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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敏性紫癜(

T#C

)好发于儿童!为临床常见变态

反应性疾病之一!发病时对儿童全身毛细血管造成不

同程度的损伤!常累及关节$肾脏等多组织或器官!其

中肾损伤为
T#C

最严重的并发症!直接关系到预

后&

*

'

"为此!快速$准确发现
T#C

患儿早期肾损伤对

疾病早期诊治及改善预后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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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肾损伤较隐匿!临床症状无特异性!常规检查难

以及时检出!需通过其他更灵敏的指标以早期检出肾

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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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

发病机制尚不明确!多认为可能与炎

性细胞因子有关!白细胞介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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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瘤坏死因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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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炎性因子可能诱导肾损伤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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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期因子(

FP

)属于肝素结合生长*分化因子之一!参与

类风湿性关节炎$肾脏疾病$肿瘤等多种疾病的发生$

发展过程"目前!关于
FP

与儿童
T#C

的相关性研

究较少"基于此!本研究旨在探讨外周血
FP

水平对

儿童
T#C

诊断及早期肾损伤预测的价值!现报道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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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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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及随访资料完整"排除糖尿病肾病及其他急$慢

性肾脏疾病患者!已应用激素及相关药物进行治疗

者!凝血系统障碍及感染性疾病患儿"根据是否出现

肾损伤将纳入研究者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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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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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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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有限公司!依据试剂盒说明书进行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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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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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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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性分析显示外周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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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呈正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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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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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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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P

预测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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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线分析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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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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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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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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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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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阈值
&!>6:>

K4

*

-G

"外周血
F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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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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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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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

患者出现肾损伤概率较大&

(

'

!

)"@

"

'"@

的

患者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肾损伤症状!其危险信号为蛋

白尿异常增多!但关于
T#C

继发肾损伤的机制尚不

清楚"

T#C

属于破坏性血管炎!

%G,(

等多种细胞因

子在疾病发生$进展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张琳琼

等&

;

'研究发现!血清
%G,(

$

ENW,

%

等炎性因子参与

T#C

发病过程!而且
ENW,

%

$血浆血管性假血友病因

子可作为
T#C

患儿肾损伤程度判断的重要指标"动

物实验发现!

FP

缺陷型多发性硬化症小鼠比野生型

小鼠病理症状轻!其机制可能为
EO*

$

EO*;

细胞减少

且调节性
E

细胞增多&

'

'

"胡文霞等&

!

'研究发现!类风

湿性关节炎患者血清
FP

水平与
EO*;

呈正相关!共

同参与疾病发生过程"

FP

在健康人群中水平较低!

而在炎症$自身免疫性疾病患者中异常升高!它不仅

可促进肿瘤生长$转移&

*"

'

!而且能诱导炎症细胞浸润$

促炎性因子表达!同时能促进新生血管形成!生物学

活性多样"

T#C

为临床一种常见血管炎性疾病!与机体免疫

密切相关!

%G,(

等细胞因子在
T#C

发病过程中发挥

重要作用&

**,*&

'

"本研究发现!相较于健康儿童!

T#C

患儿血清
%G,(

$

%G,*;

$

ENW,

%

水平均显著增高!提示

炎性细胞可能参与
T#C

及其早期肾损伤发生过程"

其中
%G,(

可能通过对
S

细胞活化而促进
%

4

+

$

%

4

?

分

泌!导致循环免疫复合物形成且在肾小球系膜区沉

积!进而引发肾小球肾炎"

%G,*;

为促炎性细胞因子

之一!其与抑制性调节性
E

细胞间平衡被打破被认为

是自身免疫疾病发生的关键"

ENW,

%

可能与其参与

内皮细胞损伤及肾损伤过程"同时本研究发现外周

血
FP

与
%G,(

$

%G,*;

水平呈正相关!表明
FP

可能

促进炎性细胞浸润!增强炎性反应!从而引发
T#C

"

这可能与
FP

为
ELI

4

分化关键抑制因子!同时
FP

对
EO*

$

EO*;

细胞比例的调整有关"

FP

属于可溶

性因子!外周血
FP

检测简单!已成为自身免疫性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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