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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研究!

血小板相关免疫球蛋白的检测在妊娠合并免疫性

血小板减少性紫癜患者中的应用

田
!

笑!李明亮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二医院!沈阳
''((((

$

!!

摘
!

要"目的
!

探讨应用流式细胞术"

gEP

$检测血小板相关免疫球蛋白"

9̂I

B

$在妊娠合并免疫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

I:̂

$

患者中的应用价值%方法
!

选取
'((

例妊娠合并
I:̂

的患者作为试验组!同时选取
'((

例健康妊娠妇女作为对照组!依据血小板

计数"

V̂:

$结果!将试验组分为
4

组"

'

"

4

组$!再用
gEP

检测各组
9̂I

B

水平%结果
!

试验组患者
V̂:

$

*(d'(

5

(

V

时!

9̂I

B

9

&

9̂I

B

O

和
9̂I

B

P

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B

$

(/(-

$%

V̂:

与
9̂I

B

9

&

9̂I

B

O

和
9̂I

B

P

的阳性率呈负相关

性"

<

$

(

!

B

$

(/(-

$%结论
!

gEP

检测
9̂I

B

具有快速&灵敏&简便&可靠等特点!可用于妊娠合并
I:̂

的辅助诊断%

关键词"妊娠#

!

血小板#

!

免疫球蛋白#

!

紫癜#

!

流式细胞术

!"#

!

'(/25)5

$

6

/%778/')*2"4'2(/+(')/'4/(2)

文献标识码"

9

文章编号"

')*2"4'2(

"

+(')

$

'4"'55("(2

!!

产后出血是产科的严重并发症"引起产后出血的原因很多

而且很复杂"其中凝血功能障碍是重要原因之一"而妊娠合并

免疫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

I:̂

'又是造成孕产妇凝血功能障

碍的原因之一#虽然妊娠和
I:̂

的发生没有绝对的联系"但

有过
I:̂

病史的女性一般认为妊娠合并
I:̂

发生率较健康人

群高)

'

*

"提示雌激素可能参与
I:̂

的发病#

I:̂

是一种免疫性

血小板破坏过多造成的疾病)

+

*

#其中一部分抗体针对血小板

表面多种抗原抑制血小板功能"使出血严重&一部分能活化血

小板"加剧血小板的减少)

2

*

#由于患者机体免疫系统异常"体

内产生血小板相关免疫球蛋白%

9̂I

B

'增多导致血小板破坏增

加"血小板生存时间缩短"其特点是广泛的皮肤(黏膜(内脏出

血&骨髓中巨核细胞幼稚化&出血时间延长"血块收缩不良"束

臂试验阳性等#

9̂I

B

是由机体免疫调节系统紊乱而产生的一

种自身免疫性抗体"它可以引起多种临床疾病或者症状"比如

血小板减少症(

I:̂

"输血后紫癜等)

4

*

"

9̂I

B

的检测是
I:̂

诊

断的重要指标#目前临床多采用流式细胞术%

gEP

'来检测患

者血液中的
9̂I

B

"包括
9̂I

B

9

(

9̂I

B

O

和
9̂I

B

P

)

-

*

#本试验

通过检测妊娠合并
I:̂

患者血小板计数%

V̂:

'和
9̂I

B

水平"

以探讨在妊娠合并
I:̂

患者预防产后出血中的作用及临床

意义#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试验组
'((

例"来自
+('-

年
2

"

5

月在本院

住院(门诊和优生优育中心就诊的妊娠合并血小板减少的妇

女"入选标准!初产妇"无其他合并症"排除其他病史及继发性

血小板减少性因素"且未服用过影响
V̂:

功能及凝血功能的

药物"所有患者均符合妊娠合并
I:̂

的诊断标准#年龄
+4

"

2-

岁"平均
+*

岁#对照组
'((

例均来自健康产检的健康妊娠

妇女"年龄
+4

"

2+

岁"平均
+,

岁#

?/@

!

仪器与试剂
!

主要仪器是美国
GX

公司生产的
GXE$&%"

A;>

流式细胞仪"采用其原装数据处理系统"试剂采用的是
GX

@̂$>#%8

B

=8I

B

P"9̂ E

(

GX @̂$>#%8

B

=8I

B

O"̂!

和
GX @̂$>#"

%8

B

=8I

B

9"gI:E

(

ĜH

缓冲液#辅助仪器是德国西门子
9X"

QI9+'+(

全自动细胞分析仪#所有仪器原装质控品测试结果

均在控#

?/A

!

方法

?/A/?

!

采血
!

用真空采血管采集受试者肘静脉血
+

管"每管

各
2#V

"一管用
!X:9"W

+

抗凝"用于全血细胞分析&另一管

用枸橼酸钠按
'n5

抗凝"用作
9̂I

B

的检测#

?/A/@

!

全血细胞分析检测
!

应用德国西门子
9XQI9+'+(

全

自动细胞分析仪检测
V̂:

"并依据
V̂:

结果进行分组#

?/A/A

!

9̂I

B

的测定
!

应用
GXE$&%A;>

流式细胞分析仪进行

测定#取受试者富血小板血浆"用
ĜH

缓冲液洗涤后"免疫荧

光染色"同时设同型对照管"以下步骤均按流式细胞仪操作规

程操作#将处理好的样本盖好"避光保存于
+

"

,U

"以待上机

检测#仪器自带软件分析结果以百分率表示"比例超过
-/(3

为阳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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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

统计学处理
!

将试验组和对照组测得的全部数据用

Ĥ HH+2/(

软件进行统计学处理"计量资料以
IT=

表示"组间

均数比较采用
>

检验"率的比较采用
!

+ 检验"以
B

$

(/(-

为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V̂:

结果及分组情况
!

本研究共计数了试验组
'((

例

妊娠合并
I:̂

患者的
V̂:

"根据
V̂:

结果"将试验组分为
'

"

4

组"结果显示其中
V̂:

在%

-(

"

*(

'

d'(

5

$

V

者居多"占纳入

研究对象的
25/((3

"对照组
V̂:

为%

'-(

"

++(

'

d'(

5

$

V

"见

表
'

#

表
'

!!

V̂:

计数及分组结果

组别
V̂:

%

d'(

5

$

V

'

'

百分比%

3

'

'

组
%

2( '- '-/((

+

组
'

2(

"

-( +' +'/((

2

组
'

-(

"

*( 25 25/((

4

组
'

*(

"

'(( +- +-/((

对照组
'-(

"

++( '(( '((/((

@/@

!

9̂I

B

检测结果
!

试验组与对照组
9̂I

B

检测结果见表

+

#经统计学分析"

'

(

+

和
2

组的
9̂I

B

9

(

9̂I

B

O

(

9̂I

B

P

的测

定值与对照组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B

$

(/(-

'#而
4

组与

对照组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B

'

(/(-

'#妊娠合并
I:̂

患

者与妊娠健康者
9̂I

B

阳性率结果"见表
2

#试验组中
'

(

+

(

2

组的阳性率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B

$

(/(-

'"

其中
'

组的阳性率为最高"且
V̂:

与
9̂I

B

的阳性率呈负相关

性%

<

$

(

"

B

$

(/(-

'#流式细胞仪检测健康妊娠者和妊娠合并

I:̂

患者
9̂I

B

结果见图
'

(

+

#

表
+

!!

各组
9̂I

B

测定结果$

IT=

%

组别
V̂:

%

d'(

5

$

V

'

9̂I

B

9

%

3

'

9̂I

B

O

%

3

'

9̂I

B

P

%

3

'

'

组
+4/2+T+/*, ,/55T'/5- 5/)*T+/++ 5/+'T'/(*

+

组
42/5*T2/-- */+-T+/', */)5T+/2* */''T+/+2

2

组
)'/*5T*/*- -/4-T'/,, )/'2T2/2' -/,,T'/55

4

组
,(/4-T'(/+* +/-*T'/2' +/*2T'/2) +/,4T(/5,

对照组
',+/2)T2-/+- +/(2T'/+' '/,+T(/*, '/*5T'/24

表
2

!!

各组
9̂I

B

阳性率比较#

'

$

3

%&

组别
' 9̂I

B

9 9̂I

B

O 9̂I

B

P

'

组
'- '-

%

'((/((

'

'-

%

'((/((

'

'-

%

'((/((

'

+

组
+' '5

%

5(/4,

'

+(

%

5-/+4

'

',

%

,-/*'

'

2

组
25 +*

%

)5/+2

'

2(

%

*)/5+

'

+-

%

)4/'(

'

4

组
+- 2

%

'+/((

'

2

%

'+/((

'

+

%

,/((

'

对照组
'(( (

%

(/((

'

(

%

(/((

'

(

%

(/((

'

图
'

!!

健康妊娠者
9̂I

B

结果图

图
+

!!

妊娠合并
I:̂

患者
9̂I

B

结果图

A

!

讨
!!

论

!!

产后出血是指胎儿娩出后"经阴道生产的产妇出血量超过

-((#V

或经剖腹生产的产妇出血超过
'(((#V

"它不仅是分

娩期内一种常见的严重产科并发症"更是导致产妇死亡的主要

原因之一)

)

*

#产后出血的主要病因包括子宫收缩乏力(凝血功

能障碍(软产道裂伤及胎盘因素等"其临床表现为产道出血急

而量多"或持续性小量出血"多发生在产后
+@

内"一般发病较

突然"如果短时间内不能采取及时有效的措施进行控制"则很

可能发生失血性休克"从而导致产妇死亡#产后出血一旦发

生"就很难控制"后果不堪设想"因此"防患于未然"如何预防产

后出血就十分重要#

I:̂

是因免疫机制使血小板破坏增多的一种临床综合征"

是最常见的一种血小板减少性紫癜"由于本病不影响生育"因

此合并妊娠者常见"是产科严重并发症之一#此外"有过
I:̂

病史的女性"妊娠期容易复发"提示雌激素可能参与
I:̂

的发

病#目前认为
I:̂

是一种器官特异性自身免疫性出血性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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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是由于人体产生了抗自身血小板的抗体导致单核巨噬系统

破坏血小板过多造成血小板减少"其发病原因尚不完全清楚"

发病机制也未完全阐明#临床诊断主要基于
V̂:

的减少(骨

髓中巨核细胞数正常或增多"患者血液中存在
9̂I

B

#这种由

病理性免疫所产生的抗体特异地结合于血小板膜上"引起血小

板的破坏加速)

*

*

#目前认为主要是针对血小板膜糖蛋白%

Ô

&

A

$

'

$

(

Ô

&

A

$

/

'的抗体"这些自身抗体称为
9̂I

B

"由于血

小板与巨核细胞有共同抗原"因此这类抗体可同样作用于巨核

细胞"导致其成熟障碍"使血小板进一步减少#在
gEP

测定

方法出现之前"

9̂I

B

检测的常用方法是
!VIH9

法)

,"5

*

"但是这

种方法耗时长"假阳性高"步骤繁琐"而
gEP

法却能很好地克

服这些缺点"特异性地针对细胞膜表面抗体进行检测)

5"'(

*

"且

便于操作#

gEP

法所需标本量少"即使
V̂:

$

'(d'(

5

$

V

仍

可精准分析"方法简便(省时(可随时测定单个标本"而且能够

精确地了解血小板上
2

种不同抗体的分布情况"可以作为一个

常规的临床辅助诊疗检测项目给临床诊断提供更多的帮

助)

''

*

#

本试验通过对
'((

例妊娠合并
I:̂

患者进行研究"结果

显示"

V̂:

结果与
9̂I

B

阳性率呈负相关关系"因此建议临床

对
I:̂

患者可动态观察其
V̂:

"作为判断(监测
I:̂

病情的一

个辅助指标)

'+

*

&当
V̂:

$

*(d'(

5

$

V

时"

9̂I

B

9

(

9̂I

B

O

(

9̂I

B

P

的阳性检出率均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B

$

(/(-

'#尤其当
V̂:

$

2(d'(

5

$

V

时"

2

种抗体的阳性检

出率达均可以达到
'((/((3

#妊娠合并
I:̂

患者相对于健康

妊娠者的
9̂I

B

明显升高"由此可见
9̂I

B

升高在妊娠合并

I:̂

发病机制中的作用不容忽视"并可将其作为监测妊娠合并

I:̂

患者病情进展的一项重要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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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乙型肝炎"简称*乙肝+$患者病毒学检验的临床意义%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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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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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乙肝患者作为病例组!另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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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同期体检健康人作为对照组!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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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实施乙肝病毒五项检查!对结果进行分析比较%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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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例组乙型肝炎病毒表面抗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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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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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体"

[G09A

$阳性率明显高于对照组!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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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例组中!乙肝大三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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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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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肝小三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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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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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乙肝患者在进行诊断和治疗的过程中!实施病毒学检测!能够提升其疾病诊断准确性!可为乙

肝的治疗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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