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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发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患者免疫状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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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的
"

探讨特发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

67V

$患者免疫状态的异常改变%方法
"

以
*%

例
67V

确诊患者为观察组!其

中慢性
67V

"

!67V

$组
%A

例'急性
67V

"

/67V

$组
%*

例#以
*%

例体检健康者为对照组%检测各组受试对象外周血
7

淋巴细胞亚

群'血清免疫球蛋白及补体'红细胞免疫功能!并对结果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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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体花环检出率均低于对照组!

!J+

i

'

6

?

/

'

6

?

.

'

6

?

W

'

!(

'

!@

'免疫复合物花环检出率高于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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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V

组变化幅度大

于
/67V

组"

D

$

,),*

$%结论
"

67V

患者免疫状态呈异常状态!且与疾病严重程度等有较大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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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发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

67V

&是由于体内存在抗血小

板表面某些糖蛋白的自身抗体#通过
*

型超敏反应损伤血小板

而导致的出血性疾病'

'

(

)有研究显示
67V

与机体免疫状态有

一定的相关性#属于免疫机制异常所致疾病'

%$(

(

)笔者对
67V

患者和健康者进行了部分免疫学指标的比较#结果报道如下)

E

"

资料与方法

E)E

"

一般资料
"

%,,+

年
'

月至
%,''

年
@

月本院收治的
67V

患者
*%

例$观察组&#男性
%(

例*女性
%C

例#年龄
',)@

'

*C)%

岁#平均
%+)*

岁#病程
'),

'

%%)'

个月#平均
F)C

个月#其中慢

性
67V

$

!67V

&患者
%*

例*急性
67V

$

/67V

&患者
%A

例)同期

本院体检健康者
*%

例$对照组&#男性
%%

例*女性
(,

例#年龄

',)*

'

*+)*

岁#平均
%+)F

岁)各组研究对象均排除影响外周

血
7

淋巴细胞亚群和血清免疫球蛋白*补体*红细胞免疫功能

的其他疾病)各研究组间年龄*性别等基本资料比较差异均无

统计学意义$

D

%

,),*

&)

E)F

"

仪器与试剂
"

5/!G!M=3<O;

流式细胞仪$美国
-J

&#

#\f+,,

型酶标仪$美国
-3>$71T

&#

567!

标记抗
!J(

*

!J@

*

!J+

抗体$深圳达科为&#免疫球蛋白检测试剂$中山生科&)

E)G

"

方法
"

无菌采集所有受试对象外周静脉血
(P\

#肝素抗

凝或不抗凝)抗凝标本用淋巴细胞分离液分离单个核细胞#无

菌玻璃培养皿
(AY

培养
(,P30

#去除黏附于培养皿的单核细

胞#获取悬浮的淋巴细胞#流式细胞仪检测
7

淋巴细胞)不抗

凝标本分离血清后#采用酶联免疫法检测免疫球蛋白及补体)

红细胞免疫功能检测采用红细胞花环试验)

E)H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统计学软件包
GVGG'@),

对检测结果

进行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以
HB8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与
9

检验%

D

$

,),*

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

"

结
""

果

F)E

"

外周血
7

淋巴细胞亚群检测结果
"

观察组
!J(

i

*

!J@

i

*

!J@

i

"

!J+

i 均低于对照组#

!J+

i 高于对照组$

D

$

,),*

&%

!67V

组与
/67V

组各指标检测结果比较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D

$

,),*

&)详见表
'

)

表
'

""

外周血
7

淋巴细胞亚群水平比较#

D

$

HB8

%

组别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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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i

!J+

i

!J@

i

"

!J+

i

对照组
F@)'*B()FF (A)CFB@)CA %@)CFB@)'( ')F,B,)'+

观察组

"

/67V *C)+AB@)'* (()*'B@),% (@)'CB()F% ')'(B,)%'

"

!67V *@)%,B()A% %C)*@B()C+ @,),%B()*F ,)+*B,)'*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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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清免疫球蛋白&补体及红细胞免疫功能比较

组别
免疫球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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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体$

?

"

\

&

!( !@

红细胞免疫功能$

D

&

!(<

受体花环检出率 免疫复合物花环检出率

对照组
')A,B,)%' C)'CB')C+ ')'+B,)'* ,)C(B,)%, ,)(%B,)'' 'F)F%B%)'* @)(FB')%@

观察组

"

/67V %)'+B,)%* '')*@B%),C ')*%B,)%, ')@@B,)'C ,)*@B,)'* '%)%*B%)(' +)'F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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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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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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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清免疫球蛋白*补体及红细胞免疫功能比较
"

观察组

红细胞
!(<

受体花环检出率低于对照组#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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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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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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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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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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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疫复合物花环检出率均高于对照组$

D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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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V

组

与
/67V

组各指标检测结果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D

$

,),*

&)详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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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
""

论

67V

是儿童最常见的出血性疾病$

@F

"

',,

万&#成人发病

率则为
(+

"

',,

万左右'

@$*

(

)

67V

发病与免疫机制有关#因此有

学者认为应改称为免疫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

F

(

)红细胞免疫

是机体防御机制之一)人体血管内的病理性循环免疫复合物

通过细胞表面补体受体结合红细胞#转运至肝*脾后被巨噬细

胞吞噬*清除%红细胞通过细胞表面补体受体还能黏附病毒*细

菌#使其悬浮于血液循环中#更易被吞噬细胞清除#从而提高了

机体免疫功能'

A$'%

(

)

本研究就
67V

患者免疫状态的变化规律进行研究#发现

与健康者比较#

67V

患者
!J(

i

*

!J@

i

*

!J@

i

"

!J+

i

*红细胞

!(<

受体花环检出率降低#

!J+

i

*

6

?

/

*

6

?

.

*

6

?

W

*

!(

*

!@

*免疫

复合物花环检出率升高#且
!67V

患者较
/67V

患者的异常改

变更为明显#说明
67V

患者机体免疫状态呈异常状态#且与疾

病严重程度有较大的相关性)这对了解疾病严重程度及确定

疾病分型等有一定的意义#且可为疾病诊治提供一定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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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胎儿宫内感染率随孕妇血中
a-4J"/

含量增高而增高#

且孕妇血中
a-4J"/

含量与新生儿血中
a-4J"/

含量呈正

相关)因此#对妊娠期妇女进行
a-4

检测#特别是对妊娠合并

a-4

感染者进行
a-4J"/

和
a-1/

?

检测意义重大)

a-4J"/

被认为是判断病毒是否复制和有无传染性的

,金标准-#血清中存在
a-4J"/

是诊断
a-4

感染最直接的

证据'

F

(

)但
a-4J"/

检测常采用杂交法和
V!U

法#需要特

殊设备*操作繁杂#难以在基层医院开展)乙肝五项中
a-1/

?

阳性是用于判断
a-4

复制和传染性的指标之一#且通常认为

a-1/

?

转阴提示
a-4

被清除#患者病情趋于好转)随着对

a-4

研究深入#

V;1$G'

对于乙肝的诊断价值#特别是用于判断

a-1/

?

阴性慢性乙肝患者肝细胞损害的价值日益受到关注)

V;1$G'

是存在于具有传染性的完整
JM01

颗粒和管型颗粒上

最外端的外膜蛋白#在病毒侵入肝细胞过程中起重要作用'

A

(

)

本文结果显示#乙肝五项大三阳组
V;1$G'

*

a-4J"/

阳性率

高于其他各组$

D

$

,),*

&#表明
V;1$G'

*

a-4J"/

阳性与乙

肝五项大三阳密切相关)

V1;G'$/

?

在
a-4

感染*复制早期

$大三阳期&就能检出#进一步表明
V1;G'$/

?

与
a-9/

?

*

a-1/

?

关系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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