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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ｃｉｅｎｃｅ（ＮｅｗＹｏｒｋ，ＮＹ），２０１６，３５３（６２９５）：１７９１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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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ａｔｅａｎｔｉｇｅｎ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Ｔｃｅｌｌｓ［Ｊ］．ＰｒｏｃＮａｔｌＡｃａｄＳｃｉＵＳＡ，２０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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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ＯＸＰ３（＋）Ｔｒｅｇ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ｉｎａｍｏｄｅｌｏｆａｕｔｏｉｍｍｕｎｅｃｏｌｉｔｉｓａｎｄｄ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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