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检验仪器在临床实验室的广泛

应用#检验科的质控已发展成全面质量管理#即分析前(中(后

的质控*

H

+

'标本溶血是临床检验过程中经常遇到的分析前质

控问题*

%%5%&

+

'因此#首先要强化检验科工作人员思想和技术

素质#充分认识到标本分析前质控的重要性'标本合格与否是

前提#只有标本合格#应用完善的检测体系才能得到真实的检

测结果#才能准确反映患者病情*

%'

+

'其次#须建立标本采集(

运输(保存标准操作程序#加强相关方面培训'最后#检验科要

注重与临床科室的沟通联系#分析(查找标本溶血原因#阐明标

本溶血对检测结果的影响#并商讨下一步处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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狼疮性肾炎患者外周血
"985&.

"

985H

"

985%+

检测及其临床意义

王
"

蕾%

!钱培新&

"江苏省张家港市'

%(

中医医院检验科#

&(

第一人民医院检验科
"

&%EH**

$

""

摘
"

要#目的
"

探讨狼疮性肾炎"

81

$患者外周血可溶性白细胞介素
&

受体"

"985&.

$&白细胞介素"

98

$

5H

&

985%+

水平变化及

临床意义%方法
"

按
81

病情活动程度将
E)

例
81

患者分为活动期组&缓解期组和稳定期组%采集患者及健康者"对照组$空腹

静脉血
EQ8

!采用
389/2

法检测血清
"985&.

&

985H

&

985%+

水平%结果
"

各组患者
'

项指标水平均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D

$

*(*E

$!活动期组和缓解期组患者
'

项指标水平均高于稳定期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D

$

*(*E

$%结论
"

81

患者外周

血
"985&.

&

985H

&

985%+

水平变化与
81

发病进程及早期诊治有密切联系%

关键词#狼疮肾炎#

"

受体!白细胞介素
&

#

"

白细胞介素
H

#

"

白细胞介素
%+

!"#

!

%*(',H,

"

I

(;""!(%H$'5)%'*(&*%&(*,(*E'

文献标识码#

7

文章编号#

%H$'5)%'*

"

&*%&

$

*,5%%&,5*&

""

狼疮性肾炎$

CJ

#

J"!?

#

MA;@;"

#

81

&是原因尚不明确的全身

性自身免疫性疾病#是系统性红斑狼疮$

/83

&在经过长时间病

情发展后出现的以肾脏损害为主的一种病变#多见于中(青年

女性*

%5&

+

'栾海霞和李永哲*

'

+在对
81

的研究中指出几种血清

学指标的联合应用能大大提高对
81

的预测能力#对于指导临

床治疗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检测患者外周血可溶性白细胞

介素
&

受体$

"985&.

&(白细胞介素$

98

&

5H

(

985%+

水平#旨在探

讨其在
81

发生(发展中的变化及其对临床早期诊治的作用#

现报道如下'

A

"

资料与方法

A(A

"

研究对象
"

选择江苏省张家港市第一人民医院
&**+

年

%

月至
&*%*

年
%

月门诊及住院
81

患者
E)

例#所有病例均符

合美国风湿病学会
%,+&

年
/83

及
81

诊断标准*

)

+

#其中男
%%

例#女
)'

例%平均年龄$

)%(&i+(E

&岁'按
81

病情活动程度

将
E)

例患者分为活动期组$

%,

例&(缓解期组$

%E

例&(稳定期

组$

&*

例&'对照组
&E

例为江苏省张家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健

康体检者#其中男
%*

例#女
%E

例#平均年龄$

'+()i$(E

&岁#经

检查身体状态良好#无免疫及心血管系统等疾病'各组研究对

象年龄(性别等方面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具有可比性'

A(B

"

检测方法
"

采集研究对象清晨空腹血
EQ8

#

'***A

"

Q;!

$离心半径
%*KQ

&离心分离血浆#采用
389/2

法检测
"985&.

(

985H

(

985%+

水平'试剂购于北京奇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严格

按说明书操作'

A(C

"

统计学处理
"

检测数据以
Fi<

表示#各组间比较采用
=

检验#以
D

$

*(*E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B

"

结
""

果

81

患者血清
"985&.

(

985H

(

985%+

水平比对照组均有所升

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D

$

*(*E

&%活动期组和缓解期组患者

血清
"985&.

(

985H

(

985%+

水平高于稳定期组#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D

$

*(*E

&#见表
%

'

表
%

""

各组血清
"985&.

"

985H

"

985%+

水平比较%

Fi<

&

组别
"985&.

$

g

"

Q8

&

985H

$

#N

"

Q8

&

985%+

$

#N

"

Q8

&

活动期组
%++(%)i&&(&'

00##

%&&()%i%+(''

00##

&+,(HHi$E()&

00##

缓解期组
%&E()Ei%H()'

00##

$E(%&i%'(HH

00##

&&%()'iH%(EH

00#

稳定期组
$E(&Ei%&(&'

00

E%('&i%*())

0

%HE()'i+&(%%

0

对照组
EH('&i%+(H$ ',(&Ei%)(EE %%E(''iH&(E)

""

0

!

D

$

*(*E

#

00

!

D

$

*(*%

#与对照组比较%

#

!

D

$

*(*E

#

##

!

D

$

*(*%

#与稳定期组比较'

,

,&%%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年
E

月第
''

卷第
,

期
"

9!@\86BX?P

!

X6

O

&*%&

!

TDC(''

!

1D(,



C

"

讨
""

论

/83

是较常见的累及多脏器的自身免疫性疾病#发病机

制是由于机体免疫功能紊乱并产生多种过量自身抗体形成免

疫复合物沉积于组织及器官#继而引发组织(器官损害*

E

+

'其

病变大多累及数个系统或器官#约
H*G

%

+*G/83

患者累及

肾脏#

81

是
/83

患者死亡的重要原因*

H

+

'其发病原因尚未明

确#多数学者认为与遗传(病毒感染(阳光或紫外线照射(某些

药物的诱发及雌激素的影响等多因素相互作用而引起体内细

胞和体液免疫功能紊乱有关*

$

+

'贺晓蕾等*

+

+认为
81

发病与

4

(

7

细胞功能异常有关#而可溶性炎症介质和免疫反应如细

胞因子在该病的发病过程中起重要作用#参与了疾病的调节和

各种器官的损伤'细胞因子是一些具有高度生物活性的可溶

性蛋白或糖蛋白#各细胞因子间相互制约#相互调节#形成网

络#共同参与机体的免疫和炎性反应#而肾脏是在免疫反应中

最容易受伤的靶器官'本研究结果显示#血清
"985&.

水平随

着病情的严重程度增加而增加#并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D

$

*(*E

&'

"985&.

是一种存在于白血病和多种自身

免疫性疾病患者血清中的免疫抑制因子#在
81

发病过程中具

有重要作用*

,

+

'

"985&.

可与细胞膜表面受体$

985&.

&竞争结

合
985&

#从而成为一种免疫抑制物质#存在于血清(尿液及脑脊

液中#其水平高低与疾病的发生(发展(治疗效果及预后密切相

关'

985H

水平升高与疾病病理过程和病情严重程度也有关

系*

%*

+

'

985H

是多功能的炎性细胞因子#其在正常水平下对人

体有利#由
4

(

7

淋巴细胞产生#并促进
7

淋巴细胞活化(增殖(

分化产生抗体%

985H

也是一种原发炎症物质#产生过多会引起

一系列损害#会导致许多单核细胞及巨噬细胞进入患处引起炎

性反应*

%%

+

'因此#无论在活动期组还是在缓解期组#

985H

水平

均显著升高#使炎性反应加剧#严重损伤肾功能'

81

患者血

清中
985%+

水平升高同样受到关注'

985%+

是由单核
5

巨核细

胞产生的细胞因子#具有多种生物学活性#调节机体免疫功能#

除具有抗病原微生物感染(抗肿瘤等功能外#还参与了自身免

疫性疾病的发生'多数学者认为血清
985%+

可能是反映
/83

患者并发肾脏损害的一个重要的生物学指标#其表达水平的上

升与病情严重程度呈正比#本研究结果显示#各期
81

患者
985

%+

水平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综上所述#血清
"985&.

(

985H

(

985%+

水平变化与患者病情

密切相关#

'

项指标检测对病情的判断(预后及治疗具有积极

的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

%

+ 宋志伟#冯磊光#张兰萍#等
(

胱抑素
_

与狼疮肾炎病理分型的关

系*

\

+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

'&

$

&

&!

%$E5%$$(

*

&

+ 魏秀芳#王慧芳#刘晓霞#等
(

狼疮性肾炎的治疗进展*

\

+

(

现代生

物医学进展#

&*%*

#

%*

$

,

&!

%$,&5%$,)(

*

'

+ 栾海霞#李永哲
(

狼疮肾炎相关血清学指标的研究进展*

\

+

(

现代

检验医学杂志#

&**+

#

&'

$

H

&!

%&+5%'*(

*

)

+ 叶任高
(

内科学*

X

+

(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

!

,*,5,%E(

*

E

+ 王丽娜#张磊#鄢盛恺#等
(

系统性红斑狼疮的遗传学研究进展

*

\

+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

'&

$

%

&!

H&5H)(

*

H

+ 刘莎#刘文虎
(

狼疮性肾炎治疗的新进展*

\

+

(

中国中西医结合肾

病杂志#

&**,

#

%*

$

'

&!

&$&5&$)(

*

$

+ 凡瞿明#王强#张国元#等
(

狼疮性肾炎患者血清抗自身抗体在肾

损评判中的应用*

\

+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

'%

$

%%

&!

%&%E5

%&%$(

*

+

+ 贺晓蕾#戴勇#李富荣
(

狼疮性肾炎患者淋巴细胞内细胞因子的变

化*

\

+

(

陕西医学杂志#

&**'

#

'&

$

H

&!

)+H5)+,(

*

,

+ 陈月燕#胡波#王潭枫
(

狼疮性肾炎患者血清
985H

和
"985&.

水平

的检测*

\

+

(

国际内科学杂志#

&**$

#

')

$

%&

&!

H++5H+,(

*

%*

+郑京#薛原#吴宽裕
(

狼疮性肾炎患者外周血调节性
4

细胞变化的

意义*

\

+

(

中国中西医结合肾病杂志#

&*%*

#

%%

$

,

&!

+&%5+&)(

*

%%

+

-6S?CVD 0̂

#

]DL?_8

#

0A?"KM?A^X

#

?@6C(9!@?AC?JV;!5H

#

AD@?K@"

6!@?A;DAMDA!!?JAD!"RADQC?@M6CS;AJ"5;!PJK?P;!

I

JA

O

*

\

+

(\1?J5

AD"K;

#

&**'

#

&'

$

&

&!

)+%5),&(

$收稿日期!

&*%&5*%5*+

&

!经验交流!

反复输血患者血小板抗体检测结果分析

朱
"

奕!伍昌林!党鑫堂!李
"

岚

"广东省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输血科
"

E%+***

$

""

摘
"

要#目的
"

探讨反复输血患者血小板抗体产生的影响因素及血小板相关抗体与血小板输注效果的关系%方法
"

采用简

易致敏红细胞血小板血清学技术"

/3-/2

$检测
+E

例长期反复输血又需输注血小板的患者血小板相关抗体!分析抗体产生的规

律!观察抗体阳性患者血小板输注效果%结果
"

反复输血患者血小板相关抗体阳性率为
%)(%&G

!血小板相关抗体的产生与输血

次数呈正相关!与输血前是否滤除白细胞有关%结论
"

尽量减少输血次数&每次输血前滤除白细胞可降低血小板抗体阳性率!有

效预防免疫性血小板输注无效的发生%

关键词#血小板输注#

"

抗体#

"

白细胞滤除

!"#

!

%*(',H,

"

I

(;""!(%H$'5)%'*(&*%&(*,(*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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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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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血小板输注作为预防和治疗血小板减少或血小板功能缺

陷患者出血的重要支持疗法#有不可替代的临床作用*

%

+

#但在

多次输血后患者可能产生血小板相关抗体#出现血小板输注无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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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之后的

治疗造成困难'为探讨反复输血患者血小板抗体产生的影响

因素及血小板抗体与血小板输注效果的关系#作者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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