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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性红斑狼疮$

ZXS

%是一种病因未明#临床表现复杂多

样#多器官受累的自身免疫性疾病)肾脏是其常见受累脏器#

肾脏损害的严重程度与
ZXS

的预后密切相关#评估狼疮肾炎

疾病活动度显得非常的重要)硫酸乙酰肝素蛋白聚糖

$

2Z9)

%是细胞膜及细胞外基质中的一种蛋白聚糖#具有维持

血管壁的抗凝表面#防止血栓形成#维持血管通透性#抑制细胞

黏附等多种重要的生物学功能'

"1(

(

)

2Z9)

亦是肾小球基底膜

$

):+

%中重要的功能性成分#与尿蛋白的产生密切相关)本

研究旨在检测
ZXS

肾炎患者血清
2Z9)

的水平#探讨
ZXS

肾

炎患者
2Z9)

水平与疾病活动度的相关关系)

A

!

资料与方法

A$A

!

一般资料
!

选取
#&"E

年
"

月至
#&"%

年
"#

月本院风湿

免疫科初诊
ZXS

肾炎患者为研究对象)入选标准!满足美国

风湿病学会
"@@D

年的
ZXS

分类标准'

E

(

!$

"

%颧部红斑&$

#

%盘

状红斑&$

(

%光过敏&$

E

%口腔溃疡&$

%

%关节炎&$

'

%浆膜炎&$

D

%

肾脏病变&$

?

%神经病变&$

@

%血液学疾病&$

"&

%免疫性异常&

$

""

%抗核抗体)该诊断标准的
""

项中#符合
E

项或
E

项以上

者#可诊断
ZXS

#同时具备第
D

条肾脏病变即尿蛋白大于
&$%

O

"

#EL

或
CCC

#或管型$红细胞*血红蛋白*颗粒或混合管

型%可诊断为
ZXS

性肾炎'

%

(

)排除标准!所有患者均无乙肝*

结核*高血压*糖尿病等疾病#并除外肿瘤和感染性病#近期没

有使用激素及免疫抑制剂的药物)另选择本院体检中心
'&

例

健康人员作为健康对照组)

A$B

!

方法
!

所有参与者均于清晨空腹外周静脉取血
(IX

#

#&&&J

"

I-H

#离心
%I-H

#取上层血清
V#&d

保存#根据实验采

用
SXRZ=

试剂盒检测患者外周血清中
2Z9)

水平&参照文献

'

'

(对
'&

例
ZXS

患者进行
ZXS

疾病活动性指数$

ZXS*=R

%评

分)

ZXS*=R

积分对
ZXS

病情的判断!

&

#

E

分基本无活动&

%

#

@

分轻度活动&

"&

#

"E

分中度活动&

'

"%

分重度活动)

A$C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Z9ZZ"?$&

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学分

析#采用
8

检验*方差分析*

Z

4

85JI5H

相关分析进行数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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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B

!

结
!!

果

B$A

!

一般临床资料比较
!

'&

例
ZXS

肾炎患者平均年龄为

$

(E$%A%$E

%岁*体质量为$

%%$E&A?$E&

%

f

O

*身高为$

"$%'A

&$D?

%

I

*体质量指数$

:+R

%为$

##$'&A#$E"

%

f

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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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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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健康

对照组平均年龄$

(%$(A%$'

%岁*体质量$

%'$%&A?$&&

%

f

O

*身

高$

"$%DA&$D&

%

I

*

:+R

为$

##$D'A#$"%

%

f

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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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组年龄*

体质量*身高*

:+R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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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

!

ZXS

肾炎患者
2Z9)

水平与健康对照组比较
!

观察组

血清
2Z9)

水平'$

E?($?EA#%$E%

%

H

O

"

IX

(显著高于对照组

'$

#"($(#A"%$#D

%

H

O

"

IX

(#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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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Z9)

与
ZXS

活动度的相关性
!

2Z9)

水平与
#EL

尿

蛋白量呈正相关$

7̂ &$%&

#

!

#

&$&%

%*与免疫球蛋白
R

O

)

呈正

相关$

7^&$E(

#

!

#

&$&%

%*与血清补体
;(

呈负相关$

7^

V&$E&

#

!

#

&$&%

%#与整体
ZXS

疾病活动指数$

ZXS*=R

%评分

呈正相关$

7̂ &$EE

#

!

#

&$&%

%)

C

!

讨
!!

论

!!

ZXS

是一种累及多系统*多器官的自身免疫性疾病)临

床上可出现各个系统和脏器损伤的临床表现#

ZXS

肾炎成为

ZXS

最常见的脏器损害)肾脏的受累程度是影响
ZXS

远期预

后的重要因素#肾脏衰竭亦成为
ZXS

患者主要死亡原因之

一'

D

(

#评估
ZXS

肾炎疾病活动度显得异常的重要)文献中有

报道
2Z9)

的丢失与肾脏蛋白尿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但其

与
ZXS

肾炎肾损害的关系及其与
ZXS

活动性仍不明确)

肾小球滤过屏障从里向外由三层构成!毛细血管的内皮细

胞*网状结构的
):+

及肾小球的上皮细胞)

2Z9)

是血管内

皮细胞膜及细胞外基质中的一种蛋白聚糖#由一个核心蛋白分

子与一个或数个糖胺聚糖通过糖苷键共价连接硫酸乙酰肝素

$

2Z

%结合成的生物大分子'

?

(

)

2Z9)

可通过其结构的特异性

及其与细胞信号传导的密切关系#参与多种重要的生物学活

动#如维持血管壁的抗凝表面#防止血栓形成#维持血管通透

性#抑制细胞黏附*调节细胞的增殖等'

@

(

&

2Z9)

亦是
):+

中

重要的功能性成分#硫酸乙酰肝素富含阴离子#对带阴性电荷

的白蛋白构成电荷屏障#对
):+

电荷屏障选择性防止蛋白漏

出有重要作用)

2Z9)

结构与功能的改变在蛋白尿性肾小球

疾病起病和进展中起关键作用'

"&1"(

(

)

本研究显示#观察组血清
2Z9)

水平显著高于对照组

2Z9)

水平#同时
2Z9)

水平与
#EL

尿蛋白量呈正相关#这与

国内类似研究结果方向一致#该研究是关于脓毒症性尿蛋白的

研究显示在脓毒血症发生时#肾小球内皮细胞
2Z9)

降解#导

致血清中
2Z9)

水平增高#同时肾小球滤过屏障通透性增加#

发生蛋白尿'

"E

(

)免疫球蛋白是反应体液免疫功能的一组重要

指标#具有激活补体导致免疫炎症等生物学效应'

"%

(

)免疫球

蛋白通过激活补体#导致补体大量消耗参与组织损伤#从而血

清
;(

降低'

"'

(

)本研究发现#

2Z9)

与免疫球蛋白
R

O

)

呈正相

关#与血清补体
;(

呈负相关)在评分标准中#以
ZXS*=R

评

分系统较为常见#

ZXS*=R

评分系统常用于评估
ZXS

肾炎患

者的肾脏病变活动度'

"D

(

#

ZXS*=R

评分系统中分数越高#提示

病情活动度越高#本研究发现
2Z9)

的水平与
ZXS*=R

评分

呈正相关)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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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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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在
ZXS

发病环节中#各种致病因素导致肾脏组

织中
2Z9)

的破坏#继而引起尿蛋白的出现&经过统计相关分

析#

2Z9)

与目前临床用于评估
ZXS

肾炎病情活动的指标免

疫球蛋白
R

O

)

*补体
;(

*

ZXS*=R

评分呈不同程度的负相关或

正相关#

2Z9)

可能在
ZXS

肾炎的发病机制中发挥重要作用#

2Z9)

水平增高提示疾病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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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案与短篇!

儿童嗜酸性粒细胞增多症合并中枢神经系统损害
"

例

陈
!

莹

"开封市儿童医院检验科!河南开封
E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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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嗜酸性粒细胞增多症$

!

中枢神经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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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发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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嗜酸性粒细胞$

SW

%增多症是一组原因不明#以成熟的
SW

持续增高为主#伴一个或多个器官细胞受累及功能不良的综合

征)是一种容易被忽略的疾病#是由于血液
SW

的数量增多的

情况下造成的'

"

(

)临床上
SW

增多可见于多种疾病#以寄生虫

感染和变态反应病毒最为常见#至今国内少见以核酸突变!

.$

'E'

至
.$'ED

缺失
;!

引起
SW

增多致神经系统损害的报道)

笔者报道
"

例
?

岁男孩#核酸突变!

.$'E'

至
.$'ED

缺失
;!

)

磁共振血管成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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