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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目的
"

探究外周血中
)e4'

在反复自然流产"

*R;

$患者体内的含量变化及关系%方法
"

本院
1##%

年
$

月至
1#$$

年

'

月
"!

例
*R;

未孕
+"

例患者设为观察
;

组!自然流产次数超过
+

次!排除感染&染色体异常等因素'

+#

例
*R;

已孕但被确诊为

难免流产患者设为观察
2

组'同期
+#

例正常妊娠早孕人工流产患者设为对照组!既往无流产史!超声检查证实宫内孕单活胎%对

三组患者进行
)e4'

指标的检测!对比三组患者外周血中的
)e4'

的表达水平%结果
"

本研究发现
)e4'

在三组患者外周血中均

有表达!含量观察组表达率明显低于对照组"

B

均
%

#3#"

$%结论
"

)e4'

含量在外周血中的低表达可能与反复自然流产的发病和

病理生理过程有关%

关键词"流产!自然'

"

自然杀伤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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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复自然流产$

*R;

%是习惯性流产的学术称呼#指的是两

次怀孕在同一妊娠周发生自然流产的现象#是妇产科常见妊娠

并发症'

$

(

)由于目前的的医学科学水平有限#并非每位
WR;

患者都能找到确切的病因#其病因除了与感染*解剖*染色体等

原因有关外#一半以上的患者病因不明)随着生殖免疫学的不

断研究#人们对
*R;

有了新的认识)胚胎在母体的出现相当

于半同种异体的植入#胚胎不被母体排斥的原因主要是免疫耐

受提高#一旦这种平衡被打破#可能出现病理妊娠甚至流产'

1

(

)

人类自然杀伤细胞$

0Y

细胞%在人体外周淋巴循环中占有重

要地位#在妊娠初期#人类
0Y

细胞占蜕膜淋巴细胞的
"#b

以

上'

+

(

#通过识别靶细胞#并且分泌细胞因子#而发挥其免疫调节

作用#如果作用被破坏则可能发生
*R;

)

0Y

细胞发挥其生物

学作用依赖于受体与相对应的配体的结合#

)e4'

是
0Y

细胞

重要的受体#具有激活细胞的作用)笔者为了探究外周血中

)e4'

在
*R;

患者体内的含量变化及关系#使用流式细胞分析

法检测
*R;

患者外周血中
)e4'

表达#为临床诊断*治疗提供

科学依据#具体结果报道如下)

A

"

资料与方法

A3A

"

一般资料
"

本院
1##%

年
$

月至
1#$$

年
'

月
"!

例
*R;

未孕
+"

例患者设为观察
;

组#

+#

例
*R;

已孕但被确诊为难

免流产患者设为观察
2

组#同期
+#

例正常妊娠早孕人工流产

患者设为对照组)观察
;

组年龄
1"

"

+'

岁#平均
1'j+3$

岁#观察
2

组年龄
1'

"

++

岁#平均
1+j+3+

岁#两组患者均排

除感染*解剖*染色体等原因#流产次数至少
+

次)对照组年龄

1"

"

+1

岁#平均
11j'31

岁#清宫术前超声证实宫内孕单活

胎#无流产征兆#排除感染*解剖*染色体等原因)三组入组人

员在盆腔*血型*内分泌等一般情况方面检查均无统计学差异

$

B

$

#3#"

%#具有可比性)

A3B

"

检测方法
"

三组患者均抽取前臂肘静脉血
'?]

#分成两

部分#每部分
1?]

#其中
1?]

置于含有
Ve/;:Y

1

抗凝剂的

无菌玻璃试管中#

%E

内进行检测&另一部分置于无菌不含抗

凝剂的塑料试管中#常温下自然凝固#在
1###B

"

?68

的转速下

进行离心#将上清液移至另一管无菌不含抗凝剂的塑料试管

中#于
c1#g

冰箱内保存)采用流式细胞分析方法检测外周

血中
)e4'

阳性细胞占淋巴细胞总数的百分数#仪器选自美国

2e

全自动多色分析流式细胞仪#试剂包括
WV:?=H7CA8D6EH:

?A8:)e' .AN

*

Z(/):?=H7CA8D6:EH?A8:)e1" .AN

$

C26=:

7>6C8>C

公司#美国%)

A3C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RWRR$!3#

对所得数据进行统计分

析#组间显著性比较采用
%

1 检验#以
B

%

#3#"

为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

B

"

结
""

果

本研究发现
)e4'

在
+

组患者外周血中均有表达#但是观

察
;

组和观察
2

组的含量明显低于对照组$

B

%

#3#"

%#见

表
$

)

表
$

""

三组受试对象
)e4'

的表达水平

组别
& )e4'

含量 $

b

%

B

值
:

值

观察
;

组
+" 1$3!%j"31% #3#!9 $3'1"

观察
2

组
+# 113+$j!3#$ #3#1% $3''9

对照组
+# 193%$j93!! c c

""

c

!无数据)

C

"

讨
""

论

*R;

是一种常见的妊娠并发症#在各种的流产原因中#原

+

#+%$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1#$1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8D\]AN.C&

!

;H

M

H7D1#$1

!

U=I3++

!

0=3$"



因不明者仍占
'#b

"

9#b

'

'

(

)在人体妊娠过程中胚胎中的一

般基因来自父系#在胚胎表面表达的抗原中一半是父系抗原#

胚胎相对于母体来说虽然属于半同种异体组织#却与母体的免

疫系统存在一种平衡而不被排斥'

":4

(

)在妊娠期间#母体的免

疫系统活跃而且变化大#免疫系统中的免疫细胞分泌细胞因

子#母体对胚胎的排斥能力逐渐减小#保护反应能力逐渐增大#

母体和胚胎之间保持一种动态平衡)正常妊娠过程中#母体内

0Y

细胞数目逐渐增多#其具有抑制性作用的受体水平逐渐升

高#

0Y

细胞中的抑制性受体与
.,):(

类分子相结合#发出阻

断抑制性信号#使抑制性信号的传递受到破坏#使正常妊娠过

程得到顺利进行)一旦
0Y

细胞逐渐减少#则导致病理性妊娠

甚至流产'

$#:$1

(

)

本研究发现#观察
;

组$

*R;

未孕组%患者外周血中
)e4'

水平是$

1$3!%j"31%

%

b

#观察
2

组$

*R;

已孕组%患者外周血

中
)e4'

水平是$

113+$j!3#$

%

b

#两组数据无统计学差异

$

B

$

#3#"

%#对照组$正常妊娠早孕人工流产组%外周血中

)e4'

水平是$

193%$j93!!

%

b

#其表达水平显著高于观察两组

$

B

%

#3#"

%)结果显示#不论
*R;

患者未孕还是已孕#

)e4'

在
*R;

患者体内的表达水平均低于非
*R;

妊娠妇女)

)e4'

作为
0Y

细胞中具有抑制性作用的受体#在母体内的表达水平

的降低致使其对
0Y

细胞的毒性抑制作用降低#使
0Y

细胞对

胚胎的毒性灭杀作用增强#导致流产)

总之#

)e4'

含量在外周血中的低表达可能与
*R;

的发病

和病理生理过程有关#建议以其作为参与判断
*R;

的实验室

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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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可能是猪的表皮下*真皮层$胶原组织及其毛囊*汗腺等

附属器%明显较羊厚)而且#皮下组织较多#血供丰富#故其皮

下脂肪出血较多见#而羊皮下脂肪极稀少#故皮下肌层出血较

多见#见表
9

)组织损伤深度与距离的增加呈负相关)

B3E

"

病理组织学光镜*电镜改变
"

猪
"?

裸露*羊毛衫*棉衣

防护三种状态#

$"?

裸露*羊毛衫*棉衣防护三种状态#

+#?

裸*毛均有组织淤血出血改变)主要表现角化层剥脱*表层细

胞坏死*皮下真皮内脂肪组织淤血和皮下纤维结缔组织内淤

血)

+#?

棉衣防护#击中胸部#局部组织未见明显异常)

"?

无防护击发#局部组织未见异常#肌肉组织主要以肌肉浅层及

点状出血*部分浅层肌纤维断裂)心*肺*肝*肾*脾*肠系膜光

镜下均未见异常改变)心肌电镜
$#Y

闰盘横位连接紊乱#部

份连接结构消失#周围肌丝断裂#线粒体肿胀#可见基质颗粒增

多)

C

"

讨
""

论

;R/

*

;]W

*

)Y

*

]e,:]

广泛存在肌肉组织中#特别是

)Y

*

]e,:]

敏感性较高#肌肉组织损伤后大量酶释放入血#测

定血中酶的含量#可以进一步推断肌肉组织损伤程度#橡皮弹

伤所致的局部损伤效应#主要以局部软组织挫裂伤为基本特

征'

+

(

)单纯血液循环障碍及单纯血液循环障碍伴表皮剥脱出

血这两种不同损伤程度导致肌肉组织损伤#损伤程度及酶的活

性变化随着射击距离增加而减少#各部位之间无明显差异)两

种动物差异明显#分析原因主要是猪有大量的皮下组织#血运

丰富#而羊皮下脂肪稀少)三种防护状态以裸露最重#棉衣防

护最轻)伤后
'E

明显#酶的活性改变与局部组织损伤程度呈

正相关'

'

(

)胸腹部的橡皮弹伤#特别是近距离裸露条件下可以

出现肝脏损伤或者心脏挫伤)此时酶的活性也明显升高#所以

近距离胸腹部的橡皮弹伤后#心电图*彩超等影像学以及肝功

能检查是非常必要的#

$"?

以上橡皮弹伤全身临床表现较轻#

预后一般良好)通常
"

"

9&

可自行吸收#一般无需医疗处置)

但近距离胸腹部伤出现了胸腹腔内脏器损伤#通常需及时医疗

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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