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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因子介导的骨骼肌系统与免疫系统间调控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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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工业大学 ａ． 生命学院；ｂ． 特殊环境生物力学医学工程研究中心， 西安 ７１００７２）

摘要：骨骼肌系统与免疫系统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调控网络，两者共同参与骨骼肌系统和免疫系统的功能调节和应

答，细胞因子则是构成这一调控网络的重要信号分子。 骨骼肌萎缩所产生的细胞因子与骨骼肌加负荷力学刺激所

产生的细胞因子具有不同的组成与生物学效应；正常免疫系统与异常免疫功能也可通过不同细胞因子的协同作用

对骨骼肌施加影响，据此形成两大系统间复杂的调控网络。 本文对细胞因子介导的骨骼肌系统与免疫系统间调控

网络展开综述，以期为骨骼肌萎缩的防治和机体免疫功能提高的力学干预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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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骨骼肌系统与免疫系统是机体重要的两大系

统，两大系统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调控网络，该调控

网络在促进两大系统生理活动、维持机体内环境稳

定与保证机体正常代谢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细

胞因子作为重要信号分子，调控着两大系统相互间

的调节与应答。

１　 骨骼肌系统对免疫系统的调控作用

１ １　 骨骼肌系统对免疫系统的抑制

　 　 骨骼肌是人体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也是人体维

持正常健康的基础。 同时，骨骼肌是一种分泌器

官，可通过多种方式大量合成并分泌多种细胞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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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如肌生成抑制蛋白（ｍｙｏｓｔａｉｎ， ＭＳＴＮ）及其他促

炎细胞因子。 这些细胞因子影响骨骼肌系统的同

时，也影响着免疫系统。 其中，ＭＳＴＮ 是一类由骨骼

肌合成的细胞因子。 史仍飞等［１］ 研究发现，ＭＳＴＮ
表达量受不同机械牵张力学刺激的影响。 在正常

条件下，ＭＳＴＮ 表达量较低；相反，骨骼肌去负荷

ＭＳＴＮ 过量表达引发肌肉萎缩等现象。 过量表达的

ＭＳＴＮ 通过影响骨骼肌卫星细胞的活性及抑制成肌

细胞的增殖影响骨骼肌系统，同时影响着机体的免

疫系统，诱发多种免疫疾病及其他慢性疾病［２⁃３］。
相关实验证明，Ｃ２Ｃ１２ 细胞敲除 ＭＳＴＮ 基因后，其免

疫系统发生变化［４］。 另外，有动物实验证明，ＭＳＴＮ
影响哺乳动物的免疫细胞发育［５］。

去负荷条件下，骨骼肌发生炎症反应，产生大

量促炎细胞因子，这些促炎细胞因子抑制各种代谢

因子的合成，从而影响机体的免疫系统。 研究发

现，骨骼肌炎症促进癌症、艾滋病等多种疾病的发

生和发展，而这些疾病的晚期特征则再次回归到肌

肉萎缩，严重时可导致恶病质综合征［６⁃７］。 细胞因

子在影响骨骼肌的同时，也在影响着机体的免疫系

统。 此外，骨骼肌去负荷可引发肌肉群的丢失，从
而抑制免疫系统。 肌肉减少症通过增强 ＩＬ⁃２３、
ＩＬ⁃１７细胞因子的功能促进自身免疫性疾病（如狼疮

性肾炎）的发展，骨骼肌肌肉丢失也会损害 Ｔ 细胞

中的线粒体呼吸和激活，并影响 Ｔ 辅助细胞亚群的

平衡［８］。
综上所述，机体无时无刻不在接收外界的力学

刺激，骨骼肌去负荷状态下产生一系列细胞因子，
从而抑制机体的免疫系统。
１ ２　 骨骼肌系统对免疫系统的活化

　 　 骨骼肌系统在受到机械应变力学刺激后可产

生单核细胞趋化因子 （ ｍｏｎｏｃｙｔｅ ｃｈｅｍｏａｔｔｒａｃｔａｎｔ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ＭＣＰ）及 ＩＬ⁃８ 等细胞因子，这些细胞因子可

促进中性粒细胞的趋化性及完成一系列免疫反

应［９］。 Ｐｅｔｅｒｓｏｎ 等［１０］ 研究发现，骨骼肌机械应变

后，其条件培养基中出现细胞因子 ＩＬ⁃６、ＩＬ⁃８ 及单核

细胞趋化因子及粒细胞⁃巨噬细胞集落刺激因子

（ ｇｒａｎｕｌｏｃｙｔｅ⁃ｍａｃｒｏｐｈａｇｅ ｃｏｌｏｎｙ 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
ＧＭ⁃ＣＳＦ）；而在这些细胞因子中，ＩＬ⁃８ 和 ＧＭ⁃ＣＳＦ 明

显促进中性粒细胞趋化。 首先，ＩＬ⁃８ 作为中性粒细

胞趋化剂，可单独诱导趋化作用，具有显著促进中

性粒细胞趋化的作用；而 ＧＭ⁃ＣＳＦ 作为中性粒细胞

的直接趋化剂，可增强 ＩＬ⁃８ 的趋化作用［１１］。 上述

结果为更好研究中性粒细胞趋化和骨骼肌应变等

力学刺激以及骨骼肌细胞的免疫学功能提供方向。
运动力学刺激可以通过增强骨骼肌从而增强

免疫系统。 研究表明，长期的适度有氧运动可能

有助于降低老年人流感相关感染的风险，并改善

老年人对流感或肺炎疫苗的免疫反应［１２］ 。 同时，
高水平的体育锻炼可能通过其增强免疫力，降低

癌症死亡率［１３］ 。 究其原因，首先是低强度运动可

以增加淋巴细胞和自然杀伤细胞的数量。 其次，
运动可以增加肌肉生长抑制素抑制剂（ ｆｏｌｌｉｓｔａｔｉｎ）
的合成，从而降低肌肉抑制素的抑制作用，提高机

体免 疫 力， 促 进 身 体 各 项 代 谢 恢 复 正 常［１４］ 。
Ｃａｌｅｇａｒｉ 等［１５］研究发现，运动训练能改善心力衰竭

大鼠 ＩＬ⁃１０ ／ ＴＮＦ 细胞因子平衡从而增强大鼠免疫

功能。 其中，ＩＬ⁃１０ 是一种由多种免疫细胞产生的

抗炎细胞因子 ，可有效防止脂质诱导的胰岛素抵

抗［１６］ ；同时，肌肉细胞中 ＩＬ⁃１０ 也可降低饮食引起

的炎症反应，运动力学影响着机体免疫系统的正

常代谢和功能［１７］ 。
成年小鼠骨骼肌细胞可再生造血系统。 骨骼

肌细胞在转移到第 ２ 受者体内保持了再生能力，并
且具有显著的造血分化能力。 有相关研究证实，死
亡小鼠在接受骨骼肌细胞后，造血系统功能恢

复［１８］。 这一系列的实验发现都为造血系统的功能

性研究提供新的思路想法。
综上所述，骨骼肌加负荷产生一系列细胞因

子，从而增强机体的免疫力，活化免疫系统［１９］。

２　 免疫系统对骨骼肌系统的调控作用

２ １　 骨骼肌炎症及再生的免疫应答反应

　 　 力学刺激引发急性肌肉损伤及自身机体代谢

紊乱引发骨骼肌炎症反应。 在炎症反应中，骨骼肌

则是活跃的免疫反应场所，大量的免疫细胞、免疫

因子聚集在骨骼肌组织环境中，单核细胞、淋巴细

胞及中性粒细胞可在短时间内浸润骨骼肌组织，随
后是巨噬细胞、树突状细胞更持久的浸润。 炎症状

态下的骨骼肌选择性释放单核细胞趋化因子及中

性粒细胞趋化因子，从而趋化单核细胞和中性粒细

胞大量聚集在骨骼肌炎症处，并修复损伤肌肉［２０］。

５７３　 　 　
张子涵，等． 细胞因子介导的骨骼肌系统与免疫系统间调控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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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骨骼肌炎症组织修复的巨噬细胞起源于骨髓

中的单核细胞，而其发挥作用有两种主要激活方

式，巨噬细胞经典激活（Ｍ１ 表型）和巨噬细胞选择

性激活（Ｍ２ 表型） ［２１］。 经典激活的方式往往伴随

着促炎细胞因子（ＴＮＦα、ＩＬ⁃１β、ＩＬ⁃６）的表达，而选

择性激活伴随着抗炎细胞因子 ＩＬ⁃１０ 的表达 （见

表 １）。 陈咪咪等［２２］研究发现，５％ 幅度拉伸的力学

刺激下，巨噬细胞内抗炎类炎症因子表达的升高促

进巨噬细胞 Ｍ２ 的极化，从而增强骨骼肌系统的成

骨作用。 该现象也揭示了力学刺激可转换为机体

内生物信号，从而控制重要的信号通路，发挥正常

的生物学功能。 此外，树突状细胞是一种骨髓来源

的专职抗原提呈细胞，专门激活初始 Ｔ 细胞，并能

启动适应性免疫反应。 有实验表明，促炎细胞因子

ＴＮＦ⁃α 可以促进树突状细胞参与骨骼肌免疫应答，
修复受损肌肉组织［２３］。

表 １　 巨噬细胞激活方式及相关细胞因子的表达

Ｔａｂ． １ 　 Ｍａｃｒｏｐｈａｇｅ 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 ａｎｄ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ｃｙｔｏｋｉｎｅｓ

巨噬细胞激活方式 相关细胞因子的表达

Ｍ１ 表型 促炎细胞因子 ＴＮＦα ＩＬ⁃１β ＩＬ⁃６
Ｍ２ 表型 抗炎细胞因子 ＩＬ⁃１０

　 　 骨骼肌炎症反应中，在巨噬细胞及其他免疫细

胞浸润受损肌肉组织的同时，调节性 Ｔ 细胞（Ｔｒｅｇ）
也参与了骨骼肌炎症反应。 Ｔｒｅｇ 细胞是 ＣＤ＋

４ ＣＤ＋
２５ Ｔ

淋巴细胞，这些细胞发挥强大的免疫抑制作用，限
制免疫反应，并保持免疫耐受［２４］。 细胞因子 ＩＬ⁃３３
的释放可以促进 Ｔｒｅｇ 细胞聚集并释放生长因子

ＡＲＥＧ，生长因子 ＡＲＥＧ 作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的

配体，直接作用于卫星细胞来促进肌肉再生［２５］。 同

时，Ｔｒｅｇ 细胞也可通过控制巨噬细胞 Ｍ１⁃ｔｏ⁃Ｍ２ 的转

换，参与骨骼肌免疫应答［２６］。 这更将骨骼肌与免疫

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免疫系统不仅在抗肿瘤、对抗

致病菌方面发挥作用，同时也在骨骼肌系统中发挥

作用。 另外，研究表明，自然杀伤细胞和效应 Ｔ 细

胞也可以通过分泌 ＩＦＮ⁃γ，进而控制骨骼肌炎症反

应巨噬细胞的表型和功能［２７］（见图 １）。 同时，骨骼

肌在炎症状态下会诱导免疫反应。 首先，体外炎性

培养的分化肌管能促进 ＣＤ＋
４、ＣＤ

＋
８Ｔ 的体外增殖，而

且炎性环境中的肌细胞（尤其是分化肌纤维）也能

够被诱导表达免疫表型［２８］。 其次，骨骼肌细胞是一

种兼职的抗原呈递细胞，接受炎症分子刺激后，成
肌细胞表达 ＭＨＣ⁃ＩＩ。

图 １　 ＮＫ、效应 Ｔ 及 Ｔｒｅｇ 对巨噬细胞表型的影响

Ｆｉｇ． １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ＮＫ， ｅｆｆｅｃｔｏｒ Ｔ ａｎｄ Ｔｒｅｇ ｏｎ
ｍａｃｒｏｐｈａｇｅ ｐｈｅｎｏｔｙｐｅ

非免疫组织的免疫反应及其功能决定了炎症

反应的免疫应答过程。 作为非免疫组织，骨骼肌具

备十足的免疫功能。 在炎症反应中，肌肉细胞具有

表达和响应多种免疫相关表面分子、细胞因子和趋

化因子的固有能力。
综上所述，骨骼肌炎症反应中，机体的免疫细

胞及免疫因子积极响应，发挥免疫系统对骨骼肌系

统的活化作用，增强骨骼肌的增殖与再生。
２ ２　 免疫系统老化对骨骼肌系统的影响

　 　 衰老与骨骼肌的质量和功能有很大的相关性。
在现实生活中，虚弱的老年人经常会出现肌无力的

现象，使得老年人跌倒、患病，丧失活动独立性［２９］。
衰老导致骨骼肌力学性能的改变，可表现在肌腱刚

度、弹性模量的下降等方面［３０］。 其伴随着的肌肉质

量损失及肌肉纤维化的现象，称为骨骼肌减少症，
肌肉减少症的病理生理很复杂，而免疫衰老、慢性

炎症性疾病的风险增加及对感染的易感性增加普

遍被认为是肌肉减少症的主要诱因［３１］。 髓细胞可

促进受损肌细胞的再生，将年轻骨髓细胞移植到老

年鼠中，可以抑制肌肉减少症的发生；相反，将老年

鼠的骨髓细胞移植到年轻小鼠体内，年轻小鼠的肌

肉发生纤维化，加重了年轻小鼠的骨骼肌减少

症［３２］。 从此可见，年龄对骨骼肌系统的影响可见一

斑，而这种促进肌少症和体质衰弱发生的年龄相关

机制则与炎症、免疫衰老、合成代谢抵抗和氧化应

激升高息息相关［３３］。 巨噬细胞分为 Ｍ１ 型和 Ｍ２
型，Ｍ２ 巨噬细胞又分为 ４ 个不同的亚型：Ｍ２ａ、
Ｍ２ｂ、Ｍ２ｃ 和 Ｍ２ｄ。 其中，Ｍ２ａ 型由 ＩＬ⁃４ 和 ＩＬ⁃１３ 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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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并产生高水平的 ＩＬ⁃１０、ＴＧＦ⁃β 等分子，具有抗炎

和促进组织修复等作用。 衰老会导致抗炎 Ｍ２ａ 巨

噬细胞数量的增加，进而导致肌肉纤维化，通过转基

因表达阻止抗炎 Ｍ２ａ 巨噬细胞数量的增加，结果显

示肌肉的纤维化减少。 运动可以改善衰老造成的肌

肉纤维化以及肌肉减少症，但找到运动以外的解决办

法对于年迈衰老的老年人无疑是十分重要的［３４］。
免疫系统紊乱可引发骨骼肌产生大量细胞因

子。 例如，内毒素血症发生时，骨骼肌细胞产生促

炎细胞因子 ＩＬ⁃１、ＩＬ⁃６ 和 ＴＮＦ 等［３５］；慢性心力衰竭

时，ＩＬ⁃１β 和 ＴＮＦ⁃α 的表达量显著增加［３６］（见表 ２）。
这些细胞因子增加的同时，也在影响着骨骼肌系

统。 但通过适当的运动训练，可稳定细胞因子水

平，从而增强骨骼肌。 在胰岛素抵抗或肥胖状态

下，转化生长因子 β 家族的配体及 ＭＳＴＮ 的表达上

调，肌肉力学性能改变，从而抑制肌肉生成并诱导

肌肉萎缩现象的发生，而 ＭＳＴＮ 的失活则诱导了肌

肉发达的表型［３７］；在人类免疫缺陷病毒 （ ｈｕｍａｎ
ｉｍｍｕｎｏ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ｖｉｒｕｓ，ＨＩＶ） 等多种疾病环境下，
ＭＳＴＮ 过表达导致病人发生严重的肌肉萎缩并表现

为消瘦，机体力学性能发生一系列改变，从而影响

机体代谢与正常的生理功能［３８］。 此外，机体自身炎

性免疫反应可能引发神经性肌萎缩症［３９］。 糖尿病

性肌萎缩症也可能是免疫介导的炎症性微血管炎，
可引起神经缺血性损伤。 而在治疗肌萎缩时，使用

免疫疗法将是有益的［４０］。 以上研究证实，免疫系统

的紊乱对骨骼肌系统正常的生理功能会产生影响。

表 ２　 免疫病发生时骨骼肌表达的细胞因子

Ｔａｂ． ２ 　 Ｃｙｔｏｋｉｎｅｓ ｅｘｐｒｅｓｓｅｄ ｉｎ ｓｋｅｌｅｔａｌ ｍｕｓｃｌｅ ｄｕｒｉｎｇ ｉｍｍｕｎｅ
ｄｉｓｅａｓｅ

免疫病种类 骨骼肌表达的细胞因子

内毒素血症 ＩＬ⁃１ ＩＬ⁃６ ＴＮＦ
慢性心力衰竭 ＩＬ⁃１β ＴＮＦα

　 　 综上所述，机体衰老及免疫系统紊乱产生的一

系列细胞因子也在影响着骨骼肌系统正常的生理

功能，诱发肌萎缩及其他骨骼肌疾病。

３　 结论与展望

　 　 骨骼肌细胞可通过分泌不同的细胞因子对免

疫细胞活性发挥调控作用。 其中，在去负荷等力学

环境所致的骨骼肌萎缩中，肌组织分泌的细胞因子

对免疫细胞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而当机体运动或

骨骼肌接受加负荷等应变刺激时，肌组织产生的细

胞因子则可提高免疫系统的免疫防御功能。
免疫细胞所表达的细胞因子对骨骼肌组织也

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效应。 炎症细胞浸润及炎

症因子大量呈现于肌萎缩和慢性肌病变的骨骼肌

组织中，一些免疫细胞因子对骨骼肌细胞具有正向

的促进作用；而免疫系统受损或免疫系统紊乱，则
可显著干扰骨骼肌的生理功能。

本文综合已有的研究成果，从骨骼肌系统对免

疫系统的影响和免疫系统对骨骼肌系统的影响两

个角度归纳与梳理细胞因子在两大系统之间的作

用，并对一些初步的网络调控规律进行总结，以期

为骨骼肌萎缩的防治和机体免疫功能提高的力学

干预提供理论依据。

参考文献：

［ １ ］　 史仍飞， 危小焰， 卞玉华． 不同频率机械牵张刺激对骨骼肌

卫星细胞 Ｍｙｏｓｔａｔｉｎ 表达的影响［Ｊ］ ．医用生物力学， ２００９，
２４（Ｓ１）： ９１．

［ ２ ］　 ＭＣＣＲＯＳＫＥＲＹ Ｓ， ＴＨＯＭＡＳ Ｍ， ＭＡＸＷＥＬＬ Ｌ， ｅｔ ａｌ．
Ｍｙｏｓｔａｔｉｎ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ｌｙ ｒｅｇｕｌａｔｅｓ 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 ｃｅｌｌ 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ｅｌｆ⁃ｒｅｎｅｗａｌ ［Ｊ］ ． Ｊ Ｃｅｌｌ Ｂｉｏｌ， ２００３， １６２ （６）： １１３５⁃１１４７．

［ ３ ］　 ＴＨＯＭＡＳ Ｍ， ＬＡＮＧＬＥＹ Ｂ， ＢＥＲＲＹ Ｃ， ｅｔ ａｌ． Ｍｙｏｓｔａｔｉｎ， ａ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 ｏｆ ｍｕｓｃｌ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ｂｙ ｉｎｈｉｂｉｔｉｎｇ
ｍｙｏｂｌａｓｔ ｐｒｏｌｉｆｅｒａｔｉｏｎ ［ Ｊ］ ． Ｊ Ｂｉｏｌ Ｃｈｅｍ， ２０００， ２７５（５１）：
４０２３５⁃４０２４３．

［ ４ ］　 ＷＡＮＧ Ｌ， ＨＵＡＮＧ Ｙ， ＷＡＮＧ Ｘ， ｅｔ ａｌ． Ｌａｂｅｌ⁃ｆｒｅｅ ＬＣ⁃ＭＳ ／
ＭＳ ｐｒｏｔｅｏｍｉｃｓ ａｎａｌｙｓｅｓ ｒｅｖｅａｌ ｐｒｏｔｅｏｍｉｃ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ａｃｃｏｍｐａｎｙｉｎｇ ＭＳＴＮ ＫＯ ｉｎ Ｃ２Ｃ１２ ｃｅｌｌｓ ［Ｊ］ ． Ｂｉｏｍｅｄ Ｒｅｓ
Ｉｎｔ， ２０１９， ｄｏｉ： １０ １１５５ ／ ２０１９ ／ ７０５２４５６． ｅ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２０１９．

［ ５ ］　 ＨＥＬＴＥＲＬＩＮＥ ＤＬＩ， ＧＡＲＩＫＩＰＡＴＩ Ｄ， ＳＴＥＮＫＡＭＰ ＤＬ， ｅｔ ａｌ．
Ｅｍｂｒｙｏｎｉｃ ａｎｄ ｔｉｓｓｕｅ⁃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ｙｏｓｔａｔｉｎ⁃１
ａｎｄ⁃２ ｇｅｎｅ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ｉｎ ｚｅｂｒａｆｉｓｈ ［ Ｊ ］ ． Ｇｅｎ Ｃｏｍｐ
Ｅｎｄｏｃｒ， ２００７， １５１（１）： ９０⁃９７．

［ ６ ］　 ＳＰÄＴＥ Ｕ， ＳＣＨＵＬＺＥ ＰＣ． Ｐｒｏ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 ｃｙｔｏｋｉｎｅｓ ａｎｄ
ｓｋｅｌｅｔａｌ ｍｕｓｃｌｅ ［ Ｊ］ ． Ｃｕｒｒ Ｏｐｉｎ Ｃｌｉｎ Ｎｕｔｒ Ｍｅｔａｂ Ｃａｒｅ，
２００４， ７（３）： ２６５⁃２６９．

［ ７ ］　 ＦＲＡＮＳＳＥＮ ＦＭ， ＷＯＵＴＥＲＳ ＥＦ， ＳＣＨＯＬＳ ＡＭ．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ｔａｒｖａｔｉｏｎ， ｄｅ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ａｇｅ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 ａｌｔ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ａｌ ｓｋｅｌｅｔａｌ ｍｕｓｃｌｅ ｉｎ ｃｈｒｏｎｉｃ
ｏｒｇａｎ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 ［Ｊ］ ． Ｃｌｉｎ Ｎｕｔｒ， ２００２， ２１（１）： １⁃１４．

［ ８ ］　 ＬＩＵ Ｓ， ＫＩＹＯＩ Ｔ， ＴＡＫＥＭＡＳＡ Ｅ， ｅｔ ａｌ． Ｄｅｎ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ｕｃｅｄ ｌｏｓｓ ｏｆ ｓｋｅｌｅｔａｌ ｍｕｓｃｌｅ ｍａｓｓ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ｓ ｉｍｍｕｎｅ
ｈｏｍｅｏｓｔａｓｉｓ ａｎｄ 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ｅｓ ｔｈｅ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ｌｕｐｕｓ ｎｅｐｈｒｉｔｉｓ ［ Ｊ］ ． ＪＣＳＭ Ｃｌｉｎ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ｓ， ２０２０， ５ （ ４）：
１０８⁃１２０．

［ ９ ］　 ＫＵＭＡＲ Ａ， ＫＮＯＸ ＡＪ， ＢＯＲＩＥＫ ＡＭ． ＣＣＡＡＴ ／ ｅｎｈａｎｃｅｒ⁃
ｂｉｎｄｉｎｇ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ａｎｄ ａｃｔｉｖａｔｏｒ ｐｒｏｔｅｉｎ⁃１ ｔｒａｎ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ｆａｃｔｏｒｓ

７７３　 　 　
张子涵，等． 细胞因子介导的骨骼肌系统与免疫系统间调控网络

ＺＨＡＮＧ Ｚｉｈａｎ， ｅｔ ａｌ． Ｃｙｔｏｋｉｎｅ⁃Ｍｅｄｉａｔｅｄ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ｋｅｌｅｔａｌ Ｍｕｓｃｌ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Ｉｍｍｕｎ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ｒｅｇｕｌａｔｅ ｔｈｅ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ｔｅｒ⁃ ｌｅｕｋｉｎ⁃８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ｍｉｔｏｇｅｎ⁃ａｃｔｉｖａｔｅｄ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ｋｉｎａｓｅ ｐａｔｈｗａｙｓ ｉｎ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ｔｏ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 ｓｔｒｅｔｃｈ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ａｉｒｗａｙ ｓｍｏｏｔｈ ｍｕｓｃｌｅ ｃｅｌｌｓ
［Ｊ］ ． Ｊ Ｂｉｏｌ Ｃｈｅｍ， ２００３， ２７８（２１）： １８８６８⁃１８８７６．

［１０］　 ＰＥＴＥＲＳＯＮ ＪＭ， ＰＩＺＺＡ ＦＸ． Ｃｙｔｏｋｉｎｅｓ ｄｅｒｉｖｅｄ ｆｒｏｍ
ｃｕｌｔｕｒｅｄ ｓｋｅｌｅｔａｌ ｍｕｓｃｌｅ ｃｅｌｌｓ ａｆｔｅｒ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 ｓｔｒａｉｎ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ｎｅｕｔｒｏｐｈｉｌ ｃｈｅｍｏｔａｘｉｓ ｉｎ ｖｉｔｒｏ ［Ｊ］ ． Ｊ Ａｐｐｌ Ｐｈｙｓｉｏｌ，
２００９， １０６（１）： １３０⁃１３７．

［１１］　 ＡＢＤＥＬＡＺＩＺ ＭＭ， ＤＥＶＡＬＩＡ ＪＬ， ＫＨＡＩＲ ＯＡ，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ｅｄ ｍｅｄｉｕｍ ｆｒｏｍ ｃｕｌｔｕｒｅｄ ｈｕｍａｎ
ｂｒｏｎｃｈｉａｌ ｅｐｉｔｈｅｌｉａｌ ｃｅｌｌｓ ｏｎ ｅｏｓｉｎｏｐｈｉｌ ａｎｄ ｎｅｕｔｒｏｐｈｉｌ
ｃｈｅｍｏｔａｘｉｓ ａｎｄ ａｄｈｅｒｅｎｃｅ ｉｎ ｖｉｔｒｏ ［ Ｊ］ ． Ａｍ Ｊ Ｒｅｓｐｉｒ Ｃｅｌｌ
Ｍｏｌ Ｂｉｏｌ， １９９５， １３（６）： ７２８⁃７３７．

［１２］　 ＳＯＮＧ Ｙ， ＲＥＮ Ｆ， ＳＵＮ Ｄ， ｅｔ ａｌ． Ｂｅｎｅｆｉｔｓ ｏｆ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 ｏｎ
ｉｎｆｌｕｅｎｚａ ｏｒ ｐｎｅｕｍｏｎｉａ ｉｎ ｏｌｄｅｒ ａｄｕｌｔｓ： Ａ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Ｊ］ ． Ｉｎｔ Ｊ Ｅｎｖ Ｒｅｓ Ｐｕｂ Ｈｅ， ２０２０， １７（８）： ２６５５．

［１３］　 ＫＩＭ ＪＳ， ＧＡＬＶÃＯ ＤＡ， ＮＥＷＴＯＮ ＲＵ， ｅｔ ａｌ．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
ｉｎｄｕｃｅｄ ｍｙｏｋｉｎ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ｎ ｐｒｏｓｔａｔｅ ｃａｎｃｅｒ ［Ｊ］ ．
Ｎａｔ Ｒｅｖ Ｕｒｏｌ， ２０２１， １８（９）： ５１９⁃５４２．

［１４］　 ＰＥＤＥＲＳＥＮ ＢＫ， ＦＥＢＢＲＡＩＯ ＭＡ． Ｍｕｓｃｌｅｓ，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 ａｎｄ
ｏｂｅｓｉｔｙ： Ｓｋｅｌｅｔａｌ ｍｕｓｃｌｅ ａｓ ａ ｓｅｃｒｅｔｏｒｙ ｏｒｇａｎ ［ Ｊ］ ． Ｎａｔ
Ｒｅｖ Ｅｎｄｏｃｒｉｎｏｌ， ２０１２， ８（８）： ４５７⁃４６５．

［１５］　 ＣＡＬＥＧＡＲＩ Ｌ， ＮＵＮＥＳ ＲＢ， ＭＯＺＺＡＱＵＡＴＴＲＯ ＢＢ， ｅｔ ａｌ．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ｉｍｐｒｏｖｅｓ ｔｈｅ ＩＬ⁃１０ ／ ＴＮＦ⁃α ｃｙｔｏｋｉｎｅ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ｇａｓｔｒｏｃｎｅｍｉｕｓ ｏｆ ｒａｔｓ ｗｉｔｈ ｈｅａｒｔ ｆａｉｌｕｒｅ ［Ｊ］ ．
Ｒｅｖ Ｂｒａｓ Ｆｉｓｉｏｔｅｒ， ２０１８， ２２（２）： １５４⁃１６０．

［１６］　 ＡＫＤＩＳ ＣＡ， ＢＬＡＳＥＲ Ｋ．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ｌｅｕｋｉｎ⁃１０⁃
ｍｅｄｉａｔｅｄ ｉｍｍｕｎｅ ｓｕｐ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 Ｊ］ ． Ｉｍｍｕｎｏｌｏｇｙ， ２００１，
１０３（２）： １３１⁃１３３．

［１７］　 ＨＯＮＧ ＥＧ， ＫＯ ＨＪ， ＣＨＯ ＹＲ， ｅｔ ａｌ． Ｉｎｔｅｒｌｅｕｋｉｎ⁃１０
ｐｒｅｖｅｎｔｓ ｄｉｅｔ⁃ｉｎｄｕｃｅｄ ｉｎｓｕｌｉｎ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ｂｙ ａｔｔｅｎｕａｔｉｎｇ
ｍａｃｒｏｐｈａｇｅ ａｎｄ ｃｙｔｏｋｉｎ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ｉｎ ｓｋｅｌｅｔａｌ ｍｕｓｃｌｅ ［Ｊ］ ．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２００９， ５８（１１）： ２５２５⁃２５３５．

［１８］　 ＪＡＣＫＳＯＮ ＫＡ， ＭＩ Ｔ， ＧＯＯＤＥＬＬ ＭＡ． Ｈｅｍａｔｏｐｏｉｅｔｉｃ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ｏｆ ｓｔｅｍ ｃｅｌｌｓ ｉｓｏｌａ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ｍｕｒｉｎｅ ｓｋｅｌｅｔａｌ ｍｕｓｃｌｅ
［Ｊ］ ． Ｐ Ｎａｔｌ Ａ Ｓｃｉ， １９９９， ９６（２５）： １４４８２⁃１４４８６．

［１９］　 许明明， 于志锋． 骨骼肌通过力学刺激对骨重建的影响［Ｊ］ ．
医用生物力学， ２０２０， ３５（３）： ３８５⁃３９０．
ＸＵ ＭＭ， ＹＵ ＺＦ．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ｓｋｅｌｅｔａｌ ｍｕｓｃｌｅ ｏｎ ｂｏｎｅ
ｒｅ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 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 Ｊ ］ ． Ｊ Ｍｅｄ
Ｂｉｏｍｅｃｈ， ２０２０， ３５（３）： ３８５⁃３９０．

［２０］　 ＢＲＩＧＩＴＴＥ Ｍ， ＳＣＨＩＬＴＥ Ｃ， ＰＬＯＮＱＵＥＴ Ａ， ｅｔ ａｌ． Ｍｕｓｃｌｅ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ｍａｃｒｏｐｈａｇｅｓ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ｔｈｅ ｉｍｍｕｎｅ ｃｅｌｌ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ａ
ｍｏｕｓｅ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ｎｏｔｅｘｉｎ⁃ｉｎｄｕｃｅｄ ｍｙｏｉｎｊｕｒｙ ［ Ｊ］ ． Ａｒｔｈｒｉｔｉｓ
Ｒｈｅｕｍａｔｏｌ． ２０１０， ６２（１）： ２６８⁃２７９．

［２１］　 ＰＡＲＲＹ⁃ＢＩＬＬＩＮＧＳ Ｍ， ＢＬＯＭＳＴＲＡＮＤ Ｅ， ＭＣＡＮＤＲＥＷ Ｎ，
ｅｔ ａｌ． Ａ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ｎｋ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ｋｅｌｅｔａｌ ｍｕｓｃｌｅ，
ｂｒａｉｎ， ａｎｄ ｃｅｌｌｓ ｏｆ ｔｈｅ ｉｍｍｕｎｅ ｓｙｓｔｅｍ ［ Ｊ］ ． Ｉｎｔ Ｊ Ｓｐｏｒｔｓ
Ｍｅｄ， １９９０， １１（Ｓ ２）： Ｓ１２２⁃Ｓ１２８．

［２２］　 陈咪咪， 杨惠林， 李斌， 等． 力学刺激调控巨噬细胞的极化

［Ｃ］ ／ ／全国生物力学学术会议暨全国生物流变学学术会议．
西安：［ｓ．ｎ．］， ２０１８．

［２３］　 ＣＯＲＶＡＬÁＮ ＬＡ， ＡＲＡＹＡ Ｒ， ＢＲＡÑＥＳ ＭＣ， ｅｔ ａｌ． Ｉｎｊｕｒｙ ｏｆ
ｓｋｅｌｅｔａｌ ｍｕｓｃｌｅ ａｎｄ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ｃｙｔｏｋｉｎｅｓ ｉｎｄｕｃｅ ｔｈｅ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ｇａｐ ｊｕｎｃｔｉｏｎ ｃｈａｎｎｅｌｓ ｉｎ ｍｏｕｓｅ ｄｅｎｄｒｉｔｉｃ
ｃｅｌｌｓ ［Ｊ］ ． Ｊ Ｃｅｌｌ Ｐｈｙｓｉｏｌ， ２００７， ２１１（３）： ６４９⁃６６０．

［２４］　 ＪＯＳＥＦＯＷＩＣＺ ＳＺ， ＬＵ ＬＦ， ＲＵＤＥＮＳＫＹ ＡＹ．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Ｔ
ｃｅｌｌｓ：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 Ｊ ］ ．
Ａｎｎｕ Ｒｅｖ Ｉｍｍｕｎｏｌ， ２０１２， ３０（１）： ５３１⁃５６４．

［２５］　 ＢＵＲＺＹＮ Ｄ， ＫＵＳＷＡＮＴＯ Ｗ， ＫＯＬＯＤＩＮ Ｄ， ｅｔ ａｌ． Ａ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Ｔ ｃｅｌｌｓ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ｔｅｓ ｍｕｓｃｌｅ
ｒｅｐａｉｒ ［Ｊ］ ． Ｃｅｌｌ， ２０１３， １５５（６）：１２８２⁃１２９５．

［２６］　 ＳＣＨＩＡＦＦＩＮＯ Ｓ， ＰＥＲＥＩＲＡ ＭＧ， ＣＩＣＩＬＩＯＴ Ｓ， ｅｔ ａｌ．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Ｔ ｃｅｌｌｓ ａｎｄ ｓｋｅｌｅｔａｌ ｍｕｓｃｌｅ ｒｅ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 Ｊ］ ．
Ｆｅｂｓ Ｊ， ２０１７， ２８４（４）： ５１７⁃５２４．

［２７］　 ＰＡＮＤＵＲＯ Ｍ， ＢＥＮＯＩＳＴ Ｃ， ＭＡＴＨＩＳ Ｄ． Ｔｒｅｇ ｃｅｌｌｓ ｌｉｍｉｔ
ＩＦＮ⁃γ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ｍａｃｒｏｐｈａｇｅ ａｃｃｒｕａｌ ａｎｄ
ｐｈｅｎｏｔｙｐｅ ｄｕｒｉｎｇ ｓｋｅｌｅｔａｌ ｍｕｓｃｌｅ ｒｅ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Ｊ］ ． Ｐ Ｎａｔｌ
Ａ ＳＣＩ， ２０１８， １１５（１１）： Ｅ２５８５⁃Ｅ２５９３．

［２８］　 术蓉， 曹永英， 史丹丹， 等． 体外炎性环境下小鼠成肌细胞 ／
分化肌管的免疫特性研究［Ｊ］ ． 免疫学杂志， ２０１６， ３２（６）：
５０１⁃５０６．

［２９］　 ＢＵＣＨ Ａ， ＣＡＲＭＥＬＩ Ｅ， ＢＯＫＥＲ ＬＫ， ｅｔ ａｌ． Ｍｕｓｃｌ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ｆａｔ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ｉ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ｓａｒｃｏｐｅｎｉａ， ｏｂｅ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ｆｒａｉｌｔｙ ｏｆ
ｏｌｄ ａｇｅ—Ａｎ ｏｖｅｒｖｉｅｗ ［Ｊ］． Ｅｘｐ Ｇｅｒｏｎｔｏｌ， ２０１６， ７６： ２５⁃３２．

［３０］　 李敏， 张林．衰老肌腱生物化学及生物力学的变化［ Ｊ］ ．中国

组织工程研究与临床康复， ２００８， １２（２８）： ５５１３⁃５５１６．
［３１］　 ＧＯＲＯＮＺＹ ＪＪ， ＷＥＹＡＮＤ ＣＭ．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ｉｍｍｕｎｏ⁃

ｓｅｎｅｓｃｅｎｃｅ 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 ｔｏ ｖａｃｃｉｎｅｓ ［ Ｊ］ ． Ｎａｔ
Ｉｍｍｕｎｏｌ， ２０１３， １４（５）： ４２８⁃４３６．

［３２］　 ＷＡＮＧ Ｙ．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ｍｙｅｌｏｉｄ ｃｅｌｌｓ
ａｎｄ ｓｋｅｌｅｔａｌ ｍｕｓｃｌｅ ｄｕｒｉｎｇ ａｇｉｎｇ ［ Ｄ ］ ． Ｌｏｓ Ａｎｇｅｌｅｓ：
ＵＣＬＡ， ２０１８．

［３３］　 ＷＩＬＳＯＮ Ｄ， ＪＡＣＫＳＯＮ Ｔ， ＳＡＰＥＹ Ｅ， ｅｔ ａｌ． Ｆｒａｉｌｔｙ ａｎｄ
ｓａｒｃｏｐｅｎｉａ： Ｔｈｅ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ｒｏｌｅ ｏｆ ａｎ ａｇｅｄ ｉｍｍｕｎ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Ｊ］ ． Ａｇｉｎｇ， ２０１７， ３６： １⁃１０．

［３４］　 常乐， 李昱辉， 徐峰． 一种对抗骨骼肌萎缩的新型力学疗法

及其机制［Ｊ］ ．医用生物力学， ２０１９， ３４（Ｓ１）： ５３．
［３５］　 ＦＲＯＳＴ ＲＡ， ＮＹＳＴＲＯＭ ＧＪ， ＬＡＮＧ ＣＨ． Ｌｉｐｏｐｏｌｙｓａｃ⁃

ｃｈａｒｉｄｅ ａｎｄ ｐｒｏ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 ｃｙｔｏｋｉｎｅｓ 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ｅ ｉｎｔｅｒｌｅｕ⁃
ｋｉｎ⁃６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ｉｎ Ｃ２Ｃ１２ ｍｙｏｂｌａｓｔｓ： Ｒｏｌｅ ｏｆ ｔｈｅ Ｊｕｎ
ＮＨ２⁃ｔｅｒｍｉｎａｌ ｋｉｎａｓｅ ［Ｊ］ ． Ａｍ Ｊ Ｐｈｙｓｉｏｌ Ｒｅｇｕｌ Ｉｎｔｅｇｒ Ｃｏｍｐ
Ｐｈｙｓｉｏｌ， ２００３， ２８５（５）： Ｒ１１５３⁃Ｒ１１６４．

［３６］　 ＳＣＨＵＬＺＥ ＰＣ， ＧＩＥＬＥＮ Ｓ， ＡＤＡＭＳ Ｖ， ｅｔ ａｌ． Ｍｕｓｃｕｌａｒ
ｌｅｖｅｌｓ ｏｆ ｐｒｏ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 ｃｙｔｏｋｉｎｅｓ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ｅ ｗｉｔｈ ａ ｒｅｄｕｃｅｄ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ｓｕｌｉｎ⁃ｌｉｋ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ｆａｃｔｏｒ⁃Ｉ ｉｎ ｃｈｒｏｎｉｃ ｈｅａｒｔ
ｆａｉｌｕｒｅ ［Ｊ］ ． Ｂａｓｉｃ Ｒｅｓ Ｃａｒｄｉｏｌ， ２００３， ９８（４）：２６７⁃２７４．

［３７］　 ＭＣＰＨＥＲＲＯＮ ＡＣ， ＬＡＷＬＥＲ ＡＭ， ＬＥＥ ＳＪ．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ｋｅｌｅｔａｌ ｍｕｓｃｌｅ ｍａｓｓ ｉｎ ｍｉｃｅ ｂｙ ａ ｎｅｗ ＴＧＦ⁃ｂｅｔａ
ｓｕｐｅｒｆａｍｉｌｙ ｍｅｍｂｅｒ［Ｊ］ ． Ｎａｔｕｒｅ， １９９７， ３８７（６６２８）： ８３⁃９０．

［３８］　 ＧＲＯＢＥＴ Ｌ， ＭＡＲＴＩＮ Ｌ， ＰＯＮＣＥＬＥＴ Ｄ， ｅｔ ａｌ． Ａ ｄｅｌｅ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ｂｏｖｉｎｅ ｍｙｏｓｔａｔｉｎ ｇｅｎｅ ｃａｕｓｅｓ ｔｈｅ ｄｏｕｂｌｅ⁃ｍｕｓｃｌｅｄ
ｐｈｅｎｏｔｙｐｅ ｉｎ ｃａｔｔｌｅ ［Ｊ］ ． Ｎａｔ Ｇｅｎｅｔ， １９９７， １７（１）： ７１⁃７４．

［３９］　 管阳太． 免疫疗法： 神经系统疾病干预新策略［Ｊ］ ． 中国现代

神经疾病杂志， ２０２０， ２０（１）： ６⁃８．
［４０］　 ＣＨＡＮ ＹＣ， ＬＯ ＹＬ， ＣＨＡＮ ＥＳＹ． Ｉｍｍｕｎｏｔｈｅｒａｐｙ ｆｏｒ

ｄｉａｂｅｔｉｃ ａｍｙｏｔｒｏｐｈｙ ［ Ｊ］ ． Ｃｏｃｈｒａｎｅ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Ｓｙｓｔ Ｒｅｖ，
２０１７， ７（７）： ＣＤ００６５２１．

８７３
医用生物力学　 第 ３７ 卷　 第 ２ 期　 ２０２２ 年 ４ 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Ｂｉｏ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Ｖｏｌ． ３７　 Ｎｏ．２， Ａｐｒ． ２０２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