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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的
!

探究系统性红斑狼疮患者疾病活动度与血清铁蛋白"

O\4

#的关系$方法
!

选取
'$#)

年
)

月至
'$#%

年
)

月

于惠东县妇幼保健院进行治疗的系统性红斑狼疮"

US\

#患者
%$

例!按疾病的活动度分为稳定期组和活动期组!各
'$

例!同时选

取健康志愿者
'$

例纳入对照组$比较
)

组受试者
O\4

%抗双链
![3

"

@1"![3

#抗体水平及
US\

疾病活动度指标"

US\!3Y

#评

分$结果
!

稳定期组和活动期组
O\4

%

@1"![3

抗体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活动期组
O\4

%

@1"![3

抗体水平及
US\!3Y

评分明

显高于稳定期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

#$稳定期组与活动期组患者
O\4

异常率分别为
%$.

%

&$.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

US\

患者
O\4

水平与
@1"![3

抗体%

US\!3Y

评分均呈正相关"

7

分别为
$-+%#

%

$-*'$

!

"

$

$-$+

#$治疗后
'

组患者

O\4

升高例数较治疗前均下降!

O\4

水平均降低!治疗前后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

#$结论
!

O\4

水平与
US\

患者疾病

活动度呈正相关!可以将其作为诊断
US\

的可靠指标$

关键词"系统性红斑狼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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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活动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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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性红斑狼疮$

US\

%是一种多器官多系统共同受累的

全身性*异质性自身免疫性疾病(

#

)

'其血清内可检出多种自身

抗体#主要累及皮肤黏膜*骨骼肌肉*中枢神经系统#同时还可

以累及肺*心脏*血液等多个器官和系统'该病好发于女性#特

别是育龄期妇女#男女比例大约为
#T+

"

#T#'

'目前#其发

病机制尚不明确#因此#病因及发病机制的研究一直成为风湿

病研究领域的热点'以往研究通常认为#

US\

由性激素*细菌

病毒感染*外界环境等多种因素共同参与(

'"%

)

#导致患者机体自

身耐受丧失#对患者的健康造成了极大的威胁(

+

)

'目前#对

US\

的诊断及病情监测依靠临床表现和实验室检查共同确

定#主要指标包括自身抗体*

I

反应蛋白$

Î F

%*红细胞沉降率

$

\Û

%等#对患者的早期诊断及预后有重要意义(

*

)

'铁蛋白是

人体一种重要的急性时相反应蛋白#血清铁蛋白$

O\4

%水平常

与疾病的活动度具有重要关系(

(

)

'

O\4

在肝*脾*骨髓等器官

储存量最多#当患者出现炎症性疾病时铁代谢发生改变#导致

O\4

水平升高(

R

)

'有研究显示#

O\4

检测对
US\

病情监测可

起到辅助作用(

&

)

'为进一步探讨
O\4

与
US\

疾病活动度的

关系#本研究将
US\

活动期及稳定期患者进行对比研究#分析

其
O\4

的差异性#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A

!

资料与方法

A-A

!

一般资料
!

选择
'$#)

年
)

月至
'$#%

年
)

月于惠东县妇

幼保健院进行治疗的
US\

患者
%$

例'所有患者均符合
US\

诊断标准(

#$

)

#具备完整*详细的病史询问及检查资料&排除营

养不良患者#近
*

个月内接受过铁剂*促红细胞生成素和输血

治疗的患者#妊娠期患者#存在引起
O\4

波动的疾病$如感染*

出血*缺铁性贫血等%'病情活动度采用
US\

疾病活动度指标

$

US\!3Y

%评分标准(

##

)

#总分小于或等于
#$

分为稳定期#

%

#$

分为活动期'按疾病的活动度分为稳定期组和活动期组#每组

各
'$

例'稳定期组患者男
R

例#女
#'

例#平均年龄$

'*-+%i

)-%(

%岁#平均病程$

#-)*i$-'+

%年'活动期组患者男
(

例#女

#)

例#平均年龄$

'+-R'i)-#*

%岁#平均病程$

#-'%i$-#(

%年'

同时选取健康志愿者
'$

例纳入对照组#其中男
R

例#女
#'

例#

平均年龄$

'*-$%i)-'$

%岁#平均病程$

#-%)i$-'$

%年#排除存

在心*脑*肝*肾疾病#糖尿病*高血压*贫血*感染患者及妊娠期

孕妇'

)

组受试者在年龄*性别*病程等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

"

%

$-$+

%#具有可比性'

+

+(#'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年
R

月第
)*

卷第
#+

期
!

Y2;MS8EK6@

!

3:

B

:1;'$#+

!

Z59-)*

!

[5-#+



A-B

!

治疗方法
!

患者入院后均给予支持*激素长程治疗#部分

加用甲泼尼龙冲击及免疫抑制剂等治疗'密切观察患者病情

变化#生命体征出现异常时及时处理'

A-C

!

仪器与试剂
!

O\4

检测采用化学发光法#采用美国
G8"

D

6A

公司生产的全自动生化分析仪#试剂盒由北京西门子公司

提供&抗双链
![3

$

@1"![3

%抗体采用
\SYU3

法测定#试剂盒

由北京原子高科核技术应用股份有限公司提供'

A-E

!

检测方法
!

抽取所有受试者清晨空腹静脉血#魏氏法检

测
\Û

并进行准确记录#同时取静脉
)$$$A

"

>02

离心
#$>02

后分离血清#于
_($f

冰箱保存'标本统一复融后进行检测'

分别检测
O\4

*

@1"![3

抗体'

O\4

参考值范围为
#*

"

)$*

)

B

"

S

#

@1"![3

抗体
$.

"

'$.

'

A-F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UFUU#&-$

软件进行数据处理及统计

学分析'计量资料以
Si@

表示#

'

组比较采用
8

检验#多组比

较采用方差分析&计数资料以例数或百分率表示#

'

组比较采

用
'

' 检验#多组比较采用秩和检验&

"

$

$-$+

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相关性分析采用
F68A152

相关分析法'

B

!

结
!!

果

B-A

!

)

组受试者
)

项指标比较分析
!

)

组受试者
O\4

*

@1"

![3

抗体水平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其中稳定

期组和活动期组
O\4

*

@1"![3

抗体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活

动期组
O\4

*

@1"![3

抗体水平及
US\!3Y

评分明显高于稳定

期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

%'见表
#

'

表
#

!!

)

组受试者
)

项指标比较

组别
% O\4

$

)

B

"

S

%

@1"![3

抗体$

.

%

US\!3Y

评分$分%

稳定期组
'$ +)$-#%i*$-+&

"

#'-)$i)-(R

"

+-'(i#-*%

活动期组
'$

&'(-#$iR+-'(

"!

')-('i+-#&

"!

#(-+$i)-R'

!

对照组
'$ ##'-+%i'$-&' R-*'i#-)+ _

!!

_

!无数据&

"

!

"

$

$-$+

#与对照组比较&

!

!

"

$

$-$+

#与活动期组

比较'

B-B

!

稳定期组与活动期组
O\4

异常率比较
!

稳定期组与活

动期组患者
O\4

异常率分别为
%$.

$

R

"

'$

%*

&$.

$

#R

"

'$

%#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B-C

!

US\

患者
O\4

水平与
@1"![3

抗体*

US\!3Y

评分的相

关性
!

US\

患者
O\4

水平与
@1"![3

抗体*

US\!3Y

评分均

呈正相关$

7

分别为
$-+%#

*

$-*'$

#

"

$

$-$+

%'

B-E

!

治疗前后
O\4

升高例数及
O\4

水平比较
!

稳定期组治

疗前*后
O\4

升高例数分别为
R

*

#

例#

O\4

水平分别为

$

+)$-#%i*$-+&

%*$

'%#-'(i'+-%$

%

)

B

"

S

'活动期组患者治疗

前*后
O\4

升高例数分别为
#R

*

'

例#

O\4

水平分别为

$

&'(-#$iR+-'(

%*$

)'+-R%i*%-'#

%

)

B

"

S

'治疗后
'

组患者

O\4

升高例数较治疗前均下降#

O\4

水平均降低#治疗前后差

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

%'

C

!

讨
!!

论

US\

是一种病因不明#自身免疫介导的炎症性结缔组织

病'其发病机制尚不明确(

#$

)

#但一般认为是遗传*环境和性激

素等多因素相互作用引发机体免疫紊乱所致'

US\

的临床表

现复杂#以青春期发病为主'

O\4

是一种高相对分子质量的含铁蛋白质#是体内铁的

储存形式之一#具有强大的铁结合与储备能力#对铁的储存及

代谢具有重要意义'

O\4

广泛分布于机体组织细胞内#以肝*

脾*骨髓等单核巨噬细胞系统内储存量最多'

O\4

的合成受

到多种细胞因子不同水平的调节#当人体出现炎症性疾病时铁

代谢发生改变#

O\4

呈上升状态#是炎症反应急性期的反应产

物'

O\4

为骨髓合成血红蛋白供铁#并按机体需要向血清中

释放铁(

##

)

'同时#铁离子还参与机体的免疫调节(

#'

)

#可以抑

制迟发型超敏反应*

G

细胞产生抗体#减弱中性粒细胞吞噬功

能#诱导单核巨噬细胞的活化与增殖#使风湿性疾病的巨噬细

胞处于活化状态(

#)

)

'因此
O\4

水平增高除见于铁负荷过重

外#还可见于炎症性疾病*贫血*肿瘤及风湿性疾病*成人斯蒂

尔病及皮肌炎等(

#%

)

'

本研究结果显示#

US\

患者
O\4

*

@1"![3

抗体水平明显

高于健康志愿者#

US\

活动期患者
O\4

*

@1"![3

抗体水平及

US\!3Y

评分明显高于稳定期患者#提示#随着患者病情的加

重#

O\4

水平与
@1"![3

抗体水平呈增高趋势'同时
F68A152

相关分析提示#

US\

患者
O\4

水平与
@1"![3

抗体*

US\!3Y

评分均呈正相关#

7

分别为
$-+%#

#

$-*'$

'均提示#

O\4

水平在

US\

患者病情活动中具有重要意义'

综上所述#

O\4

水平与
US\

患者病情活动度具有相关性#

可以作为诊断
US\

的实验室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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