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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清载脂蛋白
.

与血小板检测参数对寻常性银屑病患者活动度的相关性

宋建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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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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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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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血清载脂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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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血小板检测参数对寻常性银屑病患者活动度的相关性%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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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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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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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至
#$:D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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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就诊于该院的寻常型银屑病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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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其中静止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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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活动期
!B

例#选取体

检健康者
"B

例作为对照组!检测寻常型银屑病治疗前&治疗
"

周和治疗
!

个月以及对照组血清中载脂蛋白
.

与血小板检测参数并进行分析%结果
#

治疗前银屑病活动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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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明显低于银屑病静止组及对照组#治疗

前银屑病活动组的血小板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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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低于银屑病静止组及对照组#治疗前银屑病活动组的平均血小板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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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小板体积分布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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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高于银屑病静止组及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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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

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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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后银屑病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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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血小板检测参数对寻常性银屑病疾病活动度有关!可以作为寻常性银

屑病疾病活动度及治疗疗效的的判定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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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常性银屑病主要的发病原因目前研究尚不清

楚!但是既往研究结果证实其发病过程与炎症及免疫

的参与密切相关!通过免疫介导的共同通路等参与后

引起角质形成并且发生增殖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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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寻常性银

屑病是慢性复发性的炎症性皮肤病!同时多伴有不同

程度的血管内皮损伤及微血管异常#载脂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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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通过调控血脂的转运!参与集体脂质代谢及蛋白质

代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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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研究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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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多种疾病发

生!主要是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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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形成!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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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

将三酰甘油从外周细胞转移至肝脏!增加粥样硬化斑

块的稳定性!降低粥样硬化的发病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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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研究通过测定血清
2

J

6.

及血小板检测

参数的变化!探讨两者在寻常性银屑病发病中的

作用#

<

#

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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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对象
#

选取
#$:B

年
E

月至
#$:D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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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就

诊于青海省第五人民医院收治的寻常型银屑病患者

D"

例!其中静止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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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活动期
!B

例!所有患者均经

过病理证实诊断为寻常型银屑病!病程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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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银屑病皮损面积和严重程度指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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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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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选取体检健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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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作为对照

组!对照组入选者既往无免疫性"系统性疾病及银屑

病家族史#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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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

'!具有可比性#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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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资料及检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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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常性银屑病患者在确

诊后选择用阿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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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华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系

统治疗#同时辅用外用药!如糖皮质激素软膏和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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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治疗#治疗前"治疗
"

周和治疗
!

个月抽取静脉

血!对照组亦抽取静脉血!两组患者的静脉血收集后!

加入无抗凝剂硅化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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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处理
#

采用
%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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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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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

F

%

$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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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前银屑病组活动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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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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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板计数&

VT(

'明显低于银屑病静止组及对照组.治

疗前银屑病活动组的平均血小板体积&

.VU

'"血小板

体积分布宽度&

VL\

'明显高于银屑病静止组及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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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屑病虽然目前具体的发病原因尚不清楚!但是

大多数观点认为其是一种多种炎症及免疫反应参与

的过程!寻常型银屑病的病情活动期及静止期交替为

主要特点!临床表现多样化及复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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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病情评估

及治疗带来了困难#因此!寻找特异度及灵敏度高的

可以评估寻常型银屑病活动度性相关的指标!对于评

估病情进展及治疗疗效有着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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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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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形成过程!将三酰甘

油从外周细胞转运至肝脏!增加了粥样斑块的稳定

性!降低了动脉粥样硬化发病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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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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胞对于巨噬细胞的激活及增殖能力!引起后者的活

化"释放炎症因子!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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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炎症的发生发展中发

挥着重要的作用!其下降提示炎症由急性期向慢性期

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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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研究结果提示!治疗前银屑病活动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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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低于银屑病静止组及对照组.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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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屑病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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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明显增高!与治疗前相比较!差异

均有统计学意义&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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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

'#治疗
!

个月症状消退

后!与治疗前相比较!银屑病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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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增高!与

治疗前相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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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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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研究发现血小板减少在许多自身免疫性疾

病中较为多见!如系统性红斑狼疮"银屑病等!主要的

危害为患者会自发出血甚至发生死亡#目前研究发

现血小板对于机体的免疫及炎性反应的发生也有着

密切联系#此次研究发现治疗前银屑病活动组的

VT(

明显低于银屑病静止组及对照组.治疗
"

周后银

屑病组的
VT(

明显增高!与治疗前相比较!差异均有

统计学意义&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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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

'#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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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月症状消退后!与

治疗前相比较!银屑病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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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增高!与治疗前

相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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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原因

可能与银屑病抗磷脂抗体及抗血小板抗体等自身抗

体有关#抗血小板抗体主要通过激活补体系统!作用

于表面的抗体!形成膜攻击复合物!最终破坏血小板!

导致血小板减少#抗磷脂抗体主要通过与富含磷脂

的血小板结合!引起血小板变性!从而被脾脏等网状

内皮系统截留!最终导致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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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研究显示血

细胞的减少与寻常型银屑病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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