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犌蛋白偶联受体在犜淋巴细胞免疫调节作用中的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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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Ｇ蛋白偶联受体（ＧＰＣＲｓ）是一类跨膜受体超家族，参与多种信号转导通路，在细胞迁移、代谢等生理过

程中发挥重要功能。Ｔ淋巴细胞是重要的免疫细胞，参与炎症反应过程并在细胞免疫中发挥重要作用。目前已发

现多种ＧＰＣＲｓ在Ｔ淋巴细胞中表达并参与Ｔ淋巴细胞免疫调节过程，本文将对ＧＰＣＲｓ在Ｔ淋巴细胞免疫调节

中的作用进行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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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犓犲狔狑狅狉犱狊］　Ｇｐｒｏｔｅｉｎｃｏｕｐｌｅｄｒｅｃｅｐｔｏｒｓ；Ｔｌｙｍｐｈｏｃｙｔｅｓ；ｉｍｍｕｎｉｔｙ；ｔｕｂｅｒｃｕｌｏｓｉｓ

　　Ｇ蛋白偶联受体（Ｇｐｒｏｔｅｉｎｃｏｕｐｌｅｄｒｅｃｅｐｔｏｒｓ，

ＧＰＣＲｓ）是一类膜蛋白受体的总称，是人体内最大

的膜受体蛋白家族。ＧＰＣＲｓ可结合多种细胞外信

号，通过激活 Ｇ蛋白将细胞外信号传递到细胞内

部，在调节机体生理功能中起到重要作用，并在其发

挥作用的过程中受到多种分子的调控［１４］。ＧＰＣＲｓ

是药物研发的重要靶点之一，尤其是对心血管、神

经、免疫等相关疾病的药物研发。目前靶向ＧＰＣＲｓ

的药物约５００个，占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Ｕ．Ｓ．

ＦｏｏｄａｎｄＤｒｕｇ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ＦＤＡ）已批准药物

的３４％，占全球市场的２７％
［５９］。

Ｔ淋巴细胞（简称Ｔ细胞）在细胞免疫中起重

要作用，Ｔ细胞功能紊乱可引起多种疾病，如感染、

过敏等。目前在 Ｔ 细胞表面已经发现了多种

ＧＰＣＲｓ，其中许多都参与了Ｔ细胞活化、迁移和细

胞周期调控并发挥关键作用。

Ｔ细胞来源于骨髓的淋巴干细胞，在胸腺中分

化、发育成熟，通过淋巴和血液循环分布于全身的免

疫器官和组织。受到刺激后，细胞外信号分子通过

多种信号通路介导效应 Ｔ 细胞活化，活化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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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Ｄ４＋Ｔ细胞分化为不同的效应Ｔ细胞亚群，产生

多种细胞因子。研究［１０１１］发现，ＣＤ４＋Ｔ细胞亚群

Ｔｈ１和Ｔｈ２可释放白细胞介素（ｉｎｔｅｒｌｅｕｋｉｎ，ＩＬ）－１、

ＩＬ２、ＩＬ４、ＩＬ５、ＩＬ６、肿瘤坏死因子（ｔｕｍｏｒｎｅｃｒｏ

ｓｉｓｆａｃｔｏｒ，ＴＮＦ）α、ＴＮＦβ、干扰素γ等多种炎性因

子促进Ｔ细胞介导的炎症反应。活化后的ＣＤ８＋Ｔ

细胞通过穿孔蛋白和Ｆａｓ配体（Ｆａｓｌｉｇａｎｄ，ＦａｓＬ）

杀伤靶细胞。研究［１２］发现，ＧＰＣＲｓ及其信号通路

在Ｔ细胞免疫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如参与Ｔ细胞

的激活，维持细胞稳态，参与细胞代谢。

１　犌犘犆犚狊信号

ＧＰＣＲｓ包含７个跨膜蛋白受体超家族，可与离

子、神经递质和趋化因子等多种细胞外配体进行结

合，并通过与三磷酸鸟苷（ｇｕａｎｏｓｉｎｅｔｒｉ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ｅ，

ＧＴＰ）相互作用进一步激活细胞膜上的Ｇ蛋白。Ｇ

蛋白由α、β和γ三个亚基组成，根据α亚基的不同，

Ｇ蛋白进一步分为四个不同的亚家族：Ｇｓ，Ｇｉ／ｏ，

Ｇｑ／１１和Ｇ１２／１３。在静息状态下，α亚基及β、γ亚

基与二磷酸鸟苷（ｇｕａｎｏｓｉｎｅｄｉ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ｅ，ＧＤＰ）结

合。当ＧＰＣＲｓ被激活后，ＧＴＰ结合Ｇ蛋白的α亚

基，引起α亚基与β、γ亚基分离，与下游信号分子相

互作用，调节细胞功能［１３］。ＧＰＣＲｓ与Ｇｓ结合后激

活腺苷酸环化酶，升高细胞内环磷酸腺苷（ｃｙｃｌｉｃ

ａｄｅｎｏｓｉｎｅｍｏｎｏ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ｅ，ｃＡＭＰ）水平。ＧＰＣＲｓ

与Ｇｉ结合可抑制腺苷酸环化酶活性，细胞内ｃＡＭＰ

水平降低。ＧＰＣＲｓ与Ｇｓ结合后可激活磷脂酶Ｃ，

磷脂酶Ｃ可以将磷脂酰肌醇二磷酸［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ｉｄｙｌｉ

ｎｏｓｉｔｏｌ（４，５）ｂｉｓ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ｅ，ＰＩＰ２］转化为二酰基甘

油酯（ｄｉａｃｙｌｇｌｙｃｅｒｏｌ，ＤＡＧ），进而激活蛋白激酶Ｃ

（ｐｒｏｔｅｉｎｋｉｎａｓｅＣ，ＰＫＣ），介导钙离子释放。同时，

ＧＰＣＲｓ信号还可以受到Ｇ蛋白信号传导调节蛋白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ｓｏｆＧｐｒｏｔｅｉｎｓｉｇｎａｌｉｎｇ，ＲＧＳｐｒｏｔｅｉｎｓ）、

ＧＰＣＲｓ激酶（Ｇｐｒｏｔｅｉｎｃｏｕｐｌｅｄｒｅｃｅｐｔｏｒｋｉｎａｓｅｓ，

ＧＲＫｓ）和β阻滞蛋白（βａｒｒｅｓｔｉｎ）等调节
［１４］。在Ｔ

细胞表面已经发现了多种ＧＰＣＲｓ，下面将列出一些

与Ｔ细胞功能与调节相关的典型ＧＰＣＲｓ。

２　犌犘犆犚狊可调节犜细胞迁移

２．１　ＣＣ 趋化因子受体 （ｃｈｅｍｏｋｉｎｅｒｅｃｅｐｔｏｒ，

ＣＣＲ）５　ＣＣＲ５是ＧＰＣＲｓ家族中的一种细胞膜蛋

白，可在Ｔ细胞、巨噬细胞及小胶质细胞表面表达，

结合ＣＣＬ３、ＣＣＬ４及ＣＣＬ５，是Ｔ细胞活化和动员的

重要调节剂，可参与Ｔ细胞向感染部位的迁移
［１５１７］。

Ｈｏｆｔ等
［１６］研究表明，ＣＣＲ５与配体结合后可促进

Ｔｈ１细胞迁移至小鼠的结核分枝杆菌感染的部位。

Ｈａｒｌｉｎ等
［１８］发现，小鼠黑色素瘤部位ＣＤ８＋Ｔ细胞

ＣＣＲ５表达水平升高；当缺乏ＣＣＲ５配体时，黑色素瘤

小鼠体内Ｔ细胞在肿瘤部位浸润减少。Ｔａｎ等
［１９］发

现调节性Ｔ细胞（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Ｔｃｅｌｌｓ，Ｔｒｅｇ）可迁移

到肿瘤微环境，这一过程是由ＣＣＬ５ＣＣＲ５轴介导，

当ＣＣＲ５抑制剂存在时，Ｔｒｅｇ细胞的迁移减少。

Ｔａｖａｒｅｓ等
［２０］研究表明小鼠感染甲型流感病毒后，

体内释放炎症因子，信号分子通过ＣＣＲ５通路诱导

Ｔ细胞募集到感染部位，进而形成支气管相关淋巴

组织（ｉｎｄｕｃｉｂｌｅｂｒｏｎｃｈｕｓ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ｌｙｍｐｈｏｉｄｔｉｓ

ｓｕｅ，ｉＢＡＬＴ），减少体内病毒量并改善肺功能；而

ＣＣＲ５敲除小鼠体内的Ｔ细胞募集数量较少，肺损

伤及肺功能障碍程度较重，导致感染流感病毒后的

病死率较高。ＣＣＲ５还参与呼吸道病毒感染期间记

忆性ＣＤ８＋Ｔ细胞向肺气道的迁移
［２１］。此外，ＣＣＲ５

可与ＣＸＣＲ４相互作用，调节Ｔ细胞的活化
［２２］。

２．２　ＧＰＲ５６　ＧＰＲ５６是一种黏附型 ＧＰＣＲｓ（ａｄ

ｈｅｓｉｏｎＧｐｒｏｔｅｉｎｃｏｕｐｌｅｄｒｅｃｅｐｔｏｒｓ，ａＧＰＣＲｓ），细

胞外Ｎ端结构域包含较多的丝氨酸和苏氨酸残基

以及 ＧＰＣＲｓ蛋白水解位点（ＧＰＣＲｓｐｒｏｔｅｏｌｙｓｉｓ

ｓｉｔｅ，ＧＰＳ）结构域，这些结构在介导细胞功能时起

到重要作用。Ｐｅｎｇ等
［２３］研究发现，在巨细胞病毒

感染期间，体内效应ＣＤ８＋Ｔ细胞稳定表达ＧＰＲ５６，

并且ＧＰＲ５６与细胞毒性Ｔ细胞（ｃｙｔｏｔｏｘｉｃＴｌｙｍ

ｐｈｏｃｙｔｅ，ＣＴＬ）的迁移有关，与对照组相比，ＧＰＲ５６

表达上调可抑制Ｔ细胞迁移。此外，Ｌｉｕ等
［２４］研究

表明，ＧＰＲ５６信号通路与ＣＴＬ发挥毒性功能有关，

ＧＰＲ５６可成为鉴别Ｔ细胞的标志物。

２．３　趋化因子受体（ＣＸＣＲ）３　ＣＸＣＲ３是ＧＰＣＲｓ

家族中的一员，可在Ｔｈ１细胞及ＣＴＬ细胞表面表

达，与趋化因子配体（ＣＸＣＬ）９、ＣＸＣＬ１０和ＣＸＣＬ１１

等结合。ＣＸＣＲ３与配体结合后可引起多种细胞反

应，在调节Ｔ细胞迁移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２５２６］。

Ｌｉ等
［２７］发现，与野生型小鼠相比，ＣＸＣＲ３－／－小

鼠在肝移植切口处Ｔｒｅｇｓ细胞的动员和募集较少，

而ＣＸＣＬ１０／ＣＸＣＲ３信号通路激活可促进肝移植切

口处Ｔｒｅｇｓ的动员。Ｋｕｏ等
［２８］发现ＣＸＣＲ３信号通

路介导的Ｔ细胞募集可导致皮肤移植排斥，ＣＸＣ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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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配体结合后促进Ｔ细胞的浸润，使供体发生皮肤

移植排斥反应。ＣＸＣＲ３除了参与Ｔ细胞募集与迁

移外，还参与Ｔ细胞的分化。Ｋａｒｉｎ等
［２９］发现，ＣＸ

ＣＬ１０与 ＣＸＣＲ３结合后，可介导ＳＴＡＴ１、ＳＴＡＴ４

和ＳＴＡＴ５等磷酸化，ＳＴＡＴ１与ＳＴＡＴ６磷酸化后

可引起Ｔ细胞分化为Ｔｈ１细胞。ＣＸＣＬ１１与ＣＸ

ＣＲ３结合后，通过ｍＴＯＲ通路参与ＣＤ４＋Ｔ细胞分

化，形成分泌ＩＬ１０的 Ｔｒ１。此外，有研究
［３０］发现

ＣＸＣＲ３缺陷的ＣＤ８＋Ｔ终末分化水平较低。

２．４　ＣＣＲ４　ＣＣＲ４是ＧＰＣＲｓ家族的一员，ＣＣＲ４

的配体包括ＣＣＬ１７和ＣＣＬ２２
［３１３２］，ＣＣＲ４在Ｔ细胞

的迁移中起着重要作用。一项小鼠相关研究［１２］发

现，树突状细胞活化后可激活Ｔ细胞，促进Ｔ细胞

表达ＣＣＲ４，与对照组相比，被激活的ＣＣＲ４缺陷Ｔ

细胞迁移至肺部的数量明显减少，树突状细胞可通

过诱导Ｔ细胞表面ＣＣＲ４表达，进而促进Ｔ细胞迁

移至肺。调控 Ｔｈ１７细胞的ＣＣＲ４／ＴＡＲＣ信号轴

可介导Ｔ细胞向肺内的迁移
［３３］。因此，利用ＣＣＲ４

抗体阻断趋化因子与ＣＣＲ４的结合，抑制Ｔｈ２细胞

向炎症部位迁移，是控制变态反应的新靶点。ＣＣＲ４

在肿瘤患者体内Ｔ细胞表面高表达
［３４］，ＣＣＲ４的高

表达与肿瘤性疾病的高风险进展相关［３５］，并且

ＣＣＲ４＋Ｔ细胞的数量在皮肤Ｔ细胞淋巴瘤的病情

后期扩散时明显增加［３６］。ＣＣＲ４还与多种过敏性炎

症疾病有关，如哮喘、特应性皮炎和变应性鼻炎［３７］，

Ｈｏｎｊｏ等
［３８］研究表明，在过敏性肺炎的小鼠模型

中，ＣＣＲ４为抗原特异性Ｔｈ２细胞进入肺和气道所

必需，机体处于炎症感染时，ＣＣＲ４＋ＣＤ４＋Ｔ细胞的

聚集可被ＣＣＲ４抗体 Ｋ３２７明显抑制，且其抑制作

用与剂量呈正相关，因此，ＣＣＲ４可作为临床治疗

ＡＲ的新靶点
［３９］。

２．５　ＣＣＲ７　ＣＣＲ７属于ＧＰＣＲｓ家族，可在Ｔ细胞

表面表达，介导Ｔ细胞迁移
［４０］。配体ＣＣＬ１９、ＣＣＬ２１

与ＣＣＲ７结合后可介导细胞外信号传导
［４１４３］。在小

鼠试验中，ＣＣＲ７是ＣＤ４＋Ｔ细胞迁移至淋巴组织的

重要受体［４４］，敲除ＣＣＲ７后的Ｔ细胞不能迁移至淋

巴结［４５］。此外，在适应性免疫中，次级淋巴组织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ｌｙｍｐｈｏｉｄｔｉｓｓｕｅｓ，ＳＬＴｓ）内ＣＣＲ７介导

的Ｔ细胞迁移发挥重要作用
［４６］。含有ＳＨ２结构的

５’肌醇磷酸酶－１（ＳＨ２ｃｏｎｔａｉｎｉｎｇｉｎｏｓｉｔｏｌｐｈｏｓ

ｐｈａｔａｓｅ１，ＳＨＩＰ１）表达上调可促进ＣＤ４
＋Ｔ细胞

表面ＣＣＲ７表达，进而促进ＣＣＲ７介导的Ｔ细胞向

局部淋巴结的转移，拮抗细胞ＳＨＩＰ１表达可抑制

此迁移过程［４７］，表明ＣＣＲ７在Ｔ细胞迁移过程中发

挥重要作用。ＣＣＲ７在免疫系统疾病中也发挥重要

作用。原发性干燥综合征（ｐｒｉｍａｒｙＳｊｏｇｒｅｎ’ｓｓｙｎ

ｄｒｏｍｅ，ｐＳＳ）患者体内 Ｔ细胞表达ＣＣＲ７明显上

调，加入ＣＣＲ７抗体后，ｐＳＳ患者的ＣＤ４
＋Ｔ细胞迁

移能力明显下降，表明ＣＣＲ７是Ｔ细胞迁移的重要

因素。Ｔ细胞表面的ＣＣＬ２１／ＣＣＲ７被活化后可激

活细胞内ＪＮＫ和ｐ３８ＭＡＰＫ通路，阻断两条通路

后，ｐＳＳ患者体内ＣＤ４
＋Ｔ细胞的迁移明显减少，提

示ＪＮＫ和ｐ３８ＭＡＰＫ通路在ｐＳＳ患者体内ＣＤ４
＋Ｔ

细胞的迁移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是治疗ｐＳＳ的新

靶点。免疫组化结果显示，在皮肌炎（ｄｅｒｍａｔｏｍｙｏ

ｓｉｔｉｓ，ＤＭ）患者的炎症浸润部位，ＣＣＲ７表达明显

升高［４８］。此外，在 ＤＭ 患者的肌肉组织匀浆中，

ＣＣＲ７的表达显著上调，表明 ＣＣＲ７可能参与了

ＤＭ患者炎性Ｔ细胞的募集
［４９］。

３　犌犘犆犚狊可调节犜细胞分化

３．１　嘌呤受体Ｐ２Ｙ６（ｐｕｒｉｎｅｒｇｉｃｒｅｃｅｐｔｏｒＰ２Ｙ，Ｇ

ｐｒｏｔｅｉｎｃｏｕｐｌｅｄ，６）受体　Ｐ２Ｙ６受体属于 ＧＰＣＲｓ

中的Ｐ２受体家族，可被细胞外核苷酸激活，在调节

Ｔ细胞对炎症的反应中起着重要作用，Ｐ２Ｙ６受体

参与包括气道炎症反应在内的多种炎症反应［５０］。

研究［５１５２］表明，在细菌和病毒诱导的机体免疫反应

中，Ｐ２Ｙ６受体发挥重要作用。此外，Ｐ２Ｙ６受体在

Ｔ细胞活化中发挥作用，Ｐ２Ｙ６表达可抑制效应 Ｔ

细胞的活化［５３５５］。

３．２　Ｇ２Ａ　Ｇ２Ａ是ＧＰＣＲｓ家族的一员，可在淋巴

细胞和巨噬细胞表面表达。Ｇ２Ａ的配体包括溶血

磷脂 酰 胆 碱 （ｌｙｓｏ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ｉｄｙｌｃｈｏｌｉｎｅ，ＬＰＣ）。

ＬＰＣ是一种促炎脂质，可激活Ｇ２Ａ，诱导Ｔ细胞募

集到炎症部位［５６５７］，此外，有研究［５６６０］发现，ＬＰＣ通

过Ｇ２Ａ可激活ＥＲＫ１／２、ＪＮＫ、ＭＡＰＫ等下游信号

分子，进而通过升高 ＴＧＦβ１表达水平促进 Ｔｒｅｇｓ

功能，其中ＪＮＫ是ＬＰＣ诱导ｎＴｒｅｇｓ中ＴＧＦβ１表

达的主要因素。Ｇ２Ａ与ＬＰＣ结合后能够调节Ｔ细

胞迁移，还参与自身抗原特异性Ｔ细胞的迁移，介

导 慢性自身免疫性疾病的发展；另一方面，Ｇ２Ａ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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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调节Ｔ细胞对抗原的特异性反应，通过减少自

身抗原特异性 Ｔ 细胞的产生来减弱免疫反应。

Ｇ２Ａ在Ｔ细胞自身免疫性疾病中的作用还需要进

一步研究。

３．３　ＥＰ　ＥＰ是位于细胞膜的ＧＰＣＲｓ家族成员之

一，可与前列腺素Ｅ２（ｐｒｏｓｔａｇｌａｎｄｉｎＥ２，ＰＧＥ２）结

合。ＥＰ分为ＥＰ１、ＥＰ２、ＥＰ３和ＥＰ４四种不同亚型，

参与不同的信号传导途径，调节免疫反应，发挥生理

功能［６１］。ＥＰ１与Ｇｑ结合后可被激活，升高Ｔｒｅｇ细

胞内 ＰＧＥ 蛋白及钙水平，激活 ＰＫＣ，进而激活

ＮＦＡＴ／ＮＦκＢ／ＭＡＰＫ信号通路，诱导基因转录，发

挥生理功能［６２］。ＥＰ受体可调节Ｔ细胞介导的免疫

反应。Ｌｉ等
［６２］发现 ＰＧＥ 结合 ＥＰ２ 后可通过

ｃＡＭＰ通路降低Ｆｏｘｐ３ｍＲＮＡ表达水平，进而抑制

Ｔ细胞分化。Ｎａｔａｒａｊ等
［６３］发现激活ＥＰ１可增强

Ｔｈ１介导的免疫反应。Ｂｏｎｉｆａｃｅ等
［６４］发现ＰＧＥ结

合ＥＰ２、ＥＰ４后可通过ｃＡＭＰ通路活化Ｔｈ１７细胞。

Ｓｒｅｅｒａｍｋｕｍａｒ等
［６５］发现ＥＰ４在 Ｔｈ１细胞活化过

程中表达水平明显升高，抑制ＣＤ４＋Ｔ细胞表面的

ＥＰ受体会减少炎症期间ＣＤ４＋Ｔ细胞向炎症部位

迁移，减少ＣＤ４＋Ｔ细胞的增殖。

３．４　Ｇ蛋白偶联受体激酶（ＧＲＫ）２　ＧＲＫ２属于

ＧＰＣＲｓ家族成员，在Ｔ细胞表面表达，并在介导内

吞、细胞内运输、机体脱敏等过程中起重要作用［６６］。

研究［６７］表明，ＧＲＫ２可通过磷脂酰肌醇－３－激酶

（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ｉｄｙｌｉｎｏｓｉｔｏｌ３ｋｉｎａｓｅ，ＰＩ３Ｋ）、ＡＫＴ、丝裂

原活化蛋白（ｍｉｔｏｇｅｎａｃｔｉｖａｔｅｄｐｒｏｔｅｉｎ，ＭＥＫ）等通

路介导炎症、心血管和肿瘤等疾病的进展。此外，

ＧＲＫ２在 Ｔ细胞中的表达与哮喘发病有关，有研

究［６８］发现ＧＲＫ２可激活Ｔ细胞受体（Ｔｃｅｌｌｒｅｃｅｐ

ｔｏｒ，ＴＣＲ）信号，促进ＩＬ２和ＩＬ１０等细胞因子的

产生。ＧＲＫ２在哮喘患者体内和暴露于屋尘螨

（ＨＤＭ）的小鼠的肺内表达增强。在 ＨＤＭ 诱导的

小鼠过敏性哮喘模型中发现，与对照组相比，敲除Ｔ

细胞表面ＧＲＫ２受体的小鼠体内ＩＬ４、ＩＬ１３水平降

低，支气管肺泡灌洗液（ＢＡＬＦ）淋巴细胞计数和黏液

分泌明显减少，肺部炎症加重，提示ＧＲＫ２在哮喘相

关Ｔ细胞活化中发挥重要作用
［６９］。此外，ＧＲＫ２可

通过介导ＰＩ３ＫＡＫＴ通路调节Ｔｒｅｇｓ分化及发挥

功 能［７０７１］。研 究［６８］表 明ＧＲＫ２参 与ＴＣＲ激 活

ＣＸＣＲ４，并介导ＣＸＣＲ４的磷酸化，进而促进ＴＣＲ

ＣＸＣＲ４复合物形成。此外，ＴＣＲ介导的Ｓｒｃ激酶激

活可能导致ＧＲＫ２磷酸化，从而影响Ｔ细胞活化。

４　犌犘犆犚狊可调节犜细胞代谢

４．１　腺苷Ａ２Ａ受体（Ａ２ＡＲ）　Ｔ细胞表面可表达

Ａ２ＡＲ。Ａ２ＡＲ结合腺苷分子，参与细胞信号传导，

是炎症和免疫应答的重要受体［７２７３］。ＣＤ８＋Ｔ细胞

可通过Ａ２ＡＲ信号传导通路抑制Ｔ细胞的效应功

能，如抑制Ｔ细胞增殖、活化，并且抑制Ｔ细胞分泌

促炎因子（ＩＦＮγ、ＴＮＦα）。Ａ２ＡＲ可结合Ｇｓ蛋白，

增加ｃＡＭＰ和蛋白激酶Ａ（ｐｒｏｔｅｉｎｋｉｎａｓｅＡ，ＰＫＡ）水

平，通过细胞内 Ａ２ＡＲ／ＰＫＡ／ｍＴＯＲＣ１信号通路抑

制Ｔ细胞活化，引起Ｔ细胞代谢障碍。此外，Ａ２ＡＲ

激动剂可减少 ＣＤ８＋Ｔ 细胞ＩＦＮγ的产生
［７４７７］。

ＭａｓｔｅｌｉｃＧａｖｉｌｌｅｔ等
［７８］发现，腺苷与Ａ２ＡＲ结合后，

可降低ＣＤ８＋Ｔ细胞的糖酵解代谢活性，损伤ＣＤ８＋Ｔ

细胞活性，相反，当选择性抑制Ａ２ＡＲ后，由腺苷引

起的ＣＤ８＋Ｔ细胞损伤减少。

４．２　ＧＰＲ３０　ＧＰＲ３０是ＧＰＣＲｓ家族中的一员，分

布于细胞膜及内质网，在多种组织和细胞中表达，调

节机体骨骼发育、生殖等生理功能。ＧＰＲ３０结合雌

激素后可升高细胞内Ｃａ２＋浓度，诱导细胞核合成

磷脂酰肌醇３，４，５－三磷酸（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ｉｄｙｌｉｎｏｓｉｔｏｌ

３，４，５ｔｒｉｓ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ｅ，ＰＩＰ３），参与细胞的存活、增

殖过程［７９８０］。Ｐｒｏｓｓｎｉｔｚ等
［８１］发现，雌激素可通过

结合ＧＰＲ３０调节ＣＤ４＋Ｔ细胞的免疫功能，ＧＰＲ３０

特异性激动剂Ｇ１可增强Ｔ细胞的免疫抑制，促进

细胞凋亡，抑制炎症因子的产生。Ｗａｎｇ等
［８２］发现

ＧＰＲ３０敲除小鼠可消除体内雌激素诱导的脾细胞

ＣＤ４＋ＦｏｘＰ３＋Ｔｒｅｇ中程序性死亡受体（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ｄ

ｃｅｌｌｄｅａｔｈｐｒｏｔｅｉｎ，ＰＤ）１表达上调，在 Ｔｒｅｇ细胞

中雌激素通过 ＧＰＲ３０和 ＰＤ１介导的机制增强

Ｔｒｅｇ细胞的抑制活性。研究
［８３］发现，长期雌激素治

疗会导致胸腺萎缩及胸腺细胞功能丧失，Ｗａｎｇ等
［８４］

发现雌激素可通过ＧＰＲ３０介导胸腺萎缩，在Ｅ２诱

导的胸腺萎缩模型中，ＧＰＲ３０敲除小鼠的胸腺萎缩

程度比对照组明显降低，ＧＰＲ３０激动剂可诱导胸腺

萎缩和胸腺细胞凋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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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犌犘犆犚狊与感染

ＧＰＣＲｓ在调节 Ｔ细胞功能中起到重要作用，

而Ｔ细胞作为免疫细胞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机体感

染病原体过程中发挥作用。Ｆｉｓｈｅｒ等
［８５］发现，恙虫

病感染期间鼠脑组织的差异基因表达分析发现 Ｔ

细胞中 ＣＸＣＲ３ 基因表达较对照组明显升高。

ＧＰＣＲｓ在结核分枝杆菌感染过程中也发挥重要作

用。Ｍａｍｔａｎｉ等
［８６］发现，ＣＣＲ５及其配体的促炎作

用与 活 动 性 结 核 病 发 展 密 切 相 关。Ｓｈａｎｍｕ

ｇａｓｕｎｄａｒａｍ等
［８７］发现结核分枝杆菌潜伏感染者气

道内的大部分特异性ＣＤ４＋Ｔ细胞表达ＣＸＣＲ３，且

患者肺部的ＣＸＣＲ３＋ＣＤ４＋Ｔ细胞数量与结核分枝

杆菌浓度呈负相关。Ｐａｒｋ等
［８８］发现，经结核分枝杆

菌的ＲｐｆＥ蛋白刺激后的树突状细胞可产生ＰＧＥ２，

产生的ＰＧＥ２主要通过ＥＰ４受体诱导Ｔｈ１和Ｔｈ１７

细胞分化，进而发挥较强的抗结核分枝杆菌活性。

ＧＰＣＲｓ也参与病毒感染后引起的免疫反应。Ｋｕｏ

等［２５］发现，当单纯疱疹病毒感染皮肤后，ＣＤ８＋Ｔ细

胞表面 ＣＸＣＲ３表达上调，且ＣＸＣＲ３的配体ＣＸ

ＣＬ９、ＣＸＣＬ１０水平高于对照组皮肤细胞，ＣＸＣＲ３

与配体结合后可促进ＣＤ８＋Ｔ细胞募集到感染部

位，有助于清除病毒。当皮肤感染牛痘病毒时，表达

ＣＸＣＲ３的ＣＤ８＋Ｔ细胞迁移至牛痘病毒感染部位，

发挥细胞杀伤作用。此外，ＣＣＲ１可调节ＥＢ病毒

（ＥｐｓｔｅｉｎＢａｒｒｖｉｒｕｓ，ＥＢＶ）基因表达水平、癌细胞

播散和Ｔ细胞迁移
［８９］。因此，在自然杀伤／Ｔ细胞

淋巴瘤（ｎａｔｕｒａｌｋｉｌｌｅｒ／Ｔｃｅｌｌｌｙｍｐｈｏｍａ，ＮＫＴＣＬ）

中，靶向ＣＣＲ１的治疗有助于ＥＢＶ清除、Ｔ细胞活

化和淋巴瘤细胞杀伤，是治疗ＥＢＶ诱导癌症的新方

向。ＧＰＣＲｓ在人类免疫缺陷病毒（ｈｕｍａｎｉｍｍｕｎｏ

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ｖｉｒｕｓ，ＨＩＶ）感染机体过程中也发挥作

用。ＣＣＲ５和ＣＸＣＲ４能够直接与 ＨＩＶ表面糖蛋白

ＧＰｌ２０结合，促进 ＨＩＶ１病毒进入Ｔ细胞，是 ＨＩＶ１

和ＨＩＶ２病毒入侵细胞的关键步骤。配体ＣＣＬ５、

ＣＸＣＬ１２分别与 ＣＣＲ５、ＣＸＣＲ４ 结 合 后 可 抑 制

ＨＩＶ１感染机体过程
［９０］。目前，使用 ＣＸＣＲ４和

ＣＣＲ５拮抗剂治疗 ＨＩＶ在临床研究方面已取得一

定成果。组织驻留记忆（ｔｉｓｓｕｅ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ｍｅｍｏｒｙ，

ＴＲＭ）细胞促炎活性较强，在急性感染期间，ＴＧＦβ

诱导ＧＰＲ５６在ＴＲＭ 细胞表达上调，抑制ＴＲＭ 细

胞的活性，避免炎症引起的机体损伤。此外，在淋巴

细胞性脉络丛脑膜炎病毒（ｌｙｍｐｈｏｃｙｔｉｃｃｈｏｒｉｏｍｅｎ

ｉｎｇｉｔｉｓｖｉｒｕｓ，ＬＣＭＶ）和李斯特菌急性感染时，

ＧＰＲ５６在ＣＤ８＋ＴＲＭ 细胞中特异性上调
［９１］，调节

ＣＤ８＋Ｔ细胞的分化及功能。在流行性感冒病毒感染

期间，气道炎性上皮分泌的ＣＸＣＬ９和ＣＸＣＬ１０增加，

募集表达ＣＸＣＲ３趋化因子受体的ＣＤ８＋Ｔ细胞
［９２］。

综上所述，ＧＰＣＲｓ在病毒感染过程中发挥重要作

用，探究在病毒感染过程起关键作用的 ＧＰＣＲｓ可

为病毒药物的研发提供新的靶点［９３］。

Ｔ细胞中的 ＧＰＣＲｓ的功能见图１，ＧＰＣＲｓ在

Ｔ细胞中的作用见图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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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Ｔ细胞中ＧＰＣＲｓ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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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ＧＰＣＲｓ在Ｔ细胞中的作用

６　总结与展望

综上所述，Ｔ细胞参与多种适应性免疫反应，Ｔ

细胞功能紊乱与自身免疫性疾病有关。ＧＰＣＲｓ及

其调控分子在Ｔ细胞生物学功能中起着重要作用。

本文列出了一些参与调节Ｔ细胞功能的ＧＰＣＲｓ信

号通路及其调控因子，以及在Ｔ细胞发挥功能的过

程中ＧＰＣＲｓ介导的信号通路成分。未来对这些分

子的研究将会给Ｔ细胞生物学提供新视野。此外，

ＧＰＣＲｓ及其配体与感染性疾病的发展之间密切相

关，进一步研究可为疾病治疗提供重要的药理靶点。

利益冲突：所有作者均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

［参 考 文 献］

［１］　ＡｕｄｅｔＭ，ＢｏｕｖｉｅｒＭ．Ｒ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ｉｎｇＧｐｒｏｔｅｉｎｃｏｕｐｌｅｄｒｅｃｅｐ

ｔｏｒ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Ｊ］．Ｃｅｌｌ，２０１２，１５１（１）：１４－２３．

［２］　ＹａｎｇＬＫ，ＨｏｕＺＳ，ＴａｏＹＸ．Ｂｉａｓｅｄｓｉｇｎａｌｉｎｇｉｎｎａｔｕｒａｌｌｙｏｃ

ｃｕｒｒｉｎｇｍｕｔ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Ｇｐｒｏｔｅｉｎｃｏｕｐｌｅｄｒｅｃｅｐｔｏｒｓ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ｄｉｖｅｒｓｅｈｕｍａｎｄｉｓｅａｓｅｓ［Ｊ］．ＢｉｏｃｈｉｍＢｉｏｐｈｙｓＡｃｔａＭｏｌ

ＢａｓｉｓＤｉｓ，２０２１，１８６７（１）：１６５９７３．

［３］　ＨｉｌｇｅｒＤ，ＭａｓｕｒｅｅｌＭ，ＫｏｂｉｌｋａＢＫ．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ａｎｄ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ｏｆＧＰＣＲｓｉｇｎａｌｉｎｇｃｏｍｐｌｅｘｅｓ［Ｊ］．ＮａｔＳｔｒｕｃｔＭｏｌＢｉｏｌ，２０１８，

２５（１）：４－１２．

［４］　ＫａｔｒｉｔｃｈＶ，ＣｈｅｒｅｚｏｖＶ，ＳｔｅｖｅｎｓＲＣ．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

Ｇｐｒｏｔｅｉｎｃｏｕｐｌｅｄｒｅｃｅｐｔｏｒｓｕｐｅｒｆａｍｉｌｙ［Ｊ］．ＡｎｎｕＲｅｖＰｈａｒ

ｍａｃｏｌＴｏｘｉｃｏｌ，２０１３，５３：５３１－５５６．

［５］　ＤｗｉｖｅｄｉＮＶ，ＤａｔｔａＳ，ＥｌＫｅｒｓｈＫ，ｅｔａｌ．ＧＰＣＲｓａｎｄｆｉｂｒｏ

ｂｌａｓｔ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 ｉｎ ｆｉｂｒｏｂｌａｓｔ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Ｊ］．

ＦＡＳＥＢＪ，２０２３，３７（８）：ｅ２３１０１．

［６］　ＨａｕｓｅｒＡＳ，ＣｈａｖａｌｉＳ，ＭａｓｕｈｏＩ，ｅｔａｌ．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ｇｅｎｏｍｉｃｓｏｆ

ＧＰＣＲｄｒｕｇｔａｒｇｅｔｓ［Ｊ］．Ｃｅｌｌ，２０１８，１７２（１／２）：４１－５４．ｅ１９．

［７］　ＨａｕｓｅｒＡＳ，ＡｔｔｗｏｏｄＭＭ，ＲａｓｋＡｎｄｅｒｓｅｎＭ，ｅｔａｌ．Ｔｒｅｎｄｓ

ｉｎＧＰＣＲｄｒｕｇ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ｎｅｗａｇｅｎｔｓ，ｔａｒｇｅｔｓａｎｄｉｎｄ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Ｊ］．ＮａｔＲｅｖＤｒｕｇＤｉｓｃｏｖ，２０１７，１６（１２）：８２９－８４２．

［８］　ＣｈａｎＨＣＳ，ＬｉＹ，ＤａｈｏｕｎＴ，ｅｔａｌ．Ｎｅｗｂｉｎｄｉｎｇｓｉｔｅｓ，ｎｅｗ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ｆｏｒＧＰＣＲｄｒｕｇ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Ｊ］．ＴｒｅｎｄｓＢｉｏｃｈｅｍ

Ｓｃｉ，２０１９，４４（４）：３１２－３３０．

［９］　ＹａｎｇＤＨ，ＺｈｏｕＱＴ，ＬａｂｒｏｓｋａＶ，ｅｔａｌ．Ｇｐｒｏｔｅｉｎｃｏｕｐｌｅｄ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ｓ：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ａｎｄ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ｄｒｕｇ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Ｊ］．

ＳｉｇｎａｌＴｒａｎｓｄｕｃｔＴａｒｇｅｔＴｈｅｒ，２０２１，６（１）：７．

［１０］ＫｕｍａｒＢＶ，ＣｏｎｎｏｒｓＴＪ，ＦａｒｂｅｒＤＬ．ＨｕｍａｎＴｃｅｌｌｄｅｖｅｌｏｐ

ｍｅｎｔ，ｌｏｃ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ｔｈｒｏｕｇｈｏｕｔｌｉｆｅ［Ｊ］．Ｉｍｍｕｎｉ

ｔｙ，２０１８，４８（２）：２０２－２１３．

［１１］ＣｏｓｅｎｚａＭ，ＳａｃｃｈｉＳ，ＰｏｚｚｉＳ．Ｃｙｔｏｋｉｎｅｒｅｌｅａｓｅ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ａｓ

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Ｔｃｅｌｌｂａｓｅｄｔｈｅｒａｐｉｅｓｆｏｒｈｅｍａｔ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ｍａｌｉｇ

ｎａｎｃｉｅｓ：ｐａｔｈｏ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ｙ，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Ｊ］．ＩｎｔＪＭｏｌＳｃｉ，２０２１，２２（１４）：７６５２．

［１２］ＳｅｄｅｒＲＡ，ＡｈｍｅｄＲ．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ｉｅｓａｎｄ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ｉｎＣＤ４＋ａｎｄ

ＣＤ８＋ｅｆｆｅｃｔｏｒａｎｄｍｅｍｏｒｙＴｃｅｌｌ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Ｊ］．ＮａｔＩｍｍｕ

ｎｏｌ，２００３，４（９）：８３５－８４２．

［１３］ＲｏｓｅｎｂａｕｍＤＭ，ＲａｓｍｕｓｓｅｎＳＧＦ，ＫｏｂｉｌｋａＢＫ．Ｔｈ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ｐｒｏｔｅｉｎｃｏｕｐｌｅｄｒｅｃｅｐｔｏｒｓ［Ｊ］．Ｎａｔｕｒｅ，

２００９，４５９（７２４５）：３５６－３６３．

［１４］ＳｙｒｏｖａｔｋｉｎａＶ，ＡｌｅｇｒｅＫＯ，ＤｅｙＲ，ｅｔａｌ．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ｉｇｎａ

ｌｉｎｇ，ａｎｄ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ＧＰｒｏｔｅｉｎｓ［Ｊ］．ＪＭｏｌＢｉｏｌ，

２０１６，４２８（１９）：３８５０－３８６８．

［１５］ＡｌｋｈａｔｉｂＧ．ＴｈｅｂｉｏｌｏｇｙｏｆＣＣＲ５ａｎｄＣＸＣＲ４［Ｊ］．ＣｕｒｒＯｐｉｎ

ＨＩＶＡＩＤＳ，２００９，４（２）：９６－１０３．

［１６］ＨｏｆｔＳＧ，ＳａｌｌｉｎＭＡ，ＫａｕｆｆｍａｎＫＤ，ｅｔａｌ．ＴｈｅｒａｔｅｏｆＣＤ４＋

Ｔｃｅｌｌｅｎｔｒｙｉｎｔｏｔｈｅｌｕｎｇｓｄｕｒｉｎｇ犕狔犮狅犫犪犮狋犲狉犻狌犿狋狌犫犲狉犮狌犾狅狊犻狊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ｉｓ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ｂｙｐａｒｔｉａｌａｎｄｏｐｐｏｓｉｎｇ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ｍｕｌｔｉ

ｐｌｅｃｈｅｍｏｋｉｎｅｒｅｃｅｐｔｏｒｓ［Ｊ］．ＩｎｆｅｃｔＩｍｍｕｎ，２０１９，８７（６）：

ｅ００８４１－１８．

［１７］ＳｌｉｇｈｔＳＲ，ＲａｎｇｅｌＭｏｒｅｎｏＪ，ＧｏｐａｌＲ，ｅｔａｌ．ＣＸＣＲ５＋Ｔｈｅｌ

ｐｅｒｃｅｌｌｓｍｅｄｉａｔｅ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ｖｅｉｍｍｕｎｉｔｙａｇａｉｎｓｔｔｕｂｅｒｃｕｌｏｓｉｓ［Ｊ］．

ＪＣｌｉｎＩｎｖｅｓｔ，２０１３，１２３（２）：７１２－７２６．

［１８］ＨａｒｌｉｎＨ，ＭｅｎｇＹＲ，ＰｅｔｅｒｓｏｎＡＣ，ｅｔａｌ．Ｃｈｅｍｏｋｉｎｅｅｘｐｒｅ

ｓｓｉｏｎｉｎ ｍｅｌａｎｏｍａ ｍｅｔａｓｔａｓｅｓ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ＣＤ８＋ Ｔｃｅｌｌ

ｒｅｃｒｕｉｔｍｅｎｔ［Ｊ］．ＣａｎｃｅｒＲｅｓ，２００９，６９（７）：３０７７－３０８５．

［１９］ＴａｎＭＣＢ，ＧｏｅｄｅｇｅｂｕｕｒｅＰＳ，ＢｅｌｔＢＡ，ｅｔａｌ．Ｄｉｓｒｕｐｔｉｏｎｏｆ

ＣＣＲ５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ｈｏｍｉｎｇｏｆ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Ｔｃｅｌｌｓｉｎｈｉｂｉｔｓｔｕｍｏｒ

ｇｒｏｗｔｈｉｎａｍｕｒｉｎｅｍｏｄｅｌｏｆｐａｎｃｒｅａｔｉｃｃａｎｃｅｒ［Ｊ］．ＪＩｍｍｕｎｏｌ，

２００９，１８２（３）：１７４６－１７５５．

［２０］ＴａｖａｒｅｓＬＰ，ＧａｒｃｉａＣＣ，ＧｏｎａｌｖｅｓＡＰＦ，ｅｔａｌ．ＡＣＫＲ２ｃｏｎ

ｔｒｉｂｕｔｅｓｔｏ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ｂｙｓｈａｐｉｎｇＣＣＬ５：ＣＣＲ５ｄｅ

ｐｅｎｄｅｎｔｒｅｃｒｕｉｔｍｅｎｔｏｆｌｙｍｐｈｏｃｙｔｅｓｄｕｒｉｎｇｉｎｆｌｕｅｎｚａＡｉｎｆｅｃ

ｔｉｏｎｉｎｍｉｃｅ［Ｊ］．ＡｍＪＰｈｙｓｉｏｌＬｕｎｇＣｅｌｌＭｏｌＰｈｙｓｉｏｌ，２０２０，

３１８（４）：Ｌ６５５－Ｌ６７０．

［２１］ＫｏｈｌｍｅｉｅｒＪＥ，ＭｉｌｌｅｒＳＣ，ＳｍｉｔｈＪ，ｅｔａｌ．Ｔｈｅｃｈｅｍｏｋｉｎｅｒｅ

ｃｅｐｔｏｒＣＣＲ５ｐｌａｙｓａｋｅｙｒｏｌｅｉｎｔｈｅｅａｒｌｙｍｅｍｏｒｙＣＤ８＋Ｔｃｅｌ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ｔｏ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ｏｒｙｖｉｒｕｓ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ｓ［Ｊ］．Ｉｍｍｕｎｉｔｙ，２００８，

２９（１）：１０１－１１３．

［２２］ＣｏｎｔｅｎｔｏＲＬ，ＭｏｌｏｎＢ，ＢｏｕｌａｒａｎＣ，ｅｔａｌ．ＣＸＣＲ４ＣＣＲ５：ａ

·８７２· 中国感染控制杂志２０２５年２月第２４卷第２期　ＣｈｉｎＪＩｎｆｅｃｔＣｏｎｔｒｏｌＶｏｌ２４Ｎｏ２Ｆｅｂ２０２５



ｃｏｕｐｌｅｍｏｄｕｌａｔｉｎｇＴｃｅｌ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Ｊ］．ＰｒｏｃＮａｔｌＡｃａｄＳｃｉＵＳ

Ａ，２００８，１０５（２９）：１０１０１－１０１０６．

［２３］ＰｅｎｇＹＭ，ｖａｎｄｅＧａｒｄｅＭＤＢ，ＣｈｅｎｇＫＦ，ｅｔａｌ．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ｅｘ

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ＧＰＲ５６ｂｙｈｕｍａｎｃｙｔｏｔｏｘｉｃｌｙｍｐｈｏｃｙｔｅｓ［Ｊ］．Ｊ

ＬｅｕｋｏｃＢｉｏｌ，２０１１，９０（４）：７３５－７４０．

［２４］ＬｉｕＣ，ＬｉｕＴＣ，ＨｕＹＺ，ｅｔａｌ．Ｇｐｒｏｔｅｉｎｃｏｕｐｌｅｄｒｅｃｅｐｔｏｒ５６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ｅｓＣＴＬｓａｎｄｒｅｆｌｅｃｔｓｔｈｅ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ｌｕｎｇｃａｎｃｅｒ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Ｊ］．ＪＩｍｍｕｎｏｌ，２０２３，２１１（４）：６８３－６９２．

［２５］ＫｕｏＰＴ，ＺｅｎｇＺ，ＳａｌｉｍＮ，ｅｔａｌ．ＴｈｅｒｏｌｅｏｆＣＸＣＲ３ａｎｄｉｔｓ

ｃｈｅｍｏｋｉｎｅｌｉｇａｎｄｓｉｎｓｋｉｎｄｉｓｅａｓｅａｎｄｃａｎｃｅｒ［Ｊ］．ＦｒｏｎｔＭｅｄ

（Ｌａｕｓａｎｎｅ），２０１８，５：２７１．

［２６］ＫａｒｉｎＮ．ＣＸＣＲ３ｌｉｇａｎｄｓｉｎｃａｎｃｅｒａｎｄａｕｔｏｉｍｍｕｎｉｔｙ，ｃｈｅ

ｍｏａｔ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ｏｆｅｆｆｅｃｔｏｒＴｃｅｌｌｓ，ａｎｄｂｅｙｏｎｄ［Ｊ］．ＦｒｏｎｔＩｍｍｕ

ｎｏｌ，２０２０，１１：９７６．

［２７］ＬｉＣＸ，ＬｉｎｇＣＣ，ＳｈａｏＹ，ｅｔａｌ．ＣＸＣＬ１０／ＣＸＣＲ３ｓｉｇｎａｌｉｎｇ

ｍｏｂｉｌｉｚｅｄ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Ｔｃｅｌｌｓｐｒｏｍｏｔｅｌｉｖｅｒｔｕｍｏｒ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ａｆ

ｔｅｒｔｒａｎｓ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Ｊ］．ＪＨｅｐａｔｏｌ，２０１６，６５（５）：９４４－９５２．

［２８］ＫｕｏＰ，ＴｕｏｎｇＺＫ，ＴｅｏｈＳＭ，ｅｔａｌ．ＨＰＶ１６Ｅ７ｉｎｄｕｃｅｄｈｙ

ｐｅｒｐｌａｓｉａｐｒｏｍｏｔｅｓＣＸＣＬ９／１０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ｎｄｉｎｄｕｃｅｓＣＸ

ＣＲ３＋Ｔｃｅｌｌ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ｔｏｓｋｉｎ［Ｊ］．ＪＩｎｖｅｓｔＤｅｒｍａｔｏｌ，２０１８，

１３８（６）：１３４８－１３５９．

［２９］ＫａｒｉｎＮ，ＷｉｌｄｂａｕｍＧ，ＴｈｅｌｅｎＭ．Ｂｉａｓｅｄｓｉｇｎａｌｉｎｇｐａｔｈｗａｙｓ

ｖｉａＣＸＣＲ３ｃｏｎｔｒｏｌ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ｎｄ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ｏｆＣＤ４＋Ｔ

ｃｅｌｌｓｕｂｓｅｔｓ［Ｊ］．ＪＬｅｕｋｏｃＢｉｏｌ，２０１６，９９（６）：８５７－８６２．

［３０］ＧｒｏｏｍＪＲ．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ｓｏｆＴｃｅｌｌｆａｔｅ：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ｅｌｌｍｉｇｒａ

ｔｉｏ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Ｊ］．ＩｍｍｕｎｏｌＲｅｖ，２０１９，

２８９（１）：１０１－１１４．

［３１］ＹｏｓｈｉｅＯ．ＣＣＲ４ａｓａｔｈｅｒａｐｅｕｔｉｃｔａｒｇｅｔｆｏｒｃａｎｃｅｒｉｍｍｕｎｏ

ｔｈｅｒａｐｙ［Ｊ］．Ｃａｎｃｅｒｓ（Ｂａｓｅｌ），２０２１，１３（２１）：５５４２．

［３２］ＺｅｎｇａｒｉｎｉＣ，ＧｕｇｌｉｅｌｍｏＡ，ＭｕｓｓｉＭ，ｅｔａｌ．Ａ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ｔｈｅｓｔａｔｅｏｆｔｈｅａｒｔｏｆＣＣＲ４ｂａｓｅｄｔｈｅｒａｐｉｅｓｉｎｃｕｔａｎｅｏｕｓ

Ｔｃｅｌｌｌｙｍｐｈｏｍａｓ：ｆｏｃｕｓｏｎｍｏｇａｍｕｌｉｚｕｍａｂａｎｄｆｕｔｕｒｅｔｒｅａｔ

ｍｅｎｔｓ［Ｊ］．Ａｎｔｉｂｏｄｉｅｓ（Ｂａｓｅｌ），２０２４，１３（２）：３２．

［３３］刘彤，银维谋，蓝娇，等．哮喘小鼠ＣＣＲ４／ＴＡＲＣ信号轴对

Ｔｒｅｇ／Ｔｈ１７细胞平衡的调控研究［Ｊ］．实用医学杂志，２０２０，

３６（１９）：２６２１－２６２４，２６２９．

ＬｉｕＴ，ＹｉｎＷＭ，ＬａｎＪ，ｅｔａｌ．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ＣＲ／Ｔｈ１７ｃｅｌｌ

ｉｎｆｉｌｔ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ｏｌｕｎｇｂｙＣＣＲ４／ＴＡＲＣｓｉｇｎａｌａｘｉｓｉｎ ｍｏｕｓｅ

ａｓｔｈｍａｍｏｄｅｌ［Ｊ］．Ｔｈ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２０２０，３６

（１９）：２６２１－２６２４，２６２９．

［３４］ＢｏｇａｃｋａＪ，ＰａｗｌｉｋＫ，ＣｉａｐａａＫ，ｅｔａｌ．ＣＣｃｈｅｍｏｋｉｎｅｒｅｃｅｐ

ｔｏｒ４（ＣＣＲ４）ａｓａｐｏｓｓｉｂｌｅｎｅｗｔａｒｇｅｔｆｏｒｔｈｅｒａｐｙ［Ｊ］．ＩｎｔＪ

ＭｏｌＳｃｉ，２０２２，２３（２４）：１５６３８．

［３５］ＬｉｔｖｉｎｏｖＩＶ，ＴｅｔｚｌａｆｆＭＴ，ＴｈｉｂａｕｌｔＰ，ｅｔａｌ．Ｇｅｎｅ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ｉｎｃｕｔａｎｅｏｕｓＴｃｅｌｌｌｙｍｐｈｏｍａｓ（ＣＴＣＬ）ｈｉｇｈｌｉｇｈｔｓ

ｄｉｓｅａｓｅ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ａｎｄ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ａｎｄｐｒｏｇｎｏｓｔｉｃ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Ｊ］．Ｏｎｃｏｉｍｍｕ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７，６（５）：ｅ１３０６６１８．

［３６］ＫｒｅｊｓｇａａｒｄＴ，ＬｉｎｄａｈｌＬＭ，ＭｏｎｇａｎＮＰ，ｅｔａｌ．Ｍａｌｉｇｎａｎｔｉｎ

ｆｌａｍｍａｔｉｏｎｉｎｃｕｔａｎｅｏｕｓＴｃｅｌｌｌｙｍｐｈｏｍａ－ａｈｏｓｔｉｌｅｔａｋｅｏｖｅｒ

［Ｊ］．ＳｅｍｉｎＩｍｍｕｎｏｐａｔｈｏｌ，２０１７，３９（３）：２６９－２８２．

［３７］ＧｕｇｌｉｅｌｍｏＡ，ＺｅｎｇａｒｉｎｉＣ，ＡｇｏｓｔｉｎｅｌｌｉＣ，ｅｔａｌ．Ｔｈｅｒｏｌｅｏｆ

ｃｙｔｏｋｉｎｅｓｉｎｃｕｔａｎｅｏｕｓＴｃｅｌｌｌｙｍｐｈｏｍａ：ａｆｏｃｕｓｏｎｔｈｅｓｔａｔｅ

ｏｆｔｈｅａｒｔａｎｄｐｏｓｓｉｂｌｅｔｈｅｒａｐｅｕｔｉｃｔａｒｇｅｔｓ［Ｊ］．Ｃｅｌｌｓ，２０２４，１３

（７）：５８４．

［３８］ＨｏｎｊｏＡ，ＯｇａｗａＨ，ＡｚｕｍａＭ，ｅｔａｌ．Ｔａｒｇｅｔｅｄ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ｏｆ

ＣＣＲ４＋ｃｅｌｌｓｉｓｓｕ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ｔｏｓｕｐｐｒｅｓｓａｌｌｅｒｇｉｃａｉｒｗａｙｉｎｆｌａｍｍａ

ｔｉｏｎ［Ｊ］．Ｒｅｓｐｉｒ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２０１３，５１（４）：２４１－２４９．

［３９］杨心怡．ＣＣＲ４及Ｔｒｅｇ细胞与变应性鼻炎发病机制相关性的

研究［Ｄ］．大连：大连医科大学，２０２０．

ＹａｎｇＸＹ．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ＣＣＲ４ａｎｄＴｒｅｇｃｅｌｌｓｗｉｔｈｔｈｅ

ｐａｔｈｏｇｅｎｅｓｉｓｏｆａｌｌｅｒｇｉｃｒｈｉｎｉｔｉｓ［Ｄ］．Ｄａｌｉａｎ：Ｄａｌｉａｎ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２０．

［４０］ＡｌｒｕｍａｉｈｉＦ．Ｔｈｅｍｕｌｔｉ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ｒｏｌｅｓｏｆＣＣＲ７ｉｎｈｕｍａｎｉｍ

ｍｕｎ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ａｓａｐｒｏｍｉｓｉｎｇｔｈｅｒａｐｅｕｔｉｃｔａｒｇｅｔｆｏｒｃａｎｃｅｒ

ｔｈｅｒａｐｅｕｔｉｃｓ［Ｊ］．ＦｒｏｎｔＭｏｌＢｉｏｓｃｉ，２０２２，９：８３４１４９．

［４１］ＢｕｒｇｓｔａｈｌｅｒＲ，ＫｅｍｐｋｅｓＢ，ＳｔｅｕｂｅＫ，ｅｔａｌ．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

ｔｈｅｃｈｅｍｏｋｉｎｅｒｅｃｅｐｔｏｒＢＬＲ２／ＥＢＩ１ｉｓ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ｌｌｙ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ｖａ

ｔｅｄｂｙＥｐｓｔｅｉｎＢａｒｒｖｉｒｕｓｎｕｃｌｅａｒａｎｔｉｇｅｎ２［Ｊ］．ＢｉｏｃｈｅｍＢｉｏ

ｐｈｙｓＲｅｓＣｏｍｍｕｎ，１９９５，２１５（２）：７３７－７４３．

［４２］ＦｒｓｔｅｒＲ，ＳｃｈｕｂｅｌＡ，ＢｒｅｉｔｆｅｌｄＤ，ｅｔａｌ．ＣＣＲ７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ｓ

ｔｈｅｐｒｉｍａｒｙｉｍｍｕｎｅ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ｂｙ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ｍｉｃｒｏ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ｓｉｎ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ｌｙｍｐｈｏｉｄｏｒｇａｎｓ［Ｊ］．Ｃｅｌｌ，１９９９，

９９（１）：２３－３３．

［４３］ＫｏｎｄｏＫ，ＯｈｉｇａｓｈｉＩ，ＴａｋａｈａｍａＹ．Ｔｈｙｍｕｓ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ｆｏｒ

Ｔｃｅｌｌ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Ｊ］．ＩｎｔＩｍｍｕｎｏｌ，２０１９，３１（３）：１１９－１２５．

［４４］ＲｏｂｅｒｔｓＥＷ，ＢｒｏｚＭＬ，ＢｉｎｎｅｗｉｅｓＭ，ｅｔａｌ．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ｒｏｌｅｆｏｒ

ＣＤ１０３＋／ＣＤ１４１＋ｄｅｎｄｒｉｔｉｃｃｅｌｌｓｂｅａｒｉｎｇＣＣＲ７ｆｏｒｔｕｍｏｒａｎｔｉ

ｇｅｎｔｒａｆｆｉｃｋｉｎｇａｎｄｐｒｉｍｉｎｇｏｆＴｃｅｌｌｉｍｍｕｎｉｔｙｉｎｍｅｌａｎｏｍａ

［Ｊ］．ＣａｎｃｅｒＣｅｌｌ，２０１６，３０（２）：３２４－３３６．

［４５］ＳｈａｒｍａＮ，ＢｅｎｅｃｈｅｔＡＰ，ＬｅｆｒａｎｏｉｓＬ，ｅｔａｌ．ＣＤ８Ｔｃｅｌｌｓｅｎ

ｔｅｒｔｈｅｓｐｌｅｎｉｃＴｃｅｌｌｚｏｎｅｓ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ｌｙｏｆＣＣＲ７，ｂｕｔｔｈｅ

ｓｕｂｓｅｑｕｅｎｔ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ａｎｄｔｒａｆｆｉｃｋｉｎｇｐａｔｔｅｒｎｓｏｆｅｆｆｅｃｔｏｒＴ

ｃｅｌｌｓａｆｔｅｒ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ａｒｅｄｙｓｒｅｇｕｌａｔｅｄｉｎｔｈｅａｂｓｅｎｃｅｏｆＣＣＲ７

ｍｉｇｒａｔｏｒｙｃｕｅｓ［Ｊ］．ＪＩｍｍｕｎｏｌ，２０１５，１９５（１１）：５２２７－５２３６．

［４６］ＣａｓｔｒｉｃｏｎｉＲ，ＣａｒｒｅｇａＰ，ＤｏｎｄｅｒｏＡ，ｅｔａｌ．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ｍｅｃｈａ

ｎｉｓｍｓｄｉｒｅｃｔｉｎｇ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ｒｅｔｅｎｔｉｏｎｏｆｎａｔｕｒａｌｋｉｌｌｅｒｃｅｌｌｓｉｎ

ｈｕｍａｎｔｉｓｓｕｅｓ［Ｊ］．ＦｒｏｎｔＩｍｍｕｎｏｌ，２０１８，９：２３２４．

［４７］秦齐雨．ＳＨＩＰ１调控Ｔ细胞迁移及其在单纯疱疹病毒性角膜

炎中的作用［Ｄ］．杭州：浙江大学，２０２０．

ＱｉｎＱＹ．ＳＨＩＰ１ｍｅｄｉａｔｅｄ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Ｄ４＋Ｔｃｅｌｌｓａｎｄｔｈｅｉｒ

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ｎｈｅｒｐｅｓｓｉｍｐｌｅｘｋｅｒａｔｉｔｉｓ［Ｄ］．Ｈａｎｇｚｈｏｕ：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２０．

［４８］ＬｖＪＷ，ＬｉＬ，ＬｉＷ，ｅｔａｌ．Ｒｏｌｅｏｆｔｈｅｃｈｅｍｏｋｉｎｅｒｅｃｅｐｔｏｒｓ

ＣＸＣＲ３，ＣＸＣＲ４ａｎｄＣＣＲ７ｉｎｔｈｅｉｎｔｒａｍｕｓｃｕｌａｒｒｅｃｒｕｉｔｍｅｎｔｏｆ

ｐｌａｓｍａｃｙｔｏｉｄｄｅｎｄｒｉｔｉｃｃｅｌｌｓｉｎｄｅｒｍａｔｏｍｙｏｓｉｔｉｓ［Ｊ］．ＪＮｅｕｒｏ

ｉｍｍｕｎｏｌ，２０１８，３１９：１４２－１４８．

［４９］吴春玲．次级淋巴组织趋化因子及其受体ＣＣＬ２１／ＣＣＲ７在原

发干燥综合征Ｔ淋巴细胞移行浸润中的作用及其相关机制的

研究［Ｄ］．沈阳：中国医科大学，２０１８．

ＷｕＣＬ．Ｔｈｅｒｏｌｅａｎｄ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ｏｆＣＣＬ２１／ＣＣＲ７ｏｎＴｌｙｍ

ｐｈｏｃｙｔｅ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ｎｆｉｌｔ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ｐｒｉｍａｒｙＳｊｇｒｅｎ’ｓｓｙｎ

ｄｒｏｍｅ［Ｄ］．Ｓｈｅｎｙａｎｇ：ＣｈｉｎａＭｅｄｉｃ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１８．

［５０］ＪｕｎｇｅｒＷＧ．Ｉｍｍｕｎｅｃｅｌｌ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ｂｙａｕｔｏｃｒｉｎｅｐｕｒｉｎｅｒｇｉｃ

ｓｉｇｎａｌｌｉｎｇ［Ｊ］．ＮａｔＲｅｖＩｍｍｕｎｏｌ，２０１１，１１（３）：２０１－２１２．

·９７２·中国感染控制杂志２０２５年２月第２４卷第２期　ＣｈｉｎＪＩｎｆｅｃｔＣｏｎｔｒｏｌＶｏｌ２４Ｎｏ２Ｆｅｂ２０２５



［５１］ＬｉＲＭ，ＴａｎＢＨ，ＹａｎＹ，ｅｔａｌ．ＥｘｔｒａｃｅｌｌｕｌａｒＵＤＰａｎｄＰ２Ｙ６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ｓａｄａｎｇｅｒｓｉｇｎａｌｔｏｐｒｏｔｅｃｔｍｉｃｅｆｒｏｍｖｅｓｉｃｕｌａｒｓｔｏ

ｍａｔｉｔｉｓｖｉｒｕｓ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ｔｈｒｏｕｇｈａｎ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ｉｎＩＦＮβ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Ｊ］．ＪＩｍｍｕｎｏｌ，２０１４，１９３（９）：４５１５－４５２６．

［５２］ＺｈａｎｇＺ，ＷａｎｇＺＱ，ＲｅｎＨ，ｅｔａｌ．Ｐ２Ｙ６ａｇｏｎｉｓｔｕｒｉｄｉｎｅ５’

ｄｉ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ｅｐｒｏｍｏｔｅｓｈｏｓｔｄｅｆｅｎｓｅａｇａｉｎｓｔ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ｖｉａｍｏｎｏｃｙｔｅｃｈｅｍｏａｔｔｒａｃｔａｎｔｐｒｏｔｅｉｎ１ｍｅｄｉａｔｅｄｍｏｎｏｃｙｔｅｓ／

ｍａｃｒｏｐｈａｇｅｓｒｅｃｒｕｉｔｍｅｎｔ［Ｊ］．ＪＩｍｍｕｎｏｌ，２０１１，１８６（９）：５３７６－

５３８７．

［５３］ＭａｒｃｅｔＢ，ＨｏｒｃｋｍａｎｓＭ，ＬｉｂｅｒｔＦ，ｅｔａｌ．Ｅｘｔｒａｃｅｌｌｕｌａｒｎｕｃｌｅｏ

ｔｉｄｅｓｒｅｇｕｌａｔｅＣＣＬ２０ｒｅｌｅａｓｅｆｒｏｍｈｕｍａｎｐｒｉｍａｒｙａｉｒｗａｙｅｐｉ

ｔｈｅｌｉａｌｃｅｌｌｓ，ｍｏｎｏｃｙｔｅｓａｎｄｍｏｎｏｃｙｔｅｄｅｒｉｖｅｄｄｅｎｄｒｉｔｉｃｃｅｌｌｓ

［Ｊ］．ＪＣｅｌｌＰｈｙｓｉｏｌ，２００７，２１１（３）：７１６－７２７．

［５４］ＧｉａｎｎａｔｔａｓｉｏＧ，ＯｈｔａＳ，ＢｏｙｃｅＪＲ，ｅｔａｌ．ＴｈｅｐｕｒｉｎｅｒｇｉｃＧ

ｐｒｏｔｅｉｎｃｏｕｐｌｅｄｒｅｃｅｐｔｏｒ６ｉｎｈｉｂｉｔｓｅｆｆｅｃｔｏｒＴｃｅｌｌ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ｉｎ

ａｌｌｅｒｇｉｃ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ｉｏｎ［Ｊ］．ＪＩｍｍｕｎｏｌ，２０１１，１８７

（３）：１４８６－１４９５．

［５５］ＯｓｍｅｒｓＩ，ＳｍｉｔｈＳＳ，ＰａｒｋｓＢＷ，ｅｔａｌ．Ｄｅｌｅ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Ｇ２Ａ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ｆａｉｌｓｔｏａｔｔｅｎｕａｔｅ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ａｕｔｏｉｍｍｕｎｅｅｎｃｅｐｈａ

ｌｏｍｙｅｌｉｔｉｓ［Ｊ］．ＪＮｅｕｒｏｉｍｍｕｎｏｌ，２００９，２０７（１－２）：１８－２３．

［５６］ＨａｓｅｇａｗａＨ，ＬｅｉＪ，ＭａｔｓｕｍｏｔｏＴ，ｅｔａｌ．Ｌｙｓｏ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ｉｄｙｌ

ｃｈｏｌｉｎｅｅｎｈａｎｃｅｓｔｈｅｓｕｐｐｒｅｓｓｉｖｅ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ｏｆｈｕｍａｎｎａｔｕｒａｌｌｙ

ｏｃｃｕｒｒｉｎｇ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ＴｃｅｌｌｓｔｈｒｏｕｇｈＴＧＦβ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Ｊ］．

ＢｉｏｃｈｅｍＢｉｏｐｈｙｓＲｅｓＣｏｍｍｕｎ，２０１１，４１５（３）：５２６－５３１．

［５７］ＹａｎｇＬＶ，ＲａｄｕＣＧ，ＷａｎｇＬ，ｅｔａｌ．Ｇｉ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ｍａｃｒｏ

ｐｈａｇｅｃｈｅｍｏｔａｘｉｓｔｏｌｙｓｏ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ｉｄｙｌｃｈｏｌｉｎｅｖｉａｔｈｅｉｍｍｕｎｏ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ＧＰＣＲ Ｇ２Ａ［Ｊ］．Ｂｌｏｏｄ，２００５，１０５（３）：１１２７－

１１３４．

［５８］ＲａｄｕＣＧ，ＹａｎｇＬＶ，ＲｉｅｄｉｎｇｅｒＭ，ｅｔａｌ．Ｔｃｅｌｌｃｈｅｍｏｔａｘｉｓｔｏ

ｌｙｓｏ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ｉｄｙｌｃｈｏｌｉｎｅｔｈｒｏｕｇｈｔｈｅＧ２Ａｒｅｃｅｐｔｏｒ［Ｊ］．Ｐｒｏｃ

ＮａｔｌＡｃａｄＳｃｉＵＳＡ，２００４，１０１（１）：２４５－２５０．

［５９］ＣｏｔｔｅＡＫ，ＡｉｒｅｓＶ，ＦｒｅｄｏｎＭ，ｅｔａｌ．Ｌｙｓｏ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ｉｄｙｌｃｈｏ

ｌｉｎｅａｃｙｌ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ａｓｅ２ｍｅｄｉａｔｅｄｌｉｐｉｄｄｒｏｐｌｅｔ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ｓｕ

ｐｐｏｒｔｓｃｏｌｏｒｅｃｔａｌｃａｎｃｅｒｃｈｅｍｏ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Ｊ］．ＮａｔＣｏｍｍｕｎ，

２０１８，９（１）：３２２．

［６０］ＰｅｔｅｒＣ，ＷａｉｂｅｌＭ，ＲａｄｕＣＧ，ｅｔａｌ．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ｔｏａｐｏｐｔｏｔｉｃ

“ｆｉｎｄｍｅ”ｓｉｇｎａｌｓｉｓｍｅｄｉａｔｅｄｖｉａｔｈｅｐｈａｇｏｃｙｔｅｒｅｃｅｐｔｏｒＧ２Ａ

［Ｊ］．ＪＢｉｏｌＣｈｅｍ，２００８，２８３（９）：５２９６－５３０５．

［６１］ＫａｌｉｎｓｋｉＰ．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ｉｍｍｕｎｅ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ｂｙｐｒｏｓｔａｇｌａｎｄｉｎ

Ｅ２［Ｊ］．ＪＩｍｍｕｎｏｌ，２０１２，１８８（１）：２１－２８．

［６２］ＬｉＨ，ＣｈｅｎＨＹ，ＬｉｕＷＸ，ｅｔａｌ．ＰｒｏｓｔａｇｌａｎｄｉｎＥ２ｒｅｓｔｒａｉｎｓ

ｈｕｍａｎ Ｔｒｅｇｃｅｌｌ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ｉｏｎｖｉａ Ｅ ｐｒｏｓｔａｎｏｉｄｒｅｃｅｐｔｏｒ

２ｐｒｏｔｅｉｎｋｉｎａｓｅＡｓｉｇｎａｌｉｎｇ［Ｊ］．ＩｍｍｕｎｏｌＬｅｔｔ，２０１７，１９１：６３－

７２．

［６３］ＮａｔａｒａｊＣ，ＴｈｏｍａｓＤＷ，ＴｉｌｌｅｙＳＬ，ｅｔａｌ．Ｒｅｃｅｐｔｏｒｓｆｏｒｐｒｏｓ

ｔａｇｌａｎｄｉｎＥ２ｔｈａｔｒｅｇｕｌａｔｅｃｅｌｌｕｌａｒｉｍｍｕｎｅ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ｉｎｔｈｅ

ｍｏｕｓｅ［Ｊ］．ＪＣｌｉｎＩｎｖｅｓｔ，２００１，１０８（８）：１２２９－１２３５．

［６４］ＢｏｎｉｆａｃｅＫ，ＢａｋＪｅｎｓｅｎＫＳ，ＬｉＹ，ｅｔａｌ．ＰｒｏｓｔａｇｌａｎｄｉｎＥ２

ｒｅｇｕｌａｔｅｓＴｈ１７ｃｅｌｌ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ｔｈｒｏｕｇｈｃｙｃｌｉｃ

ＡＭＰａｎｄＥＰ２／ＥＰ４ｒｅｃｅｐｔｏｒｓｉｇｎａｌｉｎｇ［Ｊ］．ＪＥｘｐＭｅｄ，２００９，

２０６（３）：５３５－５４８．

［６５］ＳｒｅｅｒａｍｋｕｍａｒＶ，ＨｏｎｓＭ，ＰｕｎｚóｎＣ，ｅｔａｌ．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Ｔｃｅｌｌ

ｐｒｉｍｉｎｇａｎｄ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ｒｅｑｕｉｒｅｓｓｉｇｎａｌｉｎｇｔｈｒｏｕｇｈｐｒｏｓｔａｇｌａｎｄｉｎ

Ｅ２（ＥＰ）ｒｅｃｅｐｔｏｒｓ［Ｊ］．ＩｍｍｕｎｏｌＣｅｌｌＢｉｏｌ，２０１６，９４（１）：３９－

５１．

［６６］ＳｎｙｄｅｒＪＰ，ＡｍｉｅｌＥ．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ｄｅｎｄｒｉｔｉｃｃｅｌｌｉｍｍｕｎｅｆｕｎｃ

ｔｉｏｎａｎｄ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ｓｍｂｙｃｅｌｌｕｌａｒｎｕｔｒｉｅｎｔｓｅｎｓｏｒｍａｍｍａｌｉａｎｔａｒ

ｇｅｔｏｆｒａｐａｍｙｃｉｎ （ｍＴＯＲ）［Ｊ］．ＦｒｏｎｔＩｍｍｕｎｏｌ，２０１９，９：

３１４５．

［６７］ＰｏｍｐｕｒａＳＬ，ＤｏｍｉｎｇｕｅｚＶｉｌｌａｒＭ．ＴｈｅＰＩ３Ｋ／ＡＫＴｓｉｇｎａｌｉｎｇ

ｐａｔｈｗａｙｉｎ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Ｔｃｅｌ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ｄｆｕｎｃ

ｔｉｏｎ［Ｊ］．ＪＬｅｕｋｏｃＢｉｏｌ，２０１８，１０３（６）：１０６５－１０７６．

［６８］ＤｉｎｋｅｌＢＡ，ＫｒｅｍｅｒＫＮ，ＲｏｌｌｉｎｓＭＲ，ｅｔａｌ．ＧＲＫ２ｍｅｄｉａｔｅｓ

ＴＣＲｉｎｄｕｃｅｄ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ＸＣＲ４ａｎｄＴＣＲＣＸＣＲ４ｃｏｍ

ｐｌｅｘ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ｔｈａｔｄｒｉｖｅｓＰＩ３Ｋγ／ＰＲＥＸ１ｓｉｇｎａｌｉｎｇａｎｄＴｃｅｌｌ

ｃｙｔｏｋｉｎｅｓｅｃｒｅｔｉｏｎ［Ｊ］．ＪＢｉｏｌＣｈｅｍ，２０１８，２９３（３６）：１４０２２－

１４０３９．

［６９］ＫａｍｍａｌａＡＫ，ＹａｎｇＣＣ，ＰａｎｅｔｔｉｅｒｉＲＡ，ｅｔａｌ．Ｇｐｒｏｔｅｉｎｃｏｕ

ｐｌｅｄｒｅｃｅｐｔｏｒｋｉｎａｓｅ２（ＧＲＫ２）ｒｅｇｕｌａｔｅｓＴｃｅｌｌ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ｉｎａ

ｍｕｒｉｎｅｍｏｄｅｌｏｆｈｏｕｓｅｄｕｓｔｍｉｔｅｉｎｄｕｃｅｄａｓｔｈｍａ［Ｊ］．Ｆｒｏｎｔ

Ａｌｌｅｒｇｙ，２０２１，２：６５６８８６．

［７０］ＷａｎｇＱＴ，ＷａｎｇＬＳ，ＷｕＬ，ｅｔａｌ．ＰａｒｏｘｅｔｉｎｅａｌｌｅｖｉａｔｅｓＴ

ｌｙｍｐｈｏｃｙｔｅ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ｎｆｉｌｔｒａｔｉｏｎｔｏｊｏｉｎｔｓｏｆｃｏｌｌａｇｅｎｉｎ

ｄｕｃｅｄａｒｔｈｒｉｔｉｓ［Ｊ］．ＳｃｉＲｅｐ，２０１７，７：４５３６４．

［７１］金超．羟氯喹抑制Ｔ细胞中ＧＲＫ２与ＰＩ３Ｋ相互作用抗自身

免疫性肝炎［Ｄ］．合肥：安徽医科大学，２０２３．

ＪｉｎＣ．Ｈｙｄｒｏｘｙｃｈｌｏｒｏｑｕｉｎｅａｔｔｅｎｕａｔｅｓａｕｔｏｉｍｍｕｎｅｈｅｐａｔｉｔｉｓ

ｂｙｓｕｐｐｒｅｓｓｉｎｇ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ｏｆＧＲＫ２ｗｉｔｈＰＩ３ＫｉｎＴｌｙｍ

ｐｈｏｃｙｔｅｓ［Ｄ］．Ｈｅｆｅｉ：ＡｎｈｕｉＭｅｄｉｃ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２３．

［７２］ＣｅｋｉｃＣ，ＤａｙＹＪ，ＳａｇＤ，ｅｔａｌ．Ｍｙｅｌｏｉｄ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ａｄｅｎｏ

ｓｉｎｅＡ２ＡｒｅｃｅｐｔｏｒｓｕｐｐｒｅｓｓｅｓＴａｎｄＮＫｃｅｌｌ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ｉｎｔｈｅ

ｓｏｌｉｄｔｕｍｏｒｍｉｃｒｏ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Ｊ］．ＣａｎｃｅｒＲｅｓ，２０１４，７４（２４）：

７２５０－７２５９．

［７３］ＯｈｔａＡ，ＳｉｔｋｏｖｓｋｙＭ．ＲｏｌｅｏｆＧｐｒｏｔｅｉｎｃｏｕｐｌｅｄａｄｅｎｏｓｉｎｅｒｅ

ｃｅｐｔｏｒｓｉｎｄｏｗｎ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ｆｒｏｍ

ｔｉｓｓｕｅｄａｍａｇｅ［Ｊ］．Ｎａｔｕｒｅ，２００１，４１４（６８６６）：９１６－９２０．

［７４］ＫｊａｅｒｇａａｒｄＪ，ＨａｔｆｉｅｌｄＳ，ＪｏｎｅｓＧ，ｅｔａｌ．Ａ２Ａａｄｅｎｏｓｉｎｅｒｅ

ｃｅｐｔｏｒｇｅｎｅｄｅｌｅｔｉｏｎｏｒ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 Ａ２Ａ ａｎｔａｇｏｎｉｓｔｌｉｂｅｒａｔｅ

ｔｕｍｏｒｒｅａｃｔｉｖｅＣＤ８＋Ｔｃｅｌｌｓｆｒｏｍｔｕｍｏｒｉｎｄｕｃｅｄｉｍｍｕｎｏｓｕ

ｐ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Ｊ］．ＪＩｍｍｕｎｏｌ，２０１８，２０１（２）：７８２－７９１．

［７５］ＬｅｏｎｅＲＤ，ＳｕｎＩＭ，ＯｈＭＨ，ｅｔａｌ．Ｉｎｈｉｂｉ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ａｄｅｎｏｓｉｎｅ

Ａ２ａｒｅｃｅｐｔｏｒｍｏｄｕｌａｔｅｓ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Ｔｃｅｌｌｃｏ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ｙｒｅｃｅｐ

ｔｏｒｓａｎｄｉｍｐｒｏｖｅｓｅｆｆｅｃｔｏｒ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ｆｏｒｅｎｈａｎｃｅｄｃｈｅｃｋｐｏｉｎｔ

ｂｌｏｃｋａｄｅａｎｄＡＣＴｉｎｍｕｒｉｎｅｃａｎｃｅｒｍｏｄｅｌｓ［Ｊ］．ＣａｎｃｅｒＩｍｍｕ

ｎｏｌＩｍｍｕｎｏｔｈｅｒ，２０１８，６７（８）：１２７１－１２８４．

［７６］ＭｅｄｉａｖｉｌｌａＶａｒｅｌａＭ，ＣａｓｔｒｏＪ，ＣｈｉａｐｐｏｒｉＡ，ｅｔａｌ．Ａｎｏｖｅｌ

ａｎｔａｇｏｎｉｓｔｏｆｔｈｅｉｍｍｕｎｅｃｈｅｃｋｐｏｉｎｔｐｒｏｔｅｉｎａｄｅｎｏｓｉｎｅＡ２ａｒｅ

ｃｅｐｔｏｒｒｅｓｔｏｒｅｓｔｕｍｏｒｉｎｆｉｌｔｒａｔｉｎｇｌｙｍｐｈｏｃｙｔｅ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ｉｎ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ｘｔｏｆｔｈｅｔｕｍｏｒｍｉｃｒｏ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Ｊ］．Ｎｅｏｐｌａｓｉａ，２０１７，

１９（７）：５３０－５３６．

［７７］ＭａＳＲ，ＤｅｎｇＷＷ，ＬｉｕＪＦ，ｅｔａｌ．ＢｌｏｃｋａｄｅｏｆａｄｅｎｏｓｉｎｅＡ２Ａ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ｅｎｈａｎｃｅｓＣＤ８＋Ｔｃｅｌｌｓ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ａｎｄ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ｓｒｅｇｕｌａ

ｔｏｒｙＴｃｅｌｌｓｉｎｈｅａｄａｎｄｎｅｃｋｓｑｕａｍｏｕｓｃｅｌｌ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Ｊ］．Ｍｏｌ

Ｃａｎｃｅｒ，２０１７，１６（１）：９９．

·０８２· 中国感染控制杂志２０２５年２月第２４卷第２期　ＣｈｉｎＪＩｎｆｅｃｔＣｏｎｔｒｏｌＶｏｌ２４Ｎｏ２Ｆｅｂ２０２５



［７８］ＭａｓｔｅｌｉｃＧａｖｉｌｌｅｔＢ，ＮａｖａｒｒｏＲｏｄｒｉｇｏＢ，ＤéｃｏｍｂａｚＬ，ｅｔａｌ．

Ａｄｅｎｏｓｉｎｅｍｅｄｉａｔｅ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ａｎｄ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ｃｓｕｐ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ａｌａｎｄｔｕｍｏｒｉｎｆｉｌｔｒａｔｉｎｇＣＤ８＋Ｔｃｅｌｌｓ［Ｊ］．ＪＩｍｍｕ

ｎｏｔｈｅｒＣａｎｃｅｒ，２０１９，７（１）：２５７．

［７９］ＲｅｖａｎｋａｒＣＭ，ＣｉｍｉｎｏＤＦ，ＳｋｌａｒＬＡ，ｅｔａｌ．Ａｔｒａｎｓｍｅｍｂｒａｎｅ

ｉｎｔｒａｃｅｌｌｕｌａｒｅｓｔｒｏｇｅｎｒｅｃｅｐｔｏｒｍｅｄｉａｔｅｓｒａｐｉｄｃｅｌｌｓｉｇｎａｌｉｎｇ［Ｊ］．

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０５，３０７（５７１５）：１６２５－１６３０．

［８０］ＣｈａｋｒａｂａｒｔｉＳ，ＤａｖｉｄｇｅＳＴ．Ｇｐｒｏｔｅｉｎｃｏｕｐｌｅｄｒｅｃｅｐｔｏｒ３０

（ＧＰＲ３０）：ａｎｏｖｅｌ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ｏｆｅｎｄｏｔｈｅｌｉａｌ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ｉｏｎ［Ｊ］．

ＰＬｏＳＯｎｅ，２０１２，７（１２）：ｅ５２３５７．

［８１］ＰｒｏｓｓｎｉｔｚＥＲ，ＢａｒｔｏｎＭ．ＴｈｅＧｐｒｏｔｅｉｎｃｏｕｐｌｅｄｅｓｔｒｏｇｅｎｒｅ

ｃｅｐｔｏｒＧＰＥＲｉｎｈｅａｌｔｈａｎｄｄｉｓｅａｓｅ［Ｊ］．ＮａｔＲｅｖＥｎｄｏｃｒｉｎｏｌ，

２０１１，７（１２）：７１５－７２６．

［８２］ＷａｎｇＣＨ，ＤｅｈｇｈａｎｉＢ，ＬｉＹＸ，ｅｔａｌ．Ｍｅｍｂｒａｎｅｅｓｔｒｏｇｅｎｒｅ

ｃｅｐｔｏｒｒｅｇｕｌａｔｅｓ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ａｕｔｏｉｍｍｕｎｅｅｎｃｅｐｈａｌｏｍｙｅｌｉｔｉ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ｕｐ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ｄｄｅａｔｈ１［Ｊ］．ＪＩｍｍｕｎｏｌ，

２００９，１８２（５）：３２９４－３３０３．

［８３］ＢｅｒｎａｒｄｉＡＩ，ＡｎｄｅｒｓｓｏｎＡ，ＳｔｕｂｅｌｉｕｓＡ，ｅｔａｌ．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ｅｅｓ

ｔｒｏｇｅｎｒｅｃｅｐｔｏｒｍｏｄｕｌａｔｏｒｓｉｎＴｃｅｌ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ｎｄＴｃｅｌｌ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ｉｏｎ［Ｊ］．Ｉｍｍｕｎｏｂｉ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５，２２０（１０）：

１１２２－１１２８．

［８４］ＷａｎｇＣＨ，ＤｅｈｇｈａｎｉＢ，ＭａｇｒｉｓｓｏＩＪ，ｅｔａｌ．ＧＰＲ３０ｃｏｎｔｒｉ

ｂｕｔｅｓｔｏｅｓｔｒｏｇｅｎｉｎｄｕｃｅｄｔｈｙｍｉｃａｔｒｏｐｈｙ［Ｊ］．ＭｏｌＥｎｄｏｃｒｉｎｏｌ，

２００８，２２（３）：６３６－６４８．

［８５］ＦｉｓｈｅｒＪ，ＣａｒｄＧ，ＳｏｏｎｇＬ．Ｎｅｕｒｏ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ｉｏｎ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ｗｉｔｈ

ｓｃｒｕｂｔｙｐｈｕｓａｎｄｓｐｏｔｔｅｄｆｅｖｅｒｇｒｏｕｐｒｉｃｋｅｔｔｓｉｏｓｅｓ［Ｊ］．ＰＬｏＳ

ＮｅｇｌＴｒｏｐＤｉｓ，２０２０，１４（１０）：ｅ０００８６７５．

［８６］ＭａｍｔａｎｉＭ，ＭｕｍｍｉｄｉＳ，ＲａｍｓｕｒａｎＶ，ｅｔａｌ．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ＣＣＬ３Ｌ１ａｎｄＣＣＲ５ｏｎｔｕｂｅｒｃｕｌｏｓｉｓｉｎａｎｏｒｔｈ

ｗｅｓｔｅｒｎＣｏｌｏｍｂｉａｎ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Ｊ］．ＪＩｎｆｅｃｔＤｉｓ，２０１１，２０３

（１１）：１５９０－１５９４．

［８７］ＳｈａｎｍｕｇａｓｕｎｄａｒａｍＵ，ＢｕｃｓａｎＡＮ，ＧａｎａｔｒａＳＲ，ｅｔａｌ．Ｐｕｌ

ｍｏｎａｒｙ 犕狔犮狅犫犪犮狋犲狉犻狌犿狋狌犫犲狉犮狌犾狅狊犻狊ｃｏｎｔｒｏｌ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ｓ ｗｉｔｈ

ＣＸＣＲ３ａｎｄＣＣＲ６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ｎｇａｎｔｉｇｅｎ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Ｔｈ１ａｎｄＴｈ１７

ｃｅｌｌｒｅｃｒｕｉｔｍｅｎｔ［Ｊ］．ＪＣＩｉｎｓｉｇｈｔ，２０２０，５（１４）：１３７８５８．

［８８］ＰａｒｋＨＳ，ＣｈｏｉＳ，ＢａｃｋＹＷ，ｅｔａｌ．犕狔犮狅犫犪犮狋犲狉犻狌犿狋狌犫犲狉犮狌犾狅

狊犻狊ＲｐｆＥｉｎｄｕｃｅｄｐｒｏｓｔａｇｌａｎｄｉｎＥ２ｉｎｄｅｎｄｒｉｔｉｃｃｅｌｌｓｉｎｄｕｃｅｓ

Ｔｈ１／Ｔｈ１７ｃｅｌｌ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ｉｏｎ［Ｊ］．ＩｎｔＪＭｏｌＳｃｉ，２０２１，２２

（１４）：７５３５．

［８９］ＭｅｒｇｉａＴｅｒｅｆｅＥ，ＣａｔａｌａｎＯｐｕｌｅｎｃｉａＭＪ，ＲａｋｈｓｈａｎｉＡ，ｅｔａｌ．

ＲｏｌｅｓｏｆＣＣＲ１０／ＣＣＬ２７ＣＣＬ２８ａｘｉｓｉｎｔｕｍｏｕｒ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ａｎｄｔｈｅｒａｐｅｕｔｉｃ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ａｎｄｐｅｒ

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Ｊ］．ＥｘｐｅｒｔＲｅｖＭｏｌＭｅｄ，２０２２，２４：ｅ３７．

［９０］ＯｈｕｅＹ，ＮｉｓｈｉｋａｗａＨ．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Ｔ（Ｔｒｅｇ）ｃｅｌｌｓｉｎｃａｎｃｅｒ：

ｃａｎＴｒｅｇｃｅｌｌｓｂｅａｎｅｗｔｈｅｒａｐｅｕｔｉｃｔａｒｇｅｔ？［Ｊ］．ＣａｎｃｅｒＳｃｉ，

２０１９，１１０（７）：２０８０－２０８９．

［９１］ＦｕｊｉｔａＨ．ＴｈｅｒｏｌｅｏｆＩＬ２２ａｎｄＴｈ２２ｃｅｌｌｓｉｎｈｕｍａｎｓｋｉｎｄｉ

ｓｅａｓｅｓ［Ｊ］．ＪＤｅｒｍａｔｏｌＳｃｉ，２０１３，７２（１）：３－８．

［９２］ＸｉｏｎｇＪ，ＤａｉＹＴ，ＷａｎｇＷＦ，ｅｔａｌ．ＧＰＣＲｓｉｇｎａｌｉｎｇｃｏｎｔｒｉ

ｂｕｔｅｓｔｏｉｍｍｕｎ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 ｍｉｃｒｏ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ｎｄ

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ＥＢＶｉｎｄｕｃｅｄｌｙｍｐｈｏｍａｇｅｎｅｓｉｓ［Ｊ］．ＳｃｉＢｕｌｌ（Ｂｅｉ

ｊｉｎｇ），２０２３，６８（２１）：２６０７－２６１９．

［９３］张娜．病毒感染过程中关键ＧＰＣＲ的筛选及其功能和机制探

究［Ｄ］．上海：华东师范大学，２０１７．

ＺｈａｎｇＮ．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ｔｕｄｙｏｆｋｅｙＧＰＣＲｓ

ｄｕｒｉｎｇｖｉｒａｌ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Ｄ］．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ＥａｓｔＣｈｉｎａＮｏｒｍａｌＵｎｉ

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１７．

（本文编辑：翟若南）

本文引用格式：常春艳，王艺霖，逄宇，等．Ｇ蛋白偶联受体在Ｔ淋

巴细胞免疫调节作用中的研究进展［Ｊ］．中国感染控制杂志，２０２５，

２４（２）：２７３－２８１．ＤＯＩ：１０．１２１３８／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１－９６３８．２０２５６４３７．

犆犻狋犲狋犺犻狊犪狉狋犻犮犾犲犪狊：ＣＨＡＮＧＣｈｕｎｙａｎ，ＷＡＮＧＹｉｌｉｎ，ＰＡＮＧＹｕ，

ｅｔ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ｏｎｔｈｅｒｏｌｅｏｆＧｐｒｏｔｅｉｎｃｏｕｐｌｅｄｒｅｃｅｐｔｏｒｓ

ｉｎＴｌｙｍｐｈｏｃｙｔｅｉｍｍｕｎｏｍｏｄｕｌａｔｉｏｎ［Ｊ］．ＣｈｉｎＪＩｎｆｅｃｔＣｏｎｔｒｏｌ，

２０２５，２４（２）：２７３－２８１．ＤＯＩ：１０．１２１３８／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１－９６３８．

２０２５６４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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