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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人民医院栗占国教授973课题组类风湿关节炎免疫机制研究取得重要突破

日期： 2013-11-14  信息来源： 人民医院

近日，国际著名杂志《免疫》"Immunity"刊登了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风湿免疫科栗占国教授973课题关于类风湿关

节炎发病中免疫机制研究的重要发现。文章被杂志主编推荐为“特色”重点文章，国际知名的免疫学家Hideki Ueno

教授在杂志同期发表评论，以“外周血Tfh细胞色彩灿烂（Blood Tfh Cells Come with Colors）”为题对这项研究

给予了高度评价。《免疫》是国际顶级免疫学杂志，近3年平均影响因子（IF）>20。 

这是一项针对疾病的基础研究，有重要的理念意义和临床前景。研究者发现，类风湿关节炎（RA）患者体内存

在一种新型免疫细胞——前体滤泡辅助性T细胞（pTfh）。这种新发现的细胞在RA等自身免疫病发病中起到关键作

用，靶向性抑制pTfh细胞有可能成为自身免疫病治疗的新途径。 

栗占国教授实验室与澳大利亚Monash大学免疫学系长期合作，以类风湿关节炎、系统性红斑狼疮患者为研究对

象，在患者以及动物模型中首次发现了pTfh细胞，并证明该细胞在类风湿关节炎等免疫疾病患者体内具有促进致病

性细胞和抗体产生的重要作用，与病情严重程度相关，可能是疾病活动的监测指标。此前，研究者已经发现Tfh（滤

泡辅助性T细胞）可以促进高亲力和长效的抗体产生。因此，在自身免疫病中，pTfh细胞可以作为标志物监视抗体反

应，在感染和疫苗免疫模型中也同样被验证。 

课题组通过动物实验证明pTfh是在淋巴结的免疫反应发生之前在外周血产生的，是Tfh前体细胞。当遇到同一致

病原或抗原时，pTfh细胞迅速分化为Tfh细胞并促进抗体的产生。因此，血液中功能性Tfh细胞可有不同发育阶段，

前体Tfh可能处于免疫反应的初始阶段，是人类免疫记忆的重要机制。pTfh的发现是自身免疫病发病机制研究的重要

突破。 

多年来栗占国教授植根临床，不仅致力于风湿免疫病的诊断及治疗，并专注于类风湿关节炎和系统性红斑狼疮

自身免疫病的临床和基础研究，培养了一批优秀青年人才，其率领的团队牵头了国家973课题、十一五、十二五计划

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课题组在新抗原的筛选、致病机制及T细胞免疫调控等方面不断探索，取得了一系列

具有理论意义及临床实用的成果。这项研究是团队长期不断探索的结果，是对自身免疫性疾病发病机制的理论性研

究，同时也拓宽了特异性免疫治疗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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