Ｊ］．ＪＣｌｉｎＩｎｖｅｓｔ，２０１１，１２１：１１１１

１１１８．
［１６］ＮｏｇｕｃｈｉＥ，ＮａｋａｙａｍａＪ，ＫａｍｉｏｋａＭ，ＩｃｈｉｋａｗａＫ，ＳｈｉｂａｓａｋｉＭ，

Ａｒｉｎａｍｉ Ｔ．Ｉｎｓｅｒｔｉｏｎ／ｄｅｌｅｔｉｏｎ ｃｏｄｉｎｇ ｐｏｌｙｍｏｒｐｈｉｓｍｓ ｉｎ

ｈＨＡＶｃｒ１ａｒｅｎｏｔ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ａｔｏｐｉｃａｓｔｈｍａｉｎｔｈｅＪａｐａ

ｎｅｓｅ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Ｊ］．ＧｅｎｅｓＩｍｍｕｎ，２００３，４：１７０１７３．
［１７］ＳｉｌｂｅｒｓｔｅｉｎＥ，ＤｖｅｋｓｌｅｒＧ，ＫａｐｌａｎＧＧ．Ｎｅｕｔ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ｈｅｐａｔｉ

ｔｉｓＡｖｉｒｕｓ（ＨＡＶ）ｂｙａｎｉｍｍｕｎｏａｄｈｅｓｉｎｃｏｎｔａｉｎｉｎｇｔｈｅｃｙｓｔｅ

ｉｎｅｒｉｃｈｒｅｇｉｏｎｏｆＨＡＶｃｅｌｌｕｌａｒｒｅｃｅｐｔｏｒ１［Ｊ］．ＪＶｉｒｏｌ，２００１，

７５：７１７７２５．
［１８］ＭｅｙｅｒｓＪＨ，ＣｈａｋｒａｖａｒｔｉＳ，ＳｃｈｌｅｓｉｎｇｅｒＤ，ＩｌｌｅｓＺ，ＷａｌｄｎｅｒＨ，

ＵｍｅｔｓｕＳＥ，ｅｔａｌ．ＴＩＭ４ｉｓｔｈｅｌｉｇａｎｄｆｏｒＴＩＭ１，ａｎｄｔｈｅＴＩＭ

１ＴＩＭ４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ｒｅｇｕｌａｔｅｓＴｃｅｌｌｐｒｏｌｉｆｅｒａｔｉｏｎ［Ｊ］．ＮａｔＩｍ

ｍｕｎｏｌ，２００５，６：４５５４６４．
［１９］ＹａｍａｎｉｓｈｉＹ，ＫｉｔａｕｒａＪ，ＩｚａｗａＫ，ＫａｉｔａｎｉＡ，ＫｏｍｅｎｏＹ，Ｎａｋａ

ｍｕｒａＭ，ｅｔａｌ．ＴＩＭ１ｉｓａｎｅｎｄｏｇｅｎｏｕｓｌｉｇａｎｄｆｏｒＬＭＩＲ５／

ＣＤ３００ｂ：ＬＭＩＲ５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ａｍｅｌｉｏｒａｔｅｓｍｏｕｓｅｋｉｄｎｅｙｉｓｃｈｅｍｉａ／

ｒｅｐｅｒｆｕｓｉｏｎｉｎｊｕｒｙ［Ｊ］．ＪＥｘｐＭｅｄ，２０１０，２０７：１５０１１５１１．
［２０］ＳｏｎａｒＳＳ，ＨｓｕＹＭ，ＣｏｎｒａｄＭＬ，ＭａｊｅａｕＧＲ，ＫｉｌｉｃＡ，Ｇａｒｂｅｒ

Ｅ，ｅｔａｌ．ＡｎｔａｇｏｎｉｓｍｏｆＴＩＭ１ｂｌｏｃｋｓ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ｄｉｓ

ｅａｓｅｉｎａｈｕｍａｎｉｚｅｄｍｏｕｓｅｍｏｄｅｌｏｆａｌｌｅｒｇｉｃａｓｔｈｍａ［Ｊ］．ＪＣｌｉｎ

Ｉｎｖｅｓｔ，２０１０，１２０：２７６７２７８１．
［２１］ＸｉａｏＳ，ＮａｊａｆｉａｎＮ，ＲｅｄｄｙＪ，ＡｌｂｉｎＭ，ＺｈｕＣ，ＪｅｎｓｅｎＥ，ｅｔａｌ．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ｏｆＴｉｍ１ｄｕｒｉｎｇ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ｃａｎｐｏｓｉ

ｔｉｖｅｌｙｏｒ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ｌｙｃｏ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ｅＴｃｅｌｌ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ａｎｄｅｆｆｅｃｔｏｒ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Ｊ］．ＪＥｘｐＭｅｄ，２００７，２０４：１６９１１７０２．
［２２］ＳｉｚｉｎｇＩＤ，ＢａｉｌｌｙＶ，ＭｃＣｏｏｎＰ，ＣｈａｎｇＷ，ＲａｏＳ，ＰａｂｌｏＬ，ｅｔａｌ．

Ｅｐｉｔｏｐｅ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ａｎｔｉｍｕｒｉｎｅＴＩＭ１ｍｏｎｏｃｌｏｎａｌａｎ

ｔｉｂｏｄｉｅｓｏｎＴｃｅｌｌ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ａｎｄｌｕｎｇｉｍｍｕｎｅ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Ｊ］．ＪＩｍ

ｍｕｎｏｌ，２００７，１７８：２２４９２２６１．
［２３］ＵｍｅｔｓｕＳＥ，ＬｅｅＷＬ，ＭｃＩｎｔｉｒｅＪＪ，ＤｏｗｎｅｙＬ，ＳａｎｊａｎｗａｌａＢ，

ＡｋｂａｒｉＯ，ｅｔａｌ．ＴＩＭ１ｉｎｄｕｃｅｓＴｃｅｌｌ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ｎｈｉｂｉｔｓ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ａｌｔｏｌｅｒａｎｃｅ［Ｊ］．ＮａｔＩｍｍｕｎｏｌ，２００５，６：

４４７４５４．
［２４］ＳｏｏＨｏｏＷ，ＪｅｎｓｅｎＥＲ，ＳａａｄａｔＡ，ＮｉｅｔｏＤ，ＭｏｓｓＲＢ，ＣａｒｌｏＤ

Ｊ，ｅｔａｌ．Ｖａｃｃｉｎ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ｃｅｌｌｉｍｍｕｎｏｇｌｏｂｕｌｉｎｍｕｃｉｎ１ａｎｔｉｂｏｄ

ｉｅｓａｎｄｉｎａｃｔｉｖａｔｅｄｉｎｆｌｕｅｎｚａｅｎｈａｎｃｅｓｖａｃｃｉｎｅ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ｌｙｍｐｈｏ

ｃｙｔｅｐｒｏｌｉｆｅ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ｏｎｇａｍｍａ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ｒｏｓｓｓｔｒａｉｎ

ｒｅ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Ｊ］．ＣｌｉｎＥｘｐＩｍｍｕｎｏｌ，２００６，１４５：１２３１２９．
［２５］ＸｕＧ，ＣｈｅｎｇＬ，ＬｕＬ，ＺｈｕＹ，ＸｕＲ，ＹａｏＸ，ｅｔａｌ．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

Ｔｃｅｌｌｉｍｍｕｎｏｇｌｏｂｕｌｉｎａｎｄｍｕｃｉｎｄｏｍａｉｎｃｏｎｔａｉｎｉｎｇｍｏｌｅｃｕｌｅ

１（ＴＩＭ１）ｉｓ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ｉｎａｍｏｕｓｅｍｏｄｅｌｏｆａｓｔｈｍａａｎｄｒｅｌａ

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ｔｏＧＡＴＡ３［Ｊ］．ＬｉｆｅＳｃｉ，２００８，８２（１１１２）：６６３６６９．
［２６］ＥｎｃｉｎａｓＪＡ，ＪａｎｓｓｅｎＥＭ，ＷｅｉｎｅｒＤＢ，ＣａｌａｒｏｔａＳＡ，ＮｉｅｔｏＤ，

ＭｏｌｌＴ，ｅｔａｌ．ＡｎｔｉＴｃｅｌｌＩｇａｎｄｍｕｃｉｎｄｏｍａｉｎｃｏｎｔａｉｎｉｎｇｐｒｏ

ｔｅｉｎ１ａｎｔｉｂｏｄｙ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ｓＴＨ２ａｉｒｗａｙ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ｉｏｎｉｎａｍｏｕｓｅ

ｍｏｄｅｌｏｆａｓｔｈｍａ［Ｊ］．ＪＡｌｌｅｒｇｙＣｌｉｎＩｍｍｕｎｏｌ，２００５，１１６：１３４３

１３４９．
［２７］ＳｉｌｂｅｒｓｔｅｉｎＥ，ＸｉｎｇＬ，ｖａｎｄｅＢｅｅｋＷ，ＬｕＪ，ＣｈｅｎｇＨ，ＫａｐｌａｎＧ

Ｇ．Ａｌｔｅ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ｈｅｐａｔｉｔｉｓＡｖｉｒｕｓ（ＨＡＶ）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ｂｙａｓｏｌｕｂｌｅ

ｆｏｒｍｏｆＨＡＶｃｅｌｌｕｌａｒｒｅｃｅｐｔｏｒ１ｃｏｎｔａｉｎｉｎｇｔｈｅｉｍｍｕｎｏｇｌｏｂｉｎ

ａｎｄｍｕｃｉｎｌｉｋｅｒｅｇｉｏｎｓ［Ｊ］．ＪＶｉｒｏｌ，２００３，７７：８７６５８７７４．
［２８］ＫｏｎｄｒａｔｏｗｉｃｚＡＳ，ＬｅｎｎｅｍａｎｎＮＪ，ＳｉｎｎＰＬ，ＤａｖｅｙＲＡ，Ｈｕｎｔ

ＣＬ，ＭｏｌｌｅｒＴａｎｋＳ，ｅｔａｌ．Ｔｃｅｌｌｉｍｍｕｎｏｇｌｏｂｕｌｉｎａｎｄｍｕｃｉｎｄｏ

ｍａｉｎ１（ＴＩＭ１）ｉｓａｒｅｃｅｐｔｏｒｆｏｒＺａｉｒｅＥｂｏｌａｖｉｒｕｓａｎｄＬａｋｅ

ＶｉｃｔｏｒｉａＭａｒｂｕｒｇｖｉｒｕｓ［Ｊ］．ＰｒｏｃＮａｔｌＡｃａｄＳｃｉＵＳＡ，２０１１，

１０８：８４２６８４３１．
［２９］ＲｏｓｅｎｗａｓｓｅｒＬＪ，ＲｏｔｈｅｎｂｅｒｇＭＥ．ＩＬ５ｐａｔｈｗａｙｉｎｈｉｂｉｔｉｏｎｉｎ

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ａｓｔｈｍａａｎｄＣｈｕｒｇＳｔｒａｕｓｓ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Ｊ］．ＪＡｌ

ｌｅｒｇｙＣｌｉｎＩｍｍｕｎｏｌ，２０１０，１２５：１２４５１２４６．
［３０］ＫａｓａｉａｎＭＴ，ＭｉｌｌｅｒＤＫ．ＩＬ１３ａｓａｔｈｅｒａｐｅｕｔｉｃｔａｒｇｅｔｆｏｒｒｅ

ｓｐｉｒａｔｏｒｙｄｉｓｅａｓｅ［Ｊ］．Ｂｉｏｃｈｅｍ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ｌ，２００８，７６：１４７１５５．
［３１］李建国，胡晓文，檀卫平，陈　瑞，李依群，喻永鸿．γ干扰素质粒

基因转染对支气管哮喘小鼠气道炎症的影响［Ｊ］．中华结核和

呼吸杂志，２００５，８：５３０５３３．
［３２］ＨｕｍｂｅｒｔＭ，ＢｅｒｇｅｒＷ，ＲａｐａｔｚＧ，ＴｕｒｋＦ．Ａｄｄｏｎｏｍａｌｉｚｕｍａｂ

ｉｍｐｒｏｖｅｓｄａｙｔｏｄａｙｓｙｍｐｔｏｍｓｉｎｉｎａｄｅｑｕａｔｅｌｙ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ｓｅ

ｖｅｒｅｐｅｒｓｉｓｔｅｎｔａｌｌｅｒｇｉｃａｓｔｈｍａ［Ｊ］．Ａｌｌｅｒｇｙ，２００８，６３：５９２５９６．

［本文编辑］　商素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