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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性红斑狼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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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种累及多系统(多器官并由多

种因素相互作用引起的自身免疫性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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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病病因尚

未肯定#大量研究显示#多种因素通过影响细胞免疫功能导致

免疫功能紊乱而致病#

.VP

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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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功能紊乱#但对外周

血细胞亚群改变与疾病的活动性之间的关系尚有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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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

产生自身抗体和引起免疫复合物沉积在各脏器中造成组织损

伤是
.VP

发病的主要机制#细胞免疫功能的核心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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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及

其亚群#同时自然杀伤细胞也发挥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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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实验采用流

式细胞仪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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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机体的细胞免疫功能状态#探讨免疫细胞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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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病机

制中的作用#并为临床用药提供实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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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分表对疾病活

动性做总体评估)

/

*

#其中
$

组$

.VP1<-

评分
%

!

3

分为基本无

活动%#

%

组$

.VP1<-

评分
5

!

8

分%为轻度活动#

&

组$

.VP*

1<-

评分大于或等于
$%

分%为重度活动'健康对照组为
/%

例

健康的体检人员#其中男性
#

例#女性
$3

例#平均年龄
'5

岁'

B4C

!

仪器与试剂
!

流式细胞仪$美国
TAKQMD;*!=?CBA@

公司#

P

E

:K)YV

%检测
!1'

2

(

!1'

2

!13

2

(

!1'

2

!1&

2淋巴细胞等的

比例和绝对值及
]U

细胞和
T

细胞的数量#配套检测试剂为该

公司原装进口&检测方法按照仪器与试剂操作说明进行'

B4D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4%

统计软件#所有资料均采

用
@S?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方差分析#以
!

#

%4%5

为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C

!

结
!!

果

.VP

各活动期患者与对照组淋巴细胞亚群的变化#见表

$

'

.VP

$

组患者各亚群与健康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

!

'

%4%5

%'与健康对照组比较#

.VP

%

组
!1'

2

!1&

2淋巴

细胞降低#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4%5

%#

!1'

2

!13

2淋巴

细胞数明显降低$

!

#

%4%5

%#

!1'

2

!13

2

"

!1'

2

!1&

2比值明

显降低$

!

#

%4%5

%#

T

细胞数明显增高$

!

#

%4%5

%(

]U

细胞数

明显降低$

!

#

%4%5

%&

.VP

&

组
!1'

2

(

!1'

2

!13

2淋巴细胞明

显降低$

!

#

%4%5

%#

!1'

2

!1&

2 淋巴细胞数明显增高$

!

#

%4%5

%#

!1'

2

!13

2

"

!1'

2

!1&

2 比值明显降低$

!

#

%4%5

%#

!1'

7

!1$8

2

$

T

细胞%数明显增高$

!

#

%4%5

%(

!1'

2

!1$#

2

!15#

2

$

]U

细胞%数明显降低$

!

#

%4%5

%'

+

3%'/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B[VDFZAL

!

1AKAMFA@/%$$

!

\=C4'/

!

]=4/%



表
$

!!

.VP

各活动期患者与对照组淋巴细胞亚群的变化#

@S?

$

组别
% !1'

2

$

^

%

!1'

2

!13

2

$

^

%

!1'

2

!1&

2

$

^

%

!1'

2

!13

2

"

!1'

2

!1&

2

T

细胞$

^

%

]U

细胞$

^

%

健康对照组
/% 0/45%S#4$/ 3'4/%S34/' /#45%S34/$ $4#0S%40/ $/4$%S/4&5 $54/%S'43'

.VP

$

组
$& 0$40%S#4%3 3/4$%S34$8 /#4&%S34// $450S%4## $/4#%S'4$' $348%S'4'/

.VP

%

组
/' #&4$%S54#0 '04'%S'4#& /04&%S34/0 $4'3S%45&

&

$340%S'43/

&

$/4'%S'4$$

&

.VP

&

组
$5 #54/%S54/$

&

'54$%S'435

&

/&4#%S34'$

&

$4/'S%45$

&

$#43%S34'$

&

84'%S/40#

&

!!

&

!

!

#

%4%5

#与健康对照组比较'

D

!

讨
!!

论

.VP

是一种自身免疫性疾病#它的发病与家族遗传(紫外

线照射(体内雌激素水平(某些药物(食物及感染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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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表现多种多样#反复高热或长期低热#面颊部蝴蝶形红斑或

盘状红斑#口腔黏膜点状出血(糜烂或溃疡(关节肿胀(酸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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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常常侵犯胸膜(心包(心腔(肾脏#对神经系统(血液系

统(消化系统造成不同程度的损害#

.VP

的另一个特点是#它

特别青睐青(壮年#尤其是青年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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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种免疫调节紊

乱的自身免疫性疾病#其特征是产生大量的自身抗体导致多系

统受累#患者体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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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异常活化#并与细胞因子的改变有

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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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免疫应答过程有赖于各种免疫细胞#特别是各细胞

亚群之间的相互协作和相互制约'淋巴细胞亚群的紊乱可能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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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细胞亚群的减少和功能缺陷而

引起的免疫功能亢进所造成'有文献报道#主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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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细胞因子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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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的抑制功能#以致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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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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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抑制功能受损#机体不能产生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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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

胞'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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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的抑制功能损害可能是可逆的#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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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情缓解期#机体又可产生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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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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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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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期
.VP

患者中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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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细胞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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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细胞正常或升高#但仍然表现出体液免疫亢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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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

增生并产生大量自身抗体#而
.VP

稳定期
T

细胞数与正常对

照组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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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结果还显示#活动

期
.VP

患者的
]U

细胞活性较健康对照组明显降低'

]U

细胞是体内非特异性免疫效应细胞#对体内多种细胞

如
"

(

T

淋巴细胞均具有免疫调节作用'

.VP

活动期#

]U

细

胞活性明显降低#对自身抗体产生的抑制作用减弱#多种自身

抗体产生#导致多脏器受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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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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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

也发现活动期
.VP

患者
]U

细胞活性降低#在
.VP

伴肾脏受

累的患者中下降更为明显#治疗后
]U

细胞活性有所升高#提

示
]U

细胞的变化可以直接地反映机体的免疫失衡状态'本

结果还显示#活动期的
.VP

患者的
]U

细胞活性较健康对照

组明显降低#治疗后显著提高'

淋巴细胞在
.VP

的发生发展各阶段中发挥重要作用#其

在发病不同环节中的作用
.VP

患者特别是疾病活动期#体内

总
"

细胞及其亚群数量分布存在异常#

"

细胞亚群(

T

细胞及

]U

细胞的改变在的发病中起很大作用'检测患者外周血淋

巴细胞亚群#对全面地了解机体的免疫状态(正确判断病情和

指导临床治疗有重要意义)

0

*

'

参考文献

)

$

* 李圣楠#黄慈波
4

系统性红斑狼疮的诊断治疗进展)

[

*

4

临床药物

治疗杂志#

/%$%

#

&

$

$

%!

&*$$4

)

/

*

O=K(FA@

H

Z!4e

E

LDB:;

H

B(A<MA@:KD;K=CCA

H

A=N@(A?MDB=C=

HJ

@AI:)ALK@:BA@:DN=@B(AKCD)):N:KDB:=;=N)

J

)BAM:KC?

E

?)A@

J

B(AMDB=*

)?)

)

[

*

4<@B(@:*B:)+(A?M

#

$880

#

3%

$

8

%!

$0/54

)

'

*

X:CDK:W

#

TDK:C:A@:.

#

X@DIA

H

DZ

#

ABDC4-M

E

D:@MA;B=N!1&

2

")?

E

*

E

@A))=@KACCN?;KB:=;:;

E

DB:A;B)G:B(DKB:IA)

J

)BAM:KC?

E

?)A@

J

B(A*

MDB=)?)

)

[

*

4[-MM?;=C=

HJ

#

/%%$

#

$##

$

$%

%!

#35/*#3504

)

3

*

.DQD

H

?K(:.4"(A=@:

H

:;=NX=̀

E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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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与统计量

描述总体特征的数值为参数#通常是未知的#一般用希腊字母表示#如
!

(

"

(

#

等'描述样本特征的数值为统计量#是已

知的或可计算获得的#用英文字母表述#如
J

(

!

等'从总体中随机抽样可获得样本#以样本为基础(通过统计推断$参数估

计(假设检验%可获得对总体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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