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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浸润为病理基础(以眼干和口干为主要临床表现'

b

TT

还可累及骨骼)肾脏)血液等多种组织器官(本病

多见于中年以上女性*

&

+

'其确切的发病机制仍不完

全明确(目前研究认为(在
D

淋巴细胞大量浸润下(

`

淋巴细胞的功能紊乱(产生多克隆免疫球蛋白引起使

唾液腺和泪腺等外分泌腺发生炎症和破坏性病变*

.

+

'

/̂ /H&2

又名
`

淋巴细胞趋化因子(与其受体
/̂ ,

/*;

结合并发挥功能'在
b

TT

发生发展过程中介导

`

淋巴细胞迁移)寻靶及诱导次级淋巴组织生发中心

的形成*

2

+

'

D%&-

细胞是机体中一种近年新发现的

/08

Q效应
D

细胞(

T)0XA)T

等*

8

+认为
D

细胞在外

周血液分化不均衡是
b

TT

发病的一个重要因素(

D%&-

细胞分泌的白细胞介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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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是强力的促炎

因子(可以作用于多种类型细胞并诱导产生细胞因子

包括促炎细胞因子)趋化因子$

/̂ /H&

)

/̂ /H9

)

/̂ ,

/H&'

&)基质金属蛋白酶等的表达*

;

+

(特别是在
b

TT

的发病和病情进展中起到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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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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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外

周血中
D%&-

细胞和
/̂ /H&2

的联系及它们在
b

TT

疾病活动度判断中的应用价值(目前国内鲜有报道'

本文通过观察
b

TT

患者外周血中
D%&-

细胞和
/̂ ,

/H&2

水平的变化及其与疾病活动度之间的关系(初

步探讨
b

TT

患者外周血
D%&-

细胞和
/̂ /H&2

检测

的应用价值及作用机制(并为临床治疗
b

TT

探寻新的

治疗靶点提供依据(现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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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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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资料
"

选自
.'&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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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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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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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期间于本院风湿科门诊或住院诊断的
b

TT

患者
-2

例(女
3;

例(男
9

例(年龄
..

"

39

岁(平均$

;&1--g

&&1-(

&岁%病程最短
2

个月(最长
&&

年(平均病程

$

31.8g.18(

&年'诊断均符合
.'&.

年美国风湿病学

会干燥综合征分类$诊断&标准*

-

+

(均为初次诊断(未

经过任何激素及免疫抑制剂治疗'对照组选自本院

健康体检者
8'

例(女
2-

例(男
2

例%年龄
2'

"

-'

岁(

平均$

;.18&g&'1.-

&岁'

$1%

"

试剂与仪器
"

主要为
0̀

公司的
O</T/B"5IL[

流式细胞仪)日立
-3'','.'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鼠抗

人单克隆抗体
/08,OAD/

)

/02,<E/

)

AH,&-,EV

及同

型对照购自美国
0̀

公司(佛波酯$

EJ<

&)离子霉素

$

5#7#U

M

\57

&均购自美国
TAPJ<

公司'

/̂ /H&2

酶

联免疫吸附实验$

VHAT<

&试剂盒购自
*i0

公司'免

疫球蛋白$

A

Z

P

)

A

Z

J

)

A

Z

<

&试剂及配套校准品等购自

05BT

M

6

公司'

$1&

"

方法

$1&1$

"

检测方法
"

所有受检者清晨空腹抽取
.UH

肝素锂抗凝血
&

管和
8UH

非抗凝血
&

管分离血清'

取
&''

(

H

抗凝血加入
(3

孔平板中(加入
*EJA&38'

$含小牛血清
&'@

&培养液
&''

(

H

稀释混匀(加入刺

激剂$佛波酯&及阻断剂$离子霉素&各
&'

(

H

(置于

2-e

(

;@ /+

.

培养箱培养
;%

(取
.''

(

H

加入流式

试管(

È T

缓冲液洗涤后离心弃上清'向管中加入

/08,OAD/

)

/02,<E/

单克隆抗体
&'

(

H

(室温下避光

反应
2'U57

'加入固定剂
&''

(

H

(室温下避光孵育

&;U57

(再用
È T

洗涤
&

次离心弃上清'向管中加入

破膜剂
&''

(

H

(室温下再次避光孵育
&;U57

(

È T

洗

涤
&

次离心弃上清(加入
AH,&-,EV,/W;

单克隆抗体

;

(

H

充分混匀(室温下避光孵育
.'U57

'用
È T

洗

涤
.

次后(加入
È T2''

(

H

混匀细胞(用
O</T/B"5,

IL[

流式细胞仪检测(检测
/02

Q

/08

Q

AH,&-

Q细胞(

即
D%&-

细胞'

J)HDATVD

软件进行分析'

A

Z

P

)

A

Z

J

)

A

Z

<

采用的是免疫透射比浊法'

/̂ /H&2

检测

采用酶联免疫吸附实验法(严格按照试剂说明书进行

操作'

$1&1%

"

观察指标
"

干燥综合征疾病活动指数$

VTT,

0<A

&评分评价方式*

9

+

!所有患者由专科医生通过询问

受试者病史)体格检查)辅助检查资料等方式了解其

全身症状$发热)体质量下降&以及多脏器功能损害等

情况变化(对应
VTT0<A

评分的要求对上述各项观察

点进行从
'

"

.

或
2

的客观评分再乘以其对应的权重

值(最后将其各项得分相加来得出疾病活动度情况'

$1'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TETT&-1'

统计软件进行数

据分析(计量资料以
MgF

表示(数据资料经正态性检

验(正态分布资料两组间均数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

检

验(相关性分析采用
ECB[6#7

相关系数检验'非正态

分布资料两组间比较采用
JB77,>%5$7C

M

#

检验(相

关分析采用
T

b

CB[UB7

相关系数检验'所有统计检验

均采用双侧检验(

!

$

'1';

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1$

"

两组
D%&-

细胞)

/̂ /H&2

及免疫球蛋白检测结

果比较
"b

TT

组患者外周血
D%&-

细胞)

/̂ /H&2

及

A

Z

P

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1'&

&'

b

TT

组患者外周血
A

Z

J

)

A

Z

<

水平也高于对照

组(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1';

&(见表
&

'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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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
D%&-

细胞&

/̂ /H&2

及免疫球蛋白检测结果比较#

MgF

$

组别
& D%&-

细胞$

@

&

/̂ /H&2

$

bZ

"

UH

&

A

Z

P

$

Z

"

H

&

A

Z

J

$

Z

"

H

&

A

Z

<

$

Z

"

H

&

对照组
8' '18-g'1&( ;81.'g.91.' &.1-3g&1.; &1&8g'1&. .12&g'1.2

b

TT

组
-2 .1.-g&1&'

-

&3(1-'g9312'

-

.918'g-1(&

-

&1-.g'1(3

!

21'2g&1';

!

""

注!与对照组比较(

!

!

$

'1';

(

-

!

$

'1'&

%1%

"b

TT

组
VTT0<A

评分与
D%&-

细胞)

/̂ /H&2

及 免疫球蛋白检测结果相关性分析
"

T

b

CB[UB7

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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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结果显示(

VTT0<A

评分与
D%&-

细胞)

/̂ /H&2

)

A

Z

P

呈正相关$

?f'1;9

)

'133

)

'189

(

!

$

'1';

&'

VTT,

0<A

评分与
A

Z

J

)

A

Z

<

检测结果无相关性$

?f'1.(

)

'1&;

(

!

%

'1';

&'

%1&

"b

TT

组和健康对照组
D%&-

细胞)

/̂ /H&2

结果

相关性分析
"

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

b

TT

组患者外周

血
D%&-

细胞)

/̂ /H&2

水平呈正相关$

?f'18;.

(

!

$

'1';

&(健康对照组外周血
D%&-

细胞)

/̂ /H&2

水平

间无相关性$

?f'1.'(

(

!

%

'1';

&'

&

"

讨
""

论

""b

TT

是三大常见的自身免疫性疾病之一(该病在

我国的患病率为
'1.(@

"

'1--@

(尤其多见于女性(

男女患病比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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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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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TT

确切的病因和发病机

制尚不明确(

D

淋巴细胞的免疫失调及其介导的
`

淋

巴细胞免疫异常在其中起着关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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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

是一种能够在核转录因子
*+*,

%

$

调控下特异地分

泌
AH,&-

的
/08

Q

D

细胞'

D%&-

细胞不仅能分泌
AH,

&-

(还能分泌
AH,.&

)

AH,..

等重要的细胞因子(其中

AH,&-

能够加重炎性反应(参与多种自身免疫疾

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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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显示(

b

TT

患者外周血
D%&-

细胞明显

增高(与王文军等*

&.

+报道一致'本研究中(

b

TT

组

/̂ /H&2

水平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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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国外
!*<JV*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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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结果一致'

同时本研究结果还证明了
b

TT

患者外周血免疫球蛋

白
A

Z

P

)

A

Z

J

及
A

Z

<

水平高于健康对照组'

随着人们健康意识的提升和对
b

TT

认识的增加(

典型的临床症状加之自身免疫检验技术*包括抗核抗

体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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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
TT<

)抗
TT̀

等+的普及(临床诊断

b

TT

已不再是难题'但如何针对不同程度的疾病使

用适应的治疗药物及手段(一直困扰着一线临床医

生(很多临床医师根据自己的经验来判断患者病情变

化(难以对
b

TT

进行规范化分析及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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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欧

洲风湿病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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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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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名专家制定了

VTT0<A

评分标准'随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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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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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临床实践验证了其在
b

TT

病情活动评

估的有效性'近年(我国的临床医生也逐步开始将

VTT0<A

应用于临床评估
b

TT

病情活动度'

VTT0<A

的评估系统主要包括
&.

个方面(分别为全身症状)淋

巴结)腺体)关节)皮肤)肺)肾脏)骨骼肌)周围神经系

统)中枢神经系统)血液系统)血清学$主要为
A

Z

P

&变

化'但该指数评估过程中需要专业)有经验的临床医

师严格按照评估项目进行(操作繁琐并且具有一定的

人为因素影响'本试验以标准
VTT0<A

的评估为标

准(对所有
b

TT

患者进行了规范化地评估'并且把

VTT0<A

的评估得分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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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

/̂ /H&2

及免疫

球蛋白检测结果进行了相关性检验(结果显示(

V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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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分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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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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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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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明显正

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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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从客观上

再次证明临床医生常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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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检测结果粗略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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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情活动度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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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笔者还发现(

D%&-

细胞)

/̂ /H&2

检测与
VTT0<A

得分相关系数

更高(提示患者外周血
D%&-

细胞)

/̂ /H&2

检测可应

用于临床对
b

TT

病情活动度的判定'

笔者还对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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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和健康对照组外周血
D%&-

细

胞)

/̂ /H&2

水平进行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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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患者外周血
D%&-

细胞)

/̂ /H&2

水平呈正相关(健康

对照组外周血
D%&-

细胞)

/̂ /H&2

水平间无相关性'

推测可能的原因是!在正常情况下(

/̂ /H&2

水平较

低(且受多种细胞因子及包括
D%&-

细胞在内的多种

淋巴细胞的调节(所以
D%&-

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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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之间

没有体现出相关性'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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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T

发生)发展过程中(由

于某种因子的刺激下(

D%'

细胞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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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转化增

多(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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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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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多种细胞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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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参与唾液腺)泪腺等靶器官的炎性反应而

导致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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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相关的临床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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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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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增殖)抗体类别转换及抗体分泌细胞产生等方面

发挥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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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增殖促进次级淋巴器官

$包括脾)淋巴结等&中的树突状细胞和巨噬细胞产生

更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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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2

又可作用于表面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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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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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进一步活化

和分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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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AH,.&

等多种细胞因子(如此正反馈

循环可能促进了
b

TT

病情的发展并持续促使患者眼

干)口干等临床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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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T

患者体内
/̂ /H&2

与

D%&-

细胞的相互作用机制可能更加复杂(有待进一

步研究和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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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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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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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有助于疾病活动性的判断(

D%&-

细胞)趋化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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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b

TT

的发生)发展过

程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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