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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9C \&*E9DG@EAA=I<K=@8:

M

I=K8EB=KJ

L

-:

M?

B@$

?

A<KGD=KHA<I

?

=A8FE9DG@EAEK8

?

<9=B899G=

'

P

(

&P

)<@(=@@(EAK8<@

#

$#"%

#

'6

$

"

&!

"01."0U&

'

""

(

;8E:d

#

)8

L

EBE\

#

;EQGI=+

#

=BE@&X=A8FE9DG@EAEK8

?

<9=

B899G=.9=DA=B=KE:

M

8<

?

<8=B8:.@8N=

?

A<B=8:$

$

-:

M?

B@$

&

ED.

D=@=AEB=9:=<8:B8IE@C

L?

=A

?

@E98EEHB=A=:K<FE9DG@EA8:

7

GA

L

'

P

(

&P)<@(=@@(EAK8<@

#

$#"%

#

'0

$

"

&!

"."$&

'

"$

(

;EQGI=+

#

)8

L

EBE\

#

;8E:d

#

=BE@&)EDA<

?

CE

M

=.K=A8F=K

E:

M

8<

?

<8=B8:.@8N=

?

A<B=8:$EDD=@=AEB=9K=F=@<

?

I=:B<HEJ.

K<I8:E@E<AB8DE:=GA

L

9I

'

P

(

&-AB=A8<9D@=A;CA<IJ*E9D

_8<@

#

$#"$

#

%$

$

1

&!

"5##."5#6&

'

"%

(

bEACEBT

#

;C<A8:.;A=9DE9=9T

#

)EIEAJEDC8)

#

=BE@&-:.

M

8<

?

<8=B8:.@8N=$

?

A<I<B=9EBC=A<

M

=:=9898:I8D=

'

P

(

&P-I

+=EAB-99<D

#

$#"%

#

$

$

%

&!

=###$#"&

'

"5

(

S<8]

#

T8:<I8

L

E;

#

+8AENEOE]

#

=BE@&-:

M

8<

?

<8=B8:.@8N=

?

A<B=8:$E:KA89N<HB

L?

=$K8EJ=B=98:E

M

=:=AE@PE

?

E:=9=

?

<

?

G@EB8<:

!

BC=+89E

L

EIE9BGK

L

'

P

(

&S8EJ=B=9(EA=

#

$#"%

#

%1

$

"

&!

6U."##&

'

"'

(

]G(

#

,G<c

#

bEACEBT

#

=BE@&,EDN<HE:

M

8<

?

<8=B8:.@8N=.$

=>

?

A=998<:@8I8B9BC=I=BEJ<@8D9BA=998:KGD=KJ

L

EC8

M

C.

HEBK8=BE:KIE8:BE8:9=:K<BC=@8E@HG:DB8<:8:I8D=

'

P

(

&P

-I+=EAB-99<D

#

$#"5

#

%

$

5

&!

=##"#$5&

'

"1

(

TEKEb

#

;C<A8:.;A=9DE9=9T

#

!G8@@EGI=*

#

=BE@&3BA=99.

8:KGD=K9=:=9D=:D=

?

A=K<I8:EB=98:=:K<BC=@8E@D=@@989<.

@EB=KHA<I EBC=A<9D@=A<B8DDCA<:8D9I<N=A9

'

P

(

&(E:P

XC

L

98<@XCEAIED<@

#

$##U

#

U1

$

""

&!

01".016&

'

"0

(宋娓#张鲲#路巍#等
&

血管生成素样蛋白
$

与
$

型糖尿病

下肢动脉病变的关系'

P

(

&

中华内分泌代谢杂志#

$#"'

#

%"

$

"#

&!

U0$.U01&

$收稿日期!

$#"0.#5.$"

!

修回日期!

$#"0.#0.$%

&

!临床研究!

_

淋巴细胞
(S"6

和
(S$#

在孤独症谱系障碍诊断中的应用价值"

韩登科"

!黄永洪$

!康
!

颖%

#

!韦
!

婕5

!陈
!

琼"

!徐胜男"

"

"&

中山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检验科!广东中山
'$U5#%

$

$&

中山市港口医院内儿科!广东中山
'$U550

$

%&

广东药科

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临床医学院儿科教研室!广州
'"##U#

$

5&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检验科!广州
'"##U#

%

!!

摘
!

要"目的
!

探讨
_

淋巴细胞
(S"6

和
(S$#

在孤独症谱系障碍"又称为自闭症%诊断中的应用价值&方法
!

选取
$#"#

年

"

月至
$#"$

年
'

月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儿童神经专科确诊的自闭症患儿
%'

例和幼儿园入学前健康体检儿童
%'

例分别作为

自闭症组和对照组!采用流式细胞仪检测分析两组
(S"6

'

(S$#

水平变化!并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

VZ(

曲线%分析其对自闭

症的诊断价值&结果
!

自闭症组
(S"6

'

(S$#

水平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VZ(

曲线分析结果显示#

(S"6

最佳临界值为
"1&''g

时!曲线下面积'灵敏度和特异度分别为
U"&0#g

'

UU&6#g

和
05&%#g

$

(S$#

最佳临界值为
"5&%'g

时!曲

线下面积'敏感度和特异度分别为
1U&6#g

'

UU&6#g

和
5U&1#g

&结论
!

_

淋巴细胞
(S"6

和
(S$#

可以作为孤独症谱系障碍的

辅助诊断指标&

关键词"

_

淋巴细胞$

!

(S"6

$

!

(S$#

$

!

自闭症$

!

诊断

!"#

!

"#&%616

"

7

&899:&"10%.5"%#&$#"0&$"&#%$

文献标识码"

-

文章编号"

"10%.5"%#

"

$#"0

%

$".%#$%.#%

!!

儿童孤独症谱系障碍又称为自闭症#是一种以语言障碍*

社交障碍和刻板狭小兴趣取向为特征的儿童广泛性发育障

碍'

"

(

)自闭症致残率高#最主要的治疗方案是干预治疗#早诊

断是患儿恢复语言能力和提高社交能力的关键)本研究通过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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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基金项目!广东省中山市医学科研基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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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通信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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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自闭症患儿外周血
_

淋巴细胞
(S"6

和
(S$#

表达来分

析其免疫功能的改变#旨在研究
(S"6

和
(S$#

表达与自闭症

诊断的相关性#为临床提供参考)

A

!

资料与方法

A&A

!

一般资料
!

回顾性分析
$#"#R$#"$

年中山大学孙逸仙

纪念医院确诊为自闭症的住院患儿
%'

例作为自闭症组#其中

男
%"

例#女
5

例#年龄$

5&%#Y$&0#

&岁)入选标准!符合0

$#"%

年美国精神疾病诊断手册$第
'

版&1.孤独症谱系障碍诊断标

准/%研究前
1

周没有使用对免疫系统有影响的药物或食物%研

究前
1

周无感染史)同时选取幼儿园入学前健康体检儿童
%'

例作为对照组#其中男
%"

例#女
5

例#年龄$

$&U#Y"&5#

&岁)

入选标准!0儿童自闭症评定量表$

(-V3

&1评分低于
%#

分%没

有免疫系统疾病和自闭症家族史%研究前
1

周无感染史%血常

规*肝功能*肾功能等抽血结果均正常)

A&B

!

方法
!

采用乙二胺四乙酸二钾抗凝管采集受试者空腹静

脉血标本
$I,

#采用
3

L

9I=>$"##

仪检测白细胞和淋巴细胞水

平#采用涂片染色显微镜镜检法分析细胞形态和数量#采用直

接免疫荧光标记全血溶血法#采用
_=DNIE:(<G@B=Ab('##

流

式细胞仪检测
(S"6

和
(S$#

水平)

A&C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3X33$$&#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量

资料以
KY@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非参数检验%采用受试者工作

特征曲线$

VZ(

曲线&分析
(S"6

*

(S$#

检测对自闭症的诊断

价值%以
!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B

!

结
!!

果

B&A

!

自闭症组与对照组基线特征比较
!

自闭症组
(S"6

*

(S$#

*白细胞*淋巴细胞水平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见表
"

)

表
"

!!

自闭症组与对照组基线特征比较#

KY@

$

指标
(S"6

$

g

&

(S$#

$

g

&

白细胞

$

"̀#

6

"

,

&

淋巴细胞

$

"̀#

6

"

,

&

自闭症组
$"&"$Y0&%# "6&"1Y1&"" U&5'Y$&"1 5&5'Y"&''

对照组
"%&16Y5&#5 "'&#5Y5&01 1&0#Y"&1# $&6$Y#&0$

L "50&'# $'#&'# $"1&## "'6&##

R 000&'# UU#&'# U51&## 0U6&##

3 R5&$" R$&5$ R%&"' R5&#%

! #&#"1 #&### #&##$ #&###

B&B

!

VZ(

曲线分析结果比较
!

见表
$

)

表
$

!!

VZ(

曲线分析结果

项目
6'gA$

曲线下面积

$

g

&

最佳临界值 灵敏度$

g

& 特异度$

g

&

阳性预测值

$

g

&

阴性预测值

$

g

&

!

(S"6 #&0#U

!

#&6$' U"&0# "1&''g UU&6# 05&%# 00&1# U0&## #&###

(S$# #&''$

!

#&U$' 1U&6# "5&%'g UU&6# 5U&1# 1%&5# U"&5# #&#"1

白细胞
#&1#"

!

#&U00 0%&6# U&U'̀ "#

6

"

, 11&0# 6"&5# UU&1# 0%&%# #&##$

淋巴细胞
#&1U5

!

#&6$" U#&$# %&65̀ "#

6

"

, 00&U# 65&%# 6%&$# U#&6# #&###

(S"6

联合
(S$# R R R 6U&U# %1&"# 1#&0# 61&U# R

!!

注!.

R

/表示无数据)

C

!

讨
!!

论

!!

自闭症是一种高发病率和致残率的神经发育障碍性疾病#

轻度自闭症患儿愈后相对较好#其临床症状一般在
%

岁时出

现#语言沟通障碍可能出现得更早$

1

!

"$

个月&)在发病早

期#轻*中度自闭症患儿往往容易错过了最佳诊断和治疗时

机'

$.%

(

)自闭症的病因有遗传因素*病毒感染*免疫紊乱#神经

系统和脑结构异常#以及母体疾病等因素#病因学和病理学认

为自闭症与免疫功能紊乱*自身免疫性神经紊乱有关'

5.1

(

)

(S"6

表达于
_

系细胞及滤泡树突状细胞上#是
_

淋巴细

胞抗原受体或其他表面受体的重要信号传导分子#在
_

淋巴

细胞分化成熟*活化*增殖及抗体产生中起到重要的调节作

用'

0

(

)

(S$#

是
_

细胞的分化阶段标志物#是一种具有
5

个跨

膜功能域的非糖基化磷蛋白#通过调节跨膜钙离子流动使
_

细胞增殖*分化和凋亡'

U

(

#其变化可以很好地反映
_

淋巴细胞

是否存在功能异常'

6."#

(

)

_

细胞主要通过呈递抗原*分泌细胞

因子和产生抗体发挥免疫作用#

_

淋巴细胞增多*活化是介导

神经系统疾病发病的关键因素'

0

#

""

(

)当
_

淋巴细胞标志性表

面分化抗原
(S"6

和
(S$#

水平升高时表明
_

淋巴细胞存在

过度活化#容易出现免疫功能亢进'

"$

(

)有研究对自闭症遗传

机制
_

淋巴细胞变化进行研究#观察到
_

淋巴细胞存在细胞

周期的改变$

3

期细胞比例升高#

!#

"

!"

期细胞比例降低&#同

时细胞增殖能力明显提高'

"%

(

)本研究中自闭症儿童
(S"6

和

(S$#

水平明显升高#存在免疫系统异常#这提示免疫因素可能

与启动自闭症等神经系统疾病有关'

"5."'

(

)国外有研究报道#

有自身免疫性疾病*感染性疾病和过敏性疾病家族史的孕产妇

能影响胎儿大脑发育#增加孩子自闭症发病率'

"1."0

(

)本研究

中自闭症组患儿的
_̂(

和淋巴细胞水平都较对照组增高#这

与
VGBB=A

'

"U

(研究结果相符合#表明自闭症患儿存在病毒感染

的可能性)因此#

(S"6

*

(S$#

免疫指标在揭示自闭症存在免

疫功能紊乱方面具有一定的临床意义)同时#

VZ(

曲线分析

结果显示
(S"6

*

(S$#

单独或联合检测在自闭症诊断中都有

较高的灵敏度#这提示
(S"6

和
(S$#

可以作为自闭症诊断可

靠的辅助指标)

综上所述#

_

淋巴细胞
(S"6

和
(S$#

可以作为自闭症的

辅助诊断指标)有针对性地检测
(S"6

和
(S$#

可为自闭症的

早发现*早诊断和早干预治疗提供依据#从而改善自闭症患儿

预后和促使其早日融入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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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发精神分裂症女性患者性激素水平与精神症状的相关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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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亚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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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目的
!

研究首发精神分裂症女性患者的性激素分泌水平及与精神症状之间的相关性&方法
!

选取
$#"'

年
"

月至

$#"1

年
"$

月该中心住院首发精神分裂症女性患者
5%

例和健康体检者
'$

例分别作为研究组和对照组!分析两组血清促黄体生

成激素"

,+

%'促卵泡生成激素"

b3+

%'雌二醇'泌乳素"

XV,

%'孕酮和睾酮水平变化!以及与阳性症状量表"

X

%分'阴性症状量表

"

T

%分'一般精神病理量表"

!

%分'攻击危险性量表"

3

%分和总分之间的相关性&结果
!

研究组与对照组雌二醇'睾酮水平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

$

#&#'

%$血清
b3+

水平与总分呈正相关"

"4#&%#'

%!血清睾酮水平与
T

分呈负相关"

"4R#&%$0

%!血清
XV,

'

b3+

'

,+

'雌二醇'

XVZ

'睾酮水平与
X

分'

!

分'

3

分均无相关性&结论
!

首发精神分裂症女性患者存在血清性激素分泌异常!且

血清睾酮水平与其阳性症状呈负相关&

关键词"首发精神分裂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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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激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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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性症状$

!

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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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裂症是一组常见的*病因未明确的精神疾病#多起

病于青壮年#起病缓慢#病程迁延#有慢性化和精神衰退的倾

向)临床发现患者在青春期*产褥期和更年期更易出现精神疾

病)有研究表明精神分裂症患者往往存在着下丘脑
.

垂体
.

性

腺轴功能的紊乱'

"

(

)因此#本文对首发精神分裂症女性患者血

清促黄体生成激素$

,+

&*促卵泡生成激素$

b3+

&*雌二醇*泌

乳素$

XV,

&*孕酮和睾酮水平进行分析#探讨性激素水平与精

神症状之间的相互关系#为临床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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