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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突状细胞在同种异体移植免疫中的机制

1. 树突状细胞（DC）在同种异体移植免疫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负责识别和激活免疫细胞，介

导免疫反应。

2. DC通过吞噬供体抗原，将其加工并呈递给T细胞，激活T细胞介导的免疫反应。

3. DC还释放细胞因子，调控免疫反应，在移植排斥和耐受的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

DC来源和分化：

1. DC起源于骨髓祖细胞，在体内不断分化和成熟。

2. DC分化受多种信号分子的调控，包括细胞因子、免疫受体配体和微环境信号。

3. 成熟的DC迁移到淋巴组织，在那里它们呈递抗原并激活T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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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C抗原呈递和T细胞激活：

1. DC吞噬外源抗原，将其加工成肽段，并将其呈递给T细胞受

体。

2. DC还提供共刺激信号，通过B7分子与T细胞上的CD28分子

结合，促进T细胞激活。

3. DC释放细胞因子，例如白细胞介素12和干扰素γ，进一步激

活T细胞并偏向免疫反应的类型。

§ DC亚群和功能：

1. 不同的DC亚群具有不同的表面标记、抗原特异性和免疫功

能。

2. 髓系DC（mDC）是主要负责移植免疫的亚群，而浆细胞样

DC（pDC）在抗病毒免疫中发挥重要作用。

3. 不同亚群的DC在同种异体移植中的功能特异性正在被积极

研究，以开发靶向免疫治疗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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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C在移植耐受中的作用：

1. DC在诱导移植耐受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耐受是指免疫系统对供体抗原产生无反应状态。

2. DC可以通过直接作用于T细胞或通过诱导调节性T细胞来抑制T细胞介导的免疫反应。

3. 调节性DC的产生和功能在移植耐受的发展和维持中至关重要。

§ DC靶向免疫治疗：

1. 靶向DC的免疫治疗策略正在开发，以改善同种异体移植的预后。

2. 策略包括使用DC疫苗、DC调节剂和DC抑制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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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DC表达多种共刺激分子，如CD80、CD86和CD40，这些分子与T细胞表面的受

体（如CD28）相互作用，提供T细胞活化所需的第二信号。

2. 共刺激分子的相互作用促进T细胞增殖、细胞因子释放和细胞分化，从而调节免

疫反应的强度和特异性。

3. DC通过共刺激分子信号传导调节T细胞的命运，决定T细胞的激活、耐受或凋亡。

§ 树突状细胞产生的细胞因子在T细胞增殖中的作用

1. DC释放多种细胞因子，如白细胞介素（IL）-12、IL-2和肿瘤坏死因子（TNF），

这些细胞因子影响T细胞的生长、分化和功能。

2. IL-12是T细胞增殖和分化为Th1细胞（以细胞毒性免疫反应为主）的主要刺激因

子。

3. IL-2促进T细胞的增殖和存活，TNF抑制T细胞凋亡并增强其增殖能力。

§ 树突状细胞（DC）与T细胞共刺激分子的相互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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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树突状细胞与T细胞的抗原提呈

1. DC吞噬抗原，加工处理后在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物

（MHC）分子上展示给T细胞。

2. DC与T细胞的相互作用受MHC-抗原特异性的影响，只有识

别的T细胞才能被激活。

3. DC的成熟度和功能状态决定其抗原提呈能力，影响T细胞反

应的强度和特异性。

§ 树突状细胞的迁移在T细胞增殖中的作
用

1. DC通过淋巴管和血管迁移到淋巴结，在那里与T细胞相遇并

激活它们。

2. DC的迁移受到化学趋化因子的调节，如CCL19和CCL21，

这些趋化因子引导DC向淋巴结移动。

3. DC的迁移能力影响T细胞激活的效率和免疫反应的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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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突状细胞亚群在T细胞增殖中的作用

1. DC分为不同的亚群，每个亚群具有独特的表面标志物和功能。

2. 某些DC亚群专门参与T细胞诱导，而其他亚群则调节免疫耐受。

3. DC亚群的平衡和功能状态影响免疫反应的类型和强度。

树突状细胞在免疫调节中的作用

1. DC参与维持免疫耐受的机制，防止自身反应性T细胞的激活。

2. DC能诱导T细胞凋亡或分化为调节性T细胞（Treg），从而抑制免疫反应。

3. DC调节的免疫耐受对于防止自身免疫疾病和慢性炎症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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