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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李洁尉 通讯员朱丹萍）记者日前从中科院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院获悉，该院苏

钟研究组采用小鼠疟疾模型开展的一项最新研究表明，免疫调节性B细胞在控制脑疟发生中发挥重要作

用。相关成果发表于《欧洲免疫学杂志》。 

 

据介绍，疟疾是全球三大主要传染性疾病之一。被疟原虫感染后引发的主要病理变化，包括严重贫

血、多脏器功能衰竭和脑疟。虽然目前已知脑疟是因过度免疫反应诱发的脑组织病理损伤，但对其发生

的免疫调控机制尚未完全了解。 

 

近年来的免疫学研究发现，B细胞中存在一个具有免疫调节和抑制功能的亚群——调节性B细胞。这

类调节性B细胞通过分泌的细胞因子IL-10发挥免疫调节功能，并在抑制过度免疫应答和控制免疫病理方

面发挥重要作用。 

 

此次研究人员发现，被疟原虫感染后，小鼠的脾脏细胞中可分泌IL-10的调节性B细胞显著增高。细

胞转输实验证实，调节性B细胞可显著抑制疟原虫感染后NK和CD8+T细胞在脑组织的募集，抑制脑组织微

血管出血性病理变化，并显著降低被疟疾感染小鼠的死亡率。 

 

进一步研究表明，调节性B细胞可显著促进CD4+T细胞分化和分泌IL-10；并证实调节性B细胞抑制脑

疟发生是由IL-10介导的。 

 

相关专家表示，该成果不仅对阐明脑疟的发病机理有着重要意义，而且为制定脑疟预防和干预策略

及研发抗疟疾药物提供了重要理论基础。 

 

《中国科学报》 (2013-09-16 第4版 综合) 

苏钟小组新研究有助阐明脑疟发病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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