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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研究!

血清
I-<1"E'51(

4

&

I-<1"%%1%

4

表达水平在类风湿

关节炎诊疗中的临床应用研究

邹映东"

!林
!

云"

!张兴宗"

!周唯践"

!杨雪松"

!王玉明#

%

"

"$

云南省中医医院!昆明
'%&&#"

$

#$

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昆明
'%&&#"

%

!!

摘
!

要"目的
!

探讨血清
I-<1"E'51(

4

(

I-<1"%%1%

4

表达水平在类风湿关节炎"

<=

%诊疗中的应用价值&方法
!

选用
<=

确诊

病例
E'

例"

<=

组!又分为高度活动组
#E

例(低度活动组
##

例%!健康对照
#&

例作为对照组!采用
6

9;<Zc:<)<SS]

+

嵌合荧

光染料法!以
\'

为内参!检测
<=

组和对照组血清
I-<1"E'51(

4

(

I-<1"#%51(

4

表达水平!分析其与
<=

诊断和疾病活动度的相关

性&结果
!

<=

组
I-<1"E'51(

4

表达水平)

&$&"%

"

&$&&%

!

&$&%%

%*与对照组)

&$&&"

"

&$&&"

!

&$&&#

%*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

%$

<=

组血清
I-<1"%%1%

表达)

&$&(@

"

&$&#&

!

&$&D@

%*与对照组水平)

&$&&?

"

&$&&%

!

&$&"'

%*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

%&

<=

高度活动组血清
I-<1"E'51(

4

表达)

&$&%%

"

&$&#?

!

&$"(?

%*与低度活动组水平)

&$&&'

"

&$&&(

!

&$&&D

%*比较!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

! &̂$&&"

%$

I-<1"%%1%

4

表达)

&$&D&

"

&$&%%

!

&$"E%

%*与低度活动组水平)

&$&#E

"

&$&"E

!

&$&((

%*比较!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

!^&$&&"

%&结论
!

<=

患者血清
I-<1"E'51(

4

(

I-<1"%%1%

4

表达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

<=

高度活动组血清
I-<1"E'51

(

4

(

I-<1"%%1%

4

表达水平高于低度活动组患者!可认为检测两种
I-<]=

血清表达水平可作为
<=

诊断和活动度观察指标&

关键词"血清
I-<]=

$

!

类风湿关节炎$

!

表达水平$

!

临床应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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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识码"

=

文章编号"

"'D(1E"(&

"

#&"D

%

"?1#'&D1&(

!!

类风湿关节炎$

<=

%是以侵蚀性关节炎为主要表现#关节

滑膜慢性炎症以及关节进行性破坏*畸形为特征的自身免疫性

疾病)该病起病隐匿*病因不明#早期临床症状不典型#晚期则

可造成关节的不可逆改变)我国是
<=

高发国家#该病严重威

胁人民群众健康的同时#给国家和患病家庭带来了沉重的经济

负担'

"1#

(

)因此#对于
<=

患者的早期诊断和积极的干预具有

重要的意义'

(

(

)近年来#与
<=

相关的
I-<]=G

研究进展表

明#

I-<]=G

在
<=

患者关节滑液*组织滑膜细胞和外周血异

常表达#与
<=

的发生*发展*预后关系密切'

E

(

)结合
<=

诊疗

现状和
I-<]=G

研究进展#本研究采用
6

9;<

方法检测
<=

患

者血清
I-<1"E'51(

4

*

I-<1"%%1%

4

表达水平#探讨其在
<=

的

诊断和疾病活动性观察中的应用价值)

A

!

资料与方法

A$A

!

一般资料
!

选取
#&"%

年
'

月至
#&"'

年
#

月在云南省中

医医院风湿科确诊的
<=

病例
E'

例$平均年龄为
%(

岁#均排

除合并有肿瘤*糖尿病及其他自身免疫性疾病%作为研究对象

$

<=

组%#医院健康体检者
#&

例$平均年龄为
E?

岁%作为对照

$对照组#入选标准为无
<=

相关的临床表现#同时排除肿瘤*

糖尿病*自身免疫性疾病及炎症性疾病%)依据类风湿关节炎

疾病活动$

*=Z#?

%评分#将
<=

病例进一步细分为高度活动组

#E

例$

*=Z#?

'

%$"

分%和低度活动组
##

例$

*=Z#?

#

%$"

分%)

<=

组和对照组在性别*年龄构成上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

%)该研究已获得医院伦理委员会同意)

A$B

!

仪器与试剂
!

仪器!

!X@??

四通道实时荧光定量分析

仪*

X!1?&

加热型干式金属浴恒温器*

!)"'1b

微量台式高速

离心机*低速冷冻离心机*微量管离心机*

Ya@'1=

快速混匀

器*移液器&试剂!

I-<.7K8I-<]=

提取分离试剂*

I-<.7K8

I-<]=.*]=

第一链合成试剂*

I-<.7K8I-<]=

荧光定量检

测 试 剂*上 游 引 物!

LG51I-<1"E'51(

4

*

LG51I-<1"%%1%

4

\'

<]=

*无核酸酶水*氯仿*无水乙醇)

A$C

!

方法
!

实验方法采用
6

9;<Zc:<)<SS]

+

嵌合荧光

染料法)样本采集!用无抗凝剂真空管采集
<=

组和对照组空

腹静脉血液
EIX

#室温凝固#

E&&&J

"

I-H

低温离心
"&I-H

#用

无
<]5G8

耗材留取血清&

I-<]=

提取!用
I-<.7K8I-<]=

提

取分离试剂*氯仿*无水乙醇进行血清
I-<]=

提取*分离和富

集&

.*]=

合成!将提取纯化的
I-<]=

加入到
I-<.7K8I-<1

]=.*]=

第一链合成试剂配制的实验体系中#在
X!1?&

加热

型干式金属浴恒温器上进行
I-<]=(U

末端加多聚
=

尾
4

/0

3

$

=

%#

W0-

O

/

$

N!

%

17H-e8JG50K5

O

进行逆转录反应#合成与
I-<]=

对应的
.*]=

&

6

9;<

!将合成的
.*]=

和上游引物加入到用

I-<.7K8I-<]=

荧光定量检测试剂配制的反应体系中#离心

混匀#在
!X@??

四通道实时荧光定量分析仪上完成上机操作)

6

9;<

反应程序!第一阶段#

@Ed#I-H

#

"

个循环&第二阶段#

@Ed#&G

*

'&d(EG

$退火*延伸*读取荧光值%#共
E%

个循

环&第三阶段#

@%d"%G

*

'&d'&G

*

@%d"%G

*

E&d%G

生成

熔解曲线)实验结果以熔解曲线出现单峰作为实验特异性和

有效性评价标准#用
I-<]=;!

值减去
\';!

值#得到
/

;!

值#以
#

V

/

;!作为血清
I-<]=

的表达水平)

+

D&'#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D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RHK_X5>+8N

!

Z8

4

K8I>8J#&"D

!

/̀0$(?

!

]/$"?



A$D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Z9ZZ##$&

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学分

析#以
>

$

!

#%

#

!

D%

%表示#使用非参数秩和检验进行实验数据统

计分析)以
!

#

&$&%

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B

!

结
!!

果

B$A

!

<=

组与对照组血清
I-<]=G

表达水平
!

研究结果显

示#

<=

组血清
I-<1"E'51(

4

*

I-<1"%%1%

4

表达水平显著高于对

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

%)见表
"

)

表
"

!!

<=

组与对照组血清
I-<]=

表达水平(

>

#

!

#%

%

!

D%

$)

分组
/ I-<1"E'51(

4

I-<1"%%1%

4

<=

组
E' &$&"%

$

&$&&%

#

&$&%%

%

"

&$&(@

$

&$&#&

#

&$&D@

%

"

对照组
#& &$&&"

$

&$&&"

#

&$&&#

%

&$&&?

$

&$&&%

#

&$&"'

%

!!

注!与对照组比较#

"

!

#

&$&%

)

B$B

!

<=

高度活动组与低度活动组血清
I-<]=G

表达水

平
!

研究结果显示#高度活动组血清
I-<1"E'51(

4

*

I-<1"%%1%

4

表达水平明显高于低度活动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

%)见表
#

)

表
#

!!

<=

高度活动组与低度活动组血清
I-<]=

!!!

表达水平(

>

#

!

#%

%

!

D%

$)

分组
/ I-<1"E'51(

4

I-<1"%%1%

4

高度活动组
#E &$&%%

$

&$&#?

#

&$"(?

%

"

&$&D&

$

&$&%%

#

&$"E%

%

"

低度活动组
## &$&&'

$

&$&&(

#

&$&&D

%

&$&#E

$

&$&"E

#

&$&((

%

!!

注!与低度活动组比较#

"

!

#

&$&%

)

C

!

讨
!!

论

!!

<=

相关诊疗指南的应用为临床进行
<=

的诊治提供了

规范和标准'

%1'

(

#但对于非典型
<=

和早期
<=

的诊断存在鉴

别诊断困难*漏诊和误诊的问题'

D1?

(

#同时在治疗方面#临床医

师对-达标治疗.的认识和判断标准不一#存有一定争议'

@

(

)研

究
I-<]=G

在
<=

患者中的表达水平以及在
<=

发病机制中

的作用#有望为
<=

的诊治提供新的标靶#进而弥补现行
<=

诊疗中的不足)

有研究显示#

I-<]=G

在固有免疫和获得性免疫系统中对

炎症细胞的生长*分化及信号通路中
!

细胞的分化发挥着重

要的调节作用#并在
<=

疾病进程的不同阶段组织*细胞呈现

出高水平表达'

"&

(

)在
<=

患者滑膜组织#滑膜细胞在
!],1

(

*

RX1"?

等炎症因子的刺激下通过核因子
.

:

$

],1

.

:

%途径诱导

部分
I-<]=

表达上调#进而靶向抑制基质金属蛋白酶$

++91

(

*

++91"

%的产生或直接下调靶基因的肿瘤坏死因子受体相

关因子
'

$

!<=,'

%和
RX1"

受体相关激酶
"

$

R<=a"

%#最终实现

抑制或终止炎性反应#从而发挥其负反馈调控作用#延缓关节

破坏进程'

""1"(

(

)在
<=

患者外周血#

I-<1"E'5

*

I-<1"%%

可在

疾病的早期于
9:+;

和血浆异常表达#参与疾病进程'

"E1"'

(

)

在
<=

活动度观察的方面#

]5f5G5

等'

"D

(用实时荧光定量
9;<

技术和原位杂交方法证实
I-<1"E'5

在高活动度
<=

患者滑膜

组织中异常表达#而在低活动度
<=

患者滑膜组织中弱表达&

95708

3

等'

"?

(依据
;

反应蛋白和红细胞沉降率水平进行
<=

活

动期和非活动期分组的研究中显示#

<=

活动期患者
I-<1"E'5

表达水平显著高于非活动期患者)

本研究通过
6

9;<Zc:<)<SS]

+

嵌合荧光染料法检测

E'

例
<=

患者血清
I-<1"E'51(

4

*

I-<1"%%1%

4

表达水平#发现

其在
<=

患者血清表达水平显著高于对照组#研究结果与其他

学者在外周血和有核细胞进行的研究相似'

"@1#&

(

#提示血清

I-<1"E'51(

4

*

I-<1"%%1%

4

表达可能与
<=

发病机制相关)进

一步进行的
<=

分组研究显示#

<=

高度活动组血清
I-<1

"E'51(

4

*

I-<1"%%1%

4

表达水平高于低度活动组#表明两种血清

I-<]=G

表达水平上调与
<=

的病情活动度相关)本研究选

用血清作为研究载体#相比较其他样本类型#血清样本具有易

于收集*受试者接受度高的优点#可便于临床进行持续性观察#

同时循环血中
I-<]=G

表达水平的变化能更贴切反映疾病的

变化和进程)但是#从实验角度分析#也存有一定的不足之处#

循环血量中
I-<]=G

表达水平较低#增加了实验提取的难度#

同时繁琐的实验步骤#可能为实验结果带来一些不确定因素)

因此#在后续的临床应用研究还应进一步考虑优化实验方案#

对实验流程进行标准化)

综上所述#本研究发现
I-<1"E'51(

4

*

I-<1"%%1%

4

表达水

平在
<=

血清表达水平的上调可能与
<=

发病机制相关#初步

认为检测两种
I-<]=

血清表达水平可用于
<=

的诊断及疾

病活动度观察)但因研究的样本数量有限#后续实验有必要加

大样本量进行验证#进而阐明其在
<=

机制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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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急性脑梗死病变程度的相关性

潘在兴!叶芳丽!麦世妹

"海口市人民医院检验科!海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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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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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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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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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氨酰转移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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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胆红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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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急性脑梗死病变程度相关性&方法
!

选取该院收治急性脑

梗死患者
"#'

例为观察组!分为初发组"

''

%和复发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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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根据神经功能缺损程度分为轻度组"

E'

例%(中度组"

E#

例%和重度

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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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另外选取同期来该院健康体检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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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作为对照组!检测患者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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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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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组
))!

水平显著

高于对照组!

!:-0

水平显著低于对照组!初发组患者
))!

水平显著低于复发组!初发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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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显著高于复发组!差异均具有统

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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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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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水平显著低于对照组!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

&$&%

%!病情越严重!

!:-0

水平越低$脑梗死患者
))!

水平与
!:-0

水平呈

负相关"

7̂ V&$'@E

!

!

#

&$&%

%&结论
!

急性脑梗死病变程度与
))!

(

!:-0

水平密切相关&

关键词"

!

1

谷氨酰转移酶$

!

胆红素$

!

急性脑梗死$

!

相关性

!"#

!

"&$(@'@

"

F

$-GGH$"'D(1E"(&$#&"D$"?$&E&

文献标识码"

=

文章编号"

"'D(1E"(&

"

#&"D

%

"?1#'&@1&(

!!

急性脑梗死是老年人常见疾病和多发疾病#发病机制与多

种因素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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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研究已经证实炎症*氧化应激在脑梗死发

病中起到重要作用'

#

(

#胆红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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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体内产生的天然抗氧化

剂#动脉粥样硬化是导致脑梗死重要危险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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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氨

酰转移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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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肝胆疾病重要监测指标#既往研究发现在

冠状动脉中有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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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急性脑梗

死病变程度相关#为分析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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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急性脑梗死病变程

度相关性#以本院收治急性脑梗死患者为研究对象#现报道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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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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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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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取本院
#&"%

年
(

月至
#&"'

年
(

月收治的

急性脑梗死患者
"#'

例为观察组#患者发病时间均在
#EL

内#

符合
"@@%

年脑血管学会会议制定诊断标准#经
;!

或头磁共

振确诊为急性脑梗死#其中
''

例纳入初发组#

'&

例纳入复发

组)初发患者首次出现神经系统缺损体征#复发患者脑梗死再

次出现新的神经功能缺损#距离上次时间超过
"

个月#排除肝

胆系统疾病*心力衰竭*心肌病*严重肾脏疾病*风湿性疾病*自

身免疫系统疾病等患者)根据神经功能缺损程度分为轻度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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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中度组$

E#

例%和重度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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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其中男
D#

例#女
%E

例#年龄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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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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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平均$

'%$&A%$(

%岁#另选取同期来本院

健康体检人员
?&

例作为对照组#各组间临床资料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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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可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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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溯患者的病史并咨询是否有吸烟史及饮酒

史&以收缩压
'

"E&II2

O

#舒张压
'

@&II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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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结合患者

病史及其他的实验室检查确诊为高血压&根据空腹血糖正常值

在
'$"II/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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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以下#餐后
#L

血糖的正常值在
D$?II/0

"

X

以下#如果高于这一范围#则为高血糖&参考/实用内科学0关于

高脂血症的判定标准诊断高血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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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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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入院后在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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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抽取
(IX

空腹静脉血#检

测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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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X*X1;

%*高密度脂蛋白胆

固醇$

2*X1;

%*三酰甘油$

!)

%*血清总胆固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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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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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酶速率法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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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氧化法测定#采用仪器为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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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与试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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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中山标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提供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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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试剂盒$速率法%分别

检测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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