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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诊断标准进行分组!采用相应检测方法分别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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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变化!并

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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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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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与
)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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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之间呈负相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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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X*

水平之间呈正相关!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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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可抑制血小板活化和炎性反应!在预防和治疗超敏反应性疾病中有显著的临床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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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血小板体积$

)X*

&可反映血小板大小并提示血小板

的活化及炎症'

"

(

)维生素
S

$

*S

&是一种重要的类固醇激素和

免疫调节因子'

"

(

#在体内具有广泛的生物学效益#其缺乏可以

导致免疫性疾病及炎性反应#引起一些促炎因子$如肿瘤坏死

因子
&

*白细胞介素
.1

&水平的升高'

$

(

)有
)=BE

分析发现
*S

对哮喘患者具有保护作用#可以减低轻中度哮喘患者病情恶

化'

%

(

)免疫球蛋白
2

$

/

M

2

&是介导
"

型变态反应的关键分子#

和哮喘明显相关#并且参与一些慢性炎性反应'

5

(

)

*S

缺乏和

哮喘都是儿童的常见多发病#因此#本文对儿童
)X*

*

*S

及

/

M

2

水平之间的相关性进行研究)现报道如下)

A

!

资料与方法

A&A

!

一般资料
!

选取
$#"1

年
"R0

月本院就诊并行
)X*

*

*S

及
/

M

2

水平检测的患儿
00'

例#其中男
55"

例#女
%%5

例#

年龄
"

!

"'

岁)根据国外
*S

水平诊断标准'

'

(

$

*S

正常水平

为
$#&#$

!

'0&U5:

M

"

I,

&将研究对象分为!

-

组
'U5

例#

*S

水

平为
$#&##

!

$6&66:

M

"

I,

%

_

组
0"

例#

*S

水平为
%#&##

!

%6&66:

M

"

I,

%

(

组
"#"

例#

*S

水平为
5#&##

!

56&66:

M

"

I,

%

S

组
"6

例#

*S

水平为
'#&##

!

'0&U5:

M

"

I,

)根据本实验室

/

M

2

水平诊断标准$

/

M

2

正常水平小于
6#&##/[

"

I,

&将研究对

象分为!

"

组
'U

例#

/

M

2

$

5&1%/[

"

I,

%

,

组
5$5

例#

/

M

2

水平

为
5&11

!

U6&66/[

"

I,

%

(

组
$$#

例#

/

M

2

水平为
6#&##

!

566&##/[

"

I,

%

-

组
0%

例#

/

M

2

&

'##&##/[

"

I,

)所有研究对

象
/

M

2

水平在
#

!

5%0#&##/[

"

I,

之间#其中
05"

例在
#

!

"###/[

"

I,

之间)纳入标准!无严重的慢性疾病*无急性感

染性疾病*无血液系统疾病*无自身免疫性疾病*无先天性心脏

病*近期未服用
*S

及钙剂)不同
*S

*

/

M

2

水平组年龄*性别

等一般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

A&B

!

方法
!

空腹状态下抽取
%

管静脉血#分别置于乙二胺四

乙酸二钾抗凝管*促凝管和血清分离胶管中)

)X*

水平采用

3]3)2c

公司
cT.$###

血细胞分析仪进行检测%

*S

水平采

用
,\%###*

型维生素检测仪进行检测#检测原理是电化学溶

出伏安法%

/

M

2

水平采用西门子
_T//

蛋白分析系统进行检测#

+

"##%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0

年
""

月第
%U

卷第
$"

期
!

/:BP,EJ)=K

!

T<F=AIJ=A$#"0

!

*<@&%U

!

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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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姜林林#女#主管技师#主要从事血液与细胞学研究)



检测原理是散射免疫比浊法)

A&C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3X33"0&#

软件进行统计学处理%计

量资料以
KY@

表示#两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标本
:

检验#多组间

比较采用
-TZ*2

方差分析%相关性分析采用
X=EA9<:

相关分

析%以
!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B

!

结
!!

果

B&A

!

不同
*S

水平组血小板参数比较
!

不同
*S

水平组间

)X*

*大型血小板比例$

X.,(V

&*血小板分布宽度$

XS^

&水平

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随着
*S

水平的升高#

-

*

_

*

(

组
)X*

*

X.,(V

*

XS^

水平均呈现逐渐下降的趋势)

-

组*

(

组
)X*

*

X.,(V

*

XS^

水平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_

组*

(

组
XS^

水平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见表
"

*图
"

)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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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
*S

水平组血小板参数比较#

KY@

$

组别
* )X*

$

H,

&

X.,(V

$

g

&

XS^

$

g

&

-

组
'U5 6&05"Y#&#%6 $$&%U#Y#&%#% "#&1$#Y#&#01

_

组
0" 6&'0'Y#&"#" $#&U6#Y#&U#$ "#&$0#Y#&"6'

(

组
"#" 6&%%0Y#&#0' "U&60#Y#&1## 6&1U"Y#&"%U

S

组
"6 6&%'%Y#&$"" "6&'$#Y"&16' "#&#%#Y#&%11

图
"

!!

不同
*S

水平组数据分布散点图

B&B

!

不同
/

M

2

水平组血小板参数比较
!

不同
/

M

2

水平组

)X*

*

X.,(V

*

XS^

水平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随着
/

M

2

水平的升高#

)X*

*

X.,(V

*

XS^

水平均呈现逐渐升

高的趋势)

"

组与
(

*

-

组间
)X*

水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

,

组与
(

*

-

组间
)X*

水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

"

组与
(

*

-

组间
X.,(V

水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

,

组*

(

组
X.,(V

水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

组*

(

组
XS^

水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见表
$

*图
$

)

表
$

!!

不同
/

M

2

水平组血小板参数比较

组别
* )X*

$

H,

&

X.,(V

$

g

&

XS^

$

g

&

"

组
'U 6&5'%Y#&"#6 $#&$%#Y#&U"' "#&"U#Y#&"U"

,

组
5$5 6&1#1Y#&#5% $"&$U#Y#&%5# "#&%%#Y#&#U%

(

组
$$# 6&005Y#&#1' $$&1%#Y#&'$% "#&1U#Y#&"%%

-

组
0% 6&U%#Y#&"#01 $$&U$#Y#&U5" "#&0"#Y#&$$'

图
$

!!

不同
/

M

2

水平组数据分布散点图

B&C

!

相关性分析
!

)X*

与
*S

水平呈负相关$

"

$

4#&#$1

#

!

$

#&#"

&#

*S

水平越低#

)X*

水平相对升高)

/

M

2

水平在

#

!

"###/[

"

I,

之间时!

)X*

与
/

M

2

水平呈正相关$

"

$

4

#&##U

#

!

$

#&#"

&#

/

M

2

水平越高#

)X*

水平相对升高%

/

M

2

与

*S

水平呈负相关$

"

$

4#&#U

#

!

$

#&#"

&#

*S

水平越高#

/

M

2

水

平相对降低)见图
%

)

图
%

!!

相关性分析散点图

C

!

讨
!!

论

!!

)X*

是血小板活化的一个重要指标#是血小板活化及炎

症的一个标志性参数#它能反映血小板的功能和活化情况#受

炎性反应影响'

"

(

)血小板内储存的
&

颗粒和致密颗粒对炎性

反应亦有促发和维持的作用'

1.0

(

)

)X*

升高#血小板体积增

大#大的血小板含有更多的颗粒#可以与胶原更快的聚集#释放

更高水平的血栓素
-$

#表达更多的糖蛋白
"

J

#增强糖蛋白
,

J

"

(

E

受体活性#且与多种疾病密切相关'

U

(

)

*S

的缺乏与促

炎症细胞因子的释放有关'

6

(

#还可以引起血糖升高*抗凝及促

凝因子平衡的紊乱)

/

M

2

是介导超敏反应的关键分子#是血清

中含量最低的一类免疫球蛋白#在变应原刺激的情况下由活化

的
_

淋巴细胞分泌#在血清中半衰期仅
%K

左右)血清中
/

M

2

作用于它的效应细胞$肥大细胞*嗜酸性粒细胞&引起
"

型超敏

反应#并伴随辅助性
;

细胞的活化和白细胞介素
5

*白细胞介

素
'

和白细胞介素
"%

的释放'

"#

(

)

本研究结果显示#当
*S

水平在
$#&##

!

5#&66:

M

"

I,

时#

随着
*S

水平的升高#

)X*

*

X.,(V

*

XS^

均逐渐降低)这表

明补充
*S

具有抑制血小板活化*炎症因子释放及炎性反应发

生的作用#具体机制如下!$

"

&

*S

是机体信号转导通路中的信

号分子#通过与
*S

受体$

*SV

&作用#在多种细胞和组织中发

挥作用)

;

淋巴细胞*

_

淋巴细胞*单核细胞*

%

胰岛素细胞等

多种细胞上都存在
*SV

#与
*SV

结合可以刺激胰岛素的释

放*调节活化
;

*

_

细胞的功能*引起心肌收缩*预防炎症肠病*

促进甲状腺刺激的激素释放'

""

(

)通过
*S

与
;

*

_

免疫细胞上

的
*SV

结合#可以调节炎症因子的释放及炎性反应的发生*

发展#进一步影响血小板的活化)$

$

&

*S

具有很好的抗凝作

用#其抗凝作用通过抑制血小板的聚集*上调血栓调节素来实

现的#可以直接抑制血小板的活化*释放'

"$

(

)本研究中#

*S

水

平达到
'#&##

!

'0&U5:

M

"

I,

时#

)X*

水平略有升高#由此推

断!$

"

&

'#&##:

M

"

I,

是
*S

补充的平台#可以此作为
*S

补充

的目标水平%$

$

&

*S

水平在
'#&##

!

'0&U5:

M

"

I,

时的患儿仅

"6

例#这是因统计病例数不够而出现的偶然性结论)针对以

上假设#还需对较高
*S

水平患儿作进一步研究)

本研究结果显示#随着
/

M

2

水平的升高#

)X*

*

X.,(V

*

XS^

水平均呈现逐渐升高的趋势)这表明
/

M

2

水平与血小板

的活化有相关性#具体机制如下!在
/

型超敏反应过程中#

/

M

2

水平与相关炎症细胞因子$白细胞介素
.5

*白细胞介素
.1

*白细

胞介素
.U

*肿瘤坏死因子
&

&相关#这些促炎因子的释放会诱发

血小板的活化#并加快血小板释放#致使很多发育不成熟的大

体积血小板进入到外周血肿#从而导致了
)X*

水平的增加#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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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伴随
X.,(V

*

XS^

水平的增加'

"$

(

)不成熟的大体积血小板

含有更多的颗粒*表达更多的膜蛋白分子#加速血小板的活化#

活化的血小板亦可释放大量生物活性物质$血小板激活因子*

血小板源性生长因子*血小板因子
5

*

X.

选择素*血栓索
-$

等&#进一步促进血小板的产生释放并参与炎性反应)

本研究中#

)X*

*

*S

*

/

M

2

水平相关性研究结果显示
/

M

2

与
*S

水平呈负相关#而
/

M

2

与特异性免疫反应所致的哮喘相

关#并可作为判断该病病情的分子标志物)因此#补充
*S

对

预防*减轻和治疗儿童哮喘有一定的临床价值和意义#为
*S

在哮喘治疗中的使用提供了基础和依据)

/

M

2

主要参与机体

的
"

型超敏反应#儿童哮喘的发生与辅助性
;

细胞$

;C"

和

;C$

&水平失衡有关'

"%

(

#其中
;C"

细胞免疫过度会引起自身免

疫性疾病$如多发性硬化和
"

型糖尿病&#

;C$

细胞免疫过度会

引起超敏反应$如过敏性休克*哮喘等疾病&)本研究中
)X*

与
/

M

2

水平呈正相关#提示在超敏反应过程中常同时伴发有血

小板的活化)本研究在分析
/

M

2

与
)X*

相关性时#将
/

M

2

水

平限定在
#

!

"###/[

"

I,

之间#排除了极高
/

M

2

水平

$

"###

!

5%0#/[

"

I,

&的
%5

例患儿)因为这
%5

例患儿仅占

总病例数的
5&5g

#但结果波动范围却是研究范围的
5

倍#存

在极高的偶然性)

综上所述#

)X*

与
*S

水平*

/

M

2

水平分别具有负相关关

系和正相关关系#

/

M

2

水平与
*S

水平具有负相关关系#补充

*S

水平可抑制血小板活化和炎性反应#在预防和治疗超敏反

应性疾病中有显著的临床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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