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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化因子受体 ＣＸＣＲ７ 在人早孕期滋养细胞
和蜕膜基质细胞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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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研究趋化因子受体 ＣＸＣＲ７ 在人早孕期母唱胎界面的表达特征。 方法　收集人早孕期
绒毛与蜕膜组织，免疫组织化学技术分析趋化因子受体 ＣＸＣＲ７及 ＣＸＣＲ４在母唱胎界面的表达情况；分别分离
培养人早孕期滋养细胞及蜕膜基质细胞，免疫细胞化学技术分析 ＣＸＣＲ７ 和 ＣＸＣＲ４ 在两种细胞的表达。
结果　人早孕期绒毛与蜕膜组织及体外分离培养的人早孕期滋养细胞、蜕膜基质细胞均可观察到特异性
ＣＸＣＲ７和 ＣＸＣＲ４阳性染色，但两种细胞 ＣＸＣＲ７染色强度（平均光密度值）均略低于 ＣＸＣＲ４，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 ＜０畅０５）。 结论　人早孕期滋养细胞及蜕膜基质细胞共表达趋化因子受体 ＣＸＣＲ７ 和 ＣＸＣＲ４，提示
ＣＸＣＲ７可能在母唱胎免疫微环境形成中也起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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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Ｔｏ ｅｘｐｌｏｒｅ ｔｈｅ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ｅｍｏｋｉｎｅ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 ＣＸＣＲ ７ ａｔ ｔｈｅ ｍａｔｅｒｎｏ唱ｆｅｔａｌ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 ｄｕｒｉｎｇ ｈｕｍａｎ ｆｉｒｓｔ唱ｔｒｉｍｅｓｔｅｒ 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Methods　Ｈｕｍａｎ ｆｉｒｓｔ唱ｔｒｉｍｅｓｔｅｒ 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 ｖｉｌｌｏｕｓ ａｎｄ ｄｅｃｉｄｕａｌ
ｔｉｓｓｕｅｓ ｗｅｒｅ 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 ａｎｄ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ｔｒｏｐｈｏｂｌａｓｔ ｃｅｌｌｓ （ ＴＣ） ａｎｄ ｄｅｄｉｄｕａｌ ｓｔｒｏｍａｌ ｃｅｌｌｓ （ＤＳＣ） ｗｅｒｅ ｉｓｏｌａｔｅｄ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ｅｄ．Ｔｈｅ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ＣＸＣＲ７ ａｎｄ ＣＸＣＲ４ ｗｅｒｅ ｅｘａｍｉｎｅｄ ｂｙ ｉｍｍｕｎｏｈｉｓｔ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 ＩＨＣ） ａｎｄ
ｉｍｍｕｎｏｃｙｔ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ＩＣＣ），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Results　ＩＨＣ ａｎｄ ＩＣＣ ｄｉｓｃｌｏｓｅｄ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ｓｔａｉｎｉｎｇ ｆｏｒ ｂｏｔｈ ＣＸＣＲ ７ ａｎｄ
ＣＸＣＲ４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ｉｎ ＴＣ ａｎｄ ＤＳＣ，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Ｈｏｗｅｖｅｒ，ｔｈｅ ｍｅａｎ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ＸＣＲ７ ｉｎ ＴＣ ａｎｄ ＤＳＣ ｗａ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ｌｏｗ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ａｔ ｏｆ ＣＸＣＲ４（P＜０畅０５）．Conclusions　ＣＸＣＲ７ ａｎｄ ＣＸＣＲ４ ａｒｅ ｃｏ唱ｅｘｐｒｅｓｓｅｄ ｉｎ ｈｕｍａｎ ｆｉｒｓｔ唱ｔｒｉｍｅｓｔｅｒ
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 ＴＣ ａｎｄ ＤＳＣ，ｗｈｉｃｈ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ｅｓ ｔｏ ｔｈｅ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 ｏｆ ｍａｔｅｒｎｏ唱ｆｅｔａｌ ｉｍｍｕｎｅ ｍｉｃｒｏ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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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生殖免疫学角度，独特的母唱胎界面免疫微环境
是维持携带父系抗原的胎儿在母体子宫内正常生长发

育直至分娩的关键因素。 现代免疫学认为母唱胎界面存
在复杂的细胞唱细胞因子网络调控系统，其中趋化因子
及其受体由于其独特的生物学功能正逐渐引起大家的

重视［１］ 。 我们课题组前期研究发现 ＣＸＣＬ１２／ＣＸＣＲ４
信号通路参与调控人早孕期滋养细胞 （ ｔｒｏｐｈｏｂｌａｓｔ
ｃｅｌｌｓ）和蜕膜基质细胞（ｄｅｃｉｄｕａｌ ｓｔｒｏｍａｌ ｃｅｌｌ）的增殖与
侵袭

［２唱３］ ，提示 ＣＸＣＬ１２／ＣＸＣＲ４ 在母唱胎界面免疫微环
境形成中有重要作用。 最近发现另一趋化因子受体

ＣＸＣＲ７（曾被称为 ＲＤＣ１ 或 ＣＣＸ唱ＣＫＲ２）与 ＣＸＣＬ１２ 具
有高亲和力

［４唱５］ 。 尽管初步研究显示 ＣＸＣＲ７ 可能参与
生物发育及肿瘤的发生发展［６唱８］ ，但是 ＣＸＣＲ７ 在人早
孕期母唱胎界面的表达情况及其与 ＣＸＣＬ１２／ＣＸＣＲ４ 轴
的相互作用机制尚不清楚。 在前期课题基础上，本研
究拟分析 ＣＸＣＲ７在母唱胎界面的表达情况，并比较其与
ＣＸＣＲ４表达模式是否存在差异，以进一步解析和完善
ＣＸＣＬ１２／ＣＸＣＲ４／ＣＸＣＲ７信号通路在正常妊娠维持中
的生物学作用。

材料与方法

１．标本收集：于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妇产科门诊手
术室收集正常妊娠 ６ ～１０ 周绒毛及蜕膜组织各 ５ 例，
置于冷 ＲＰＭＩ唱１６４０ 培养液中 ２ ｈ内运至实验室。 标本
收集经武汉大学中南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及患者本人

知情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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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试剂：胎牛血清及 ＤＭＥＭ培养液（Ｇｉｂｃｏ公司）；
胰蛋白酶（Ａｍｅｒｓｃｏ 公司）；密度梯度分离液（Ｐｈａｒｍａｃｉａ
公司）；细胞外基质胶（ ｅｘｔｒａｃｅｌｌｕａｒ ｍａｔｒｉｘ，ＥＣＭ）；ＤＮＡ
酶（Ｓｉｇｍａ公司）；小鼠抗人 ＣＸＣＲ４单克隆抗体（Ｒ＆Ｄ公
司）；兔抗人 ＣＸＣＲ７多克隆抗体（Ａｂｃａｍ公司）；Ｓ唱Ｐ免疫
组化试剂盒（福州迈新）；ＤＡＢ显色液（福州迈新）。

３．免疫组织化学染色：石蜡包埋的人早孕期绒毛
及蜕膜组织各 ５ 例，常规切片、脱蜡、抗原修复后进行
免疫组织化学染色。 切片依次加入过氧化酶阻断溶液
及封闭血清，然后分别加入小鼠抗人 ＣＸＣＲ４ 单抗
（２５ μｇ／ｍｌ）及兔抗人 ＣＸＣＲ７ 多抗（１０ μｇ／ｍｌ）４ ℃孵
育过夜。 次日按 Ｓ唱Ｐ 试剂盒说明进行 ＤＡＢ 显色分析。
结果由两位病理专家分别判断，细胞质内出现棕黄色
颗粒为阳性表达，以细胞质着色为基准，应用 Ｉｍａｇｅ唱Ｐｒｏ
Ｐｌｕｓ ６畅０ 软件对结果进行分析，分别测出绒毛细胞滋养
细胞（ｖｉｌｌｏｕｓ ｃｙｔｏｔｒｏｐｈｏｂｌａｓｔ，ＶＣＴ）、合体滋养细胞（ ｓｙｎ唱
ｃｙｔｉｏｔｒｏｐｈｏｂｌａｓｔ，ＳＴ）、绒毛外细胞滋养细胞（ｅｘｔｒａｖｉｌｌｏｕｓ
ｃｙｔｏｔｒｏｐｈｏｂｌａｓｔ，ＥＶＣＴ）及蜕膜基质细胞的阳性 ＩＯＤ值，
并分别测出 ＶＣＴ、ＥＶＣＴ、ＳＴ 和蜕膜基质细胞的细胞总
面积。 阳性 ＩＯＤ值除以相应的细胞总面积得出各部分
阳性的平均光密度值（ｍｅａｎ ｄｅｎｓｉｔｙ）。 阳性的平均光密
度值越大表示阳性表达越强。

４．人早孕期滋养细胞的分离培养：根据课题组前
期培养方法分离滋养细胞［２唱３］ 。 将绒毛组织充分洗涤、
去除黏附于组织表面的血块及蜕膜组织，眼科剪仔细
去除中间轴心部分，剪下细小绒毛继续剪切成约 １ ｍｍ３

大小的碎片剪碎后，加入０畅２５％胰蛋白酶与 ２畅５ ｋＵ／ｍｌ
ＤＮＡ酶Ⅰ于 ３７ ℃水浴轻柔振荡消化 １０ ｍｉｎ 后，吸取
上清 １０％小牛血清终止消化。 剩余组织重复此步骤
３ ～４ 次。 将消化液分别过 ８０ 目、３００ 目筛网，细胞团
重悬后铺于不连续 Ｐｅｒｃｏｌｌ 梯度液上（２５％ ～６５％，每
５％一个梯度），１０００ ×g 离心 ２０ ｍｉｎ。 吸取 １畅０４８ ～
１畅０６２ ｇ／ｍｌ密度范围的细胞即为滋养细胞，ＤＭＥＭ洗涤
后加入含 １５％胎牛血清的 ＤＭＥＭ培养液（含 １００ Ｕ／ｍｌ
青霉素、１００ μｇ／ｍｌ 链霉素），种植于预先包被 ＥＣＭ 的
培养板，于 ３７ ℃、５％ＣＯ２ 培养箱中培养，根据贴壁情
况换液。 此方法获得的滋养细胞纯度＞９５％［２唱３］ 。

５．人早孕期蜕膜基质细胞的分离培养：根据课题
组前期培养方法分离蜕膜基质细胞

［２唱３］ 。 蜕膜组织去
除血污后分装入小瓶剪碎至糊状（约 １ ｍｍ３ 大小），加
入 ０畅２５％胰蛋白酶，置 ３７ ℃恒温水浴震荡 ２０ ｍｉｎ，吸
取上清 １０％小牛血清终止消化。 重复此步骤 ２ ～３ 次。
收集的消化液经 １００ 目、３００ 目网筛过滤，７５０ ×g 离心
１０ ｍｉｎ。 将分次离心获得的细胞团重悬于 ＤＭＥＭ 中，
小心铺于不连续密度梯度液上（２０％、４０％、６０％），

１０００ ×g 离心 ２０ ｍｉｎ，吸取 ２０％ ～４０％之间的细胞，
ＤＭＥＭ冲洗，７５０ ×g离心 １０ ｍｉｎ后将细胞团重悬于含
１０％胎牛血清的 ＤＭＥＭ 中，接种于培养瓶，于３７ ℃、
５％ＣＯ２ 培养箱中培养，根据贴壁情况换液。 此方法获
得的蜕膜基质细胞纯度＞９５％［２唱３］ 。

６．免疫细胞化学染色：新鲜分离的滋养细胞和蜕
膜基质细胞分别接种于预先放置无菌盖玻片的 ６ 孔
板，培养 ４８ ｈ后取出盖玻片，４％多聚甲醛固定 ３０ ｍｉｎ
及 ０畅１％ ＴｒｉｔｏｎＸ唱１００ 处理细胞 １５ ｍｉｎ后按照上述免疫
组织化学染色方法检测两种细胞中 ＣＸＣＲ７ 及 ＣＸＣＲ４
的表达。 结果判定采用 ＨＳＣＯＲＥ 评分［９］ ，排除爬片边
缘的细胞，２００倍高倍镜下，顺时针盲法选取 ５ 个细胞
分布均匀的视野，每个视野下计数 ５０ 个细胞。 阳性染
色为细胞质内出现棕黄色颗粒，根据细胞着色的强弱
分为 ４ 个等级：无着色 ０ 分，淡黄色 １ 分，棕黄色 ２ 分，
棕褐色 ３ 分。 ＨＳＣＯＲＥ ＝∑Ｐ（ ｉ＋１）［ ｉ＝０，１，２，３；Ｐ（ ｉ）
表示评分为 ｉ的比例］，计算 ＨＳＣＯＲＥ 得分。 该评分法
考虑到了单个细胞是否阳性及其强弱，能更客观地反
映细胞蛋白的表达情况。

７．统计学分析：用 ＳＰＳＳ １７畅０ 统计软件，数据以均
数±标准差（珋x ±s）表示，采用完全随机设计两样本比
较的 t检验，P ＜０畅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　　果

１．ＣＸＣＲ７／ＣＸＣＲ４ 在人早孕期绒毛组织的表达：
Ｉｍａｇｅ唱Ｐｒｏ Ｐｌｕｓ ６畅０ 软件分析 ＣＸＣＲ７ 及 ＣＸＣＲ４ 在 ５ 例
绒毛组织的表达，发现各种类型人早孕期滋养细胞包
括 ＶＣＴ、ＳＴ及 ＥＶＣＴ均表达 ＣＸＣＲ７及 ＣＸＣＲ４ 蛋白，在
细胞质和胞膜均可观察到明显的棕褐色阳性染色，但
各种类型细胞的 ＣＸＣＲ７染色强度均略低于 ＣＸＣＲ４，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P ＜０畅０１，图 １，表 １）。

表 1　绒毛和蜕膜组织 ＣＸＣＲ７与 ＣＸＣＲ４的表达情况（珋x±s）
组别 ＣＸＣＲ４ 构ＣＸＣＲ７ 洓P 值

ＶＣＴ ０ MM畅０９５７ ±０ 弿畅０１１９ ０ //畅０２９３ ±０ q畅００８３ ０   畅０００２

ＥＶＣＴ ０ MM畅１０５５ ±０ 弿畅００５９ ０ //畅０２９０ ±０ q畅０２１１ ０   畅０００２

ＳＴ ０ MM畅００５０ ±０ 弿畅００１２ ０ //畅００１０ ±０ q畅０００６ ０   畅００１６

蜕膜基质细胞 ０ MM畅０３２６ ±０ 弿畅００７２ ０ //畅０２０６ ±０ q畅００１０ ０   畅０４６７

　　注：ＶＣＴ：ｖｉｌｌｏｕｓ ｃｙｔｏｔｒｏｐｈｏｂｌａｓｔ，绒毛细胞滋养细胞；ＥＶＣＴ：ｅｘｔｒａｖｉｌｌｏｕｓ
ｃｙｔｏｔｒｏｐｈｏｂｌａｓｔ， 绒毛外细胞滋养细胞；ＳＴ： ｓｙｎｃｙｔｉｏ ｔｒｏｐｈｏｂｌａｓｔ，合体滋养
细胞

　　２．ＣＸＣＲ７／ＣＸＣＲ４ 在人早孕期蜕膜组织的表达：
Ｉｍａｇｅ唱Ｐｒｏ Ｐｌｕｓ ６畅０ 软件分析 ＣＸＣＲ７ 及 ＣＸＣＲ４ 在 ５ 例
蜕膜组织的表达，发现人早孕期蜕膜基质细胞也共表
达 ＣＸＣＲ７ 与 ＣＸＣＲ４ 蛋白，在细胞的胞质和胞膜均可
观察到 ＣＸＣＲ７ 与 ＣＸＣＲ４ 的阳性染色，与绒毛组织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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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一致，ＣＸＣＲ７ 染色强度略低于 ＣＸＣＲ４，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P ＜０畅０１，图 ２，表 １）。

３．人早孕期滋养细胞及蜕膜基质细胞共表达 ＣＸ唱
ＣＲ７／ＣＸＣＲ４蛋白：免疫细胞化学染色结果显示，原代培
养的人早孕期滋养细胞和蜕膜基质细胞均同时表达 ＣＸ唱
ＣＲ７与 ＣＸＣＲ４蛋白，两种细胞的细胞膜及细胞质均可观

察到棕褐色阳性染色，同样 ＣＸＣＲ７染色强度也均略低于
ＣＸＣＲ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０畅０５，表２，图 ３，４）。

讨　　论

滋养细胞是母唱胎界面惟一与母体免疫系统直接接
触的胎儿来源的细胞，具有重要的生物学功能。 位于

·８３４１· 中华临床医师杂志（电子版）２０１３ 年 ２ 月第 ７ 卷第 ４ 期　Ｃｈｉｎ Ｊ Ｃｌｉｎｉｃｉａｎｓ（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Ｅｄｉｔｉｏｎ），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１５，２０１３，Ｖｏｌ．７，Ｎｏ．４



表 2　滋养细胞和蜕膜基质细胞 ＣＸＣＲ７与 ＣＸＣＲ４的
表达情况（珋x ±s）

组别 ＣＸＣＲ７  ＣＸＣＲ４ 觋P 值

滋养细胞 １ 哪哪畅６４９ ±０ 揶畅０５２ １ ΖΖ畅７６３ ±０ 览畅０８４ ０ ff畅０３３

蜕膜基质细胞 １ 哪哪畅７８６ ±０ 揶畅０３５ １ ΖΖ畅９３８ ±０ 览畅０４３ ０ ff畅０１５

绒毛内层的 ＶＣＴ一方面融合为覆盖于绒毛表面的 ＳＴ，
作为母唱胎间物质交换的屏障；另一方面可分化为
ＥＶＣＴ，入侵至蜕膜深部，参与完成血管重塑。 本研究
发现，人早孕期 ＶＣＴ、ＳＴ及 ＥＶＣＴ均表达 ＣＸＣＲ７ 蛋白，
提示其可能在滋养细胞增殖及分化过程中起重要作

用。 我们前期研究已证实人早孕期滋养细胞共表达趋
化因子 ＣＸＣＬ１２ 及其受体 ＣＸＣＲ４，且滋养细胞可通过
ＣＸＣＬ１２／ＣＸＣＲ４信号通路促进自身增殖与侵袭［２］ ，因
此我们还比较了 ＣＸＣＲ７ 与 ＣＸＣＲ４ 在滋养细胞的表达
模式是否存在不同。 结果发现，虽然 ＣＸＣＲ４ 与 ＣＸＣＲ７
表达强度略有不同，但三种类型的滋养细胞均同时表
达 ＣＸＣＲ７ 和 ＣＸＣＲ４ 两种蛋白。 作为新近发现的 ＣＸ唱
ＣＬ１２ 的第二受体，ＣＸＣＲ７ 与 ＣＸＣＬ１２ 的亲和力是 ＣＸ唱
ＣＲ４ 的 １０ 倍［４］ 。 ＣＸＣＲ７ 与 ＣＸＣＬ１２ 结合后也并不引
起经典的细胞内钙离子内流，ＣＸＣＲ７ 介导的促细胞生
长和黏附作用也不依赖于 ＣＸＣＲ４［４，１０唱１１］ ，提示虽然同
为 ＣＸＣＬ１２的受体，ＣＸＣＲ７和 ＣＸＣＲ４可能启动细胞内
不同信号通路。 因此虽然本研究发现 ＣＸＣＲ７ 和 ＣＸ唱
ＣＲ４在滋养细胞存在共表达模式，但是这种表达方式
的生理学意义还有待进一步研究探讨。
蜕膜基质细胞是母唱胎界面母体来源的重要功能细

胞，当 ＥＶＣＴ侵入母体蜕膜后，与大量蜕膜基质细胞密
切接触。 本研究发现与滋养细胞非常相似，人早孕期
蜕膜基质细胞也共表达 ＣＸＣＲ７ 和 ＣＸＣＲ４ 蛋白。 我们
和李大金课题组前期研究已证实滋养细胞是 ＣＸＣＬ１２
的主要来源［２，１２］ ，因此有理由推测蜕膜基质细胞共表
达 ＣＸＣＬ１２的两种受体可能也是确保滋养细胞来源的
信号有效传递至蜕膜基质细胞的重要分子机制。 这也
符合自然界重要生物信号多途径传导的自我保护机

制。 当然，其具体作用机制和作用方式尤其 ＣＸＣＲ７ 与
ＣＸＣＲ４的相互调节关系还有待我们去进一步发现。
研究发现母唱胎界面存在其他趋化因子及趋化因子

受体，例如滋养细胞表达 ＣＸＣＬ１６、ＣＣＬ３、ＣＣＬ１４、ＣＸ唱
ＣＲ６、ＣＣＲ５、ＣＣＲ７；蜕膜淋巴细胞表达 ＣＸＣＲ３、ＣＸＣＲ４、
ＣＸＣＲ６、ＣＣＲ１、ＣＣＲ２、ＣＣＲ５、ＣＣＲ７；蜕膜基质细胞表达
ＣＣＬ２、ＣＣＲ２、ＣＣＬ５、ＣＸＣＬ８ 等［１３唱１５］ 。 本研究发现 ＣＸ唱
ＣＲ７ 和 ＣＸＣＲ４ 共表达于人早孕期母唱胎界面滋养细胞
和蜕膜基质细胞，前期研究也已证实人早孕期绒毛组
织和滋养细胞表达其配体 ＣＸＣＬ１２［２］ 。 因此在母唱胎界

面可能不仅仅是某一两对趋化因子参与妊娠的维持，
而是存在一个复杂交织的趋化因子调控网络。 滋养细
胞或母体来源的细胞如蜕膜基质细胞、蜕膜淋巴细胞
等可通过共表达趋化因子及其受体调节自身功能，又
可通过旁分泌趋化因子调控邻近细胞，从而建立细胞
间及自身的多重联系，调节妊娠这一复杂的生命现象。
虽然妊娠时胎盘起到一定的天然屏障作用，但是

人类免疫缺陷病毒 （ ｈｕｍａｎ ｉｍｍｕｎｏ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ｖｉｒｕｓ，
ＨＩＶ）母婴垂直传播的分子机制一直是个棘手的问题。
滋养细胞虽然充分暴露于母体血窦中，但是其不表达
经典的 ＨＩＶ协同受体 ＣＤ４ 分子，病毒颗粒也无法通过
直接弥散的方式进入胎盘，因此必然存在其他 ＨＩＶ 穿
过胎盘的替代途径。 目前已有证据显示 ＣＸＣＲ４ 是
ＨＩＶ感染的重要协同受体［１６唱１７］ 。 Ｓｈｉｍｉｚｕ 等［１８］的研究

还发现，ＣＸＣＲ７ 是脑部血管来源的细胞感染 ＨＩＶ唱１ 和
ＨＩＶ唱２病毒株的协同受体。 而本研究发现人早孕期胎
儿来源的滋养细胞和母体来源的蜕膜基质细胞除了表

达 ＣＸＣＲ４外，还表达 ＣＸＣＲ７，并且这两种蛋白在母唱胎
界面的表达模式十分相似。 这些研究结果提示母唱胎界
面可能也存在不依赖于 ＣＤ４ 分子的 ＨＩＶ 感染途径。
因此，除了参与母唱胎界面众多的关键生物学事件，趋化
因子受体在 ＨＩＶ母婴垂直传播中可能也起一定作用。

综上所述，本研究发现人早孕期 ＥＶＣＴ、ＳＴ、ＶＣＴ和
蜕膜基质细胞均表达趋化因子受体 ＣＸＣＲ７，提示 ＣＸ唱
ＣＲ７可能在母胎免疫调节中起一定作用。 以 ＣＸＣＬ１２／
ＣＸＣＲ４／ＣＸＣＲ７为线索，研究其在母唱胎免疫调节中的
功能机制，将有助于揭示母唱胎界面趋化因子调控网络
在母唱胎界面的生物学作用，为病理妊娠、妊娠期并发症
的临床治疗及阻断 ＨＩＶ 母婴垂直传播提供新的切
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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