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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的
"

探讨慢性特发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

.Y9-

%患者外周血滤泡辅助性
9

细胞"

9UI

%细胞数量

变化及白细胞介素"

YD

%

3$#

与抗血小板自身抗体水平在
.Y9-

中的意义&方法
"

选取
%'

例
.Y9-

患者和
%'

例

健康体检者分别作为
.Y9-

组和对照组$采用流式细胞仪"

E"._

%技术测定外周血
9UI

细胞的数量与比例!

!DY_"

检测细胞因子
YD3$#

水平!采用改良的血小板抗原单抗特异性固相化法"

["Y-"

%测定血液中抗
0-

(

?

#

&

O

'

0-Y?

#

;

自身抗体水平&结果
"

与对照组相比!

.Y9-

组
9UI

细胞比例显著升高!

YD3$#

的水平高于正

常对照组!抗
0-

(

?

#

&

O

'

0-Y?

#

;

抗体的阳性率分别为
*H&2F

'

*%&%F

!两者之间存在一定的正相关&结论
"

9UI

细胞'效应细胞因子
YD3$#

'血小板特异性自身抗体可能在
.Y9-

发病机制中发挥重要作用!其可为
.Y9-

的诊断与治疗提供一种新思路&

关键词"慢性特发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

"

滤泡辅助性
9

细胞$

"

白细胞介素
3$#

$

"

血小板自身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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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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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法分类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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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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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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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特发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

.Y9-

%又称慢性

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其病程持续时间大于或等于
#$

个月'是一种发病机制尚未明确的自身免疫性疾病'

常伴有抗血小板自身抗体及血小板减少等特征'除了

体液免疫因素外'细胞免疫因素在其发病中发挥着重

要的作用&目前'自身抗体与
9UI

细胞的数量变化及

其分泌的重要效应细胞因子
YD3$#

的异常表达'在免

疫性血小板减少症的研究中广受关注(

#3(

)

'本研究拟

通过观察
.Y9-

患者血液中滤泡辅助性
9

细胞$

9UI

%

细胞数量变化及其分泌的重要效应细胞因子
YD3$#

的

水平'与自身抗
0-

(

?

"

&

O

和抗
0-Y?

"

;

血小板抗体

的表达情况'初步探讨其与
.Y9-

的发病机制的关系

与临床意义&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取
.Y9-

患者
%'

例作为
.Y9-

组'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H(

岁'中位年龄为
*'

岁'为
$'#H

年
$

月至
$'#)

年
%

月于本院住院的患者&

所有受试者均符合慢性
Y9-

的诊断标准(

H

)

&测试前

#

('8#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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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月所有患者禁止使用影响试验结果的相关药物'

如糖皮质激素*细胞毒药物等'采血前
$*I

严格禁药'

均不伴有高血压*糖尿病及结核等慢性感染性疾病'

血小板计数为$

#

$

%$

%

A#'

8

"

D

&另外'选取本院健康

体检者
%'

例作为对照组'男女各
#(

例'年龄
#)

$

(H

岁'中位年龄
%8

岁'均无肿瘤与自身免疫性疾病'血

小板计数为$

#(H

$

%$$

%

A#'

8

"

D

&

>&?

"

材料与方法
"

.f./(3-57.-

*

.+*3EY9.

单克

隆抗体*红细胞裂解剂及 磷酸盐缓冲液$

-\_

%均为美

国
DKU5<

4

O>

公司产品'

YD3$#

检测试剂盒来源于美国

/l+

公司+流式细胞仪为
\5MXCO>.@N6=57

公司产

品+通过流式细胞术$

E"._

%检测外周血
.+*

h

9I

*

.+*

h

.f./(

h

9UI

细胞+设同型对照'阴性表达控制

在
$F

以内'流式细胞检测数据结果用
!f-/̂ %$

"+.

软件分析+酶联免疫吸附实验$

!DY_"

%检测细

胞因子
YD3$#

水平+使用改良血小板抗原单抗特异性

固相化法$

["Y-"

%检测抗血小板自身抗体(

2

)

'测定

波长为
*'(>C

'结果判定以吸光度$

"

%值大于对照
"

值的
3h%H

为阳性&

>&@

"

统计学处理
"

统计软件为
_-__#)&'

'使用该软

件包对所有数据进行处理*分析+定量检测结果以
3d

H

表示+经方差齐性检验后'

?

检验比较各组间差异'相

关分析采用
-5O7<@>

检验&

I

%

'&'(

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

"

结
""

果

?&>

"

.+*

h

9

细胞及
.+*

h

9

细胞中
.f./(

h

.+*

h

9

细胞比例检测
"

经流式细胞术检测'

.Y9-

组与对

照组
.+*

h

9

细胞比例分别为$

%$&(d'&#$

%

F

*

$

%%&%d'&#%

%

F

'差异无统计意义$

I

&

'&'(

%+但

.Y9-

组外周血中
.f./(

h

.+*

h

9

细胞占
.+*

h

9

细胞的比例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b

%&H8(

'

I

%

'&'(

%'见表
#

&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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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间
.+*

h

9

细胞及
.+*

h

9

细胞中
.f./(

h

""

.+*

h

9

细胞比例#

3dH

$

分组
( .f./(

h

.+*

h

"

.+*

h

$

F

%

.+*

h

$

F

%

.Y9-

组
%' #(&(d'&##

!

%$&(d'&#$

对照组
%' ##&(d'&#* %%&%d'&#%

""

注!

!

I

%

'&'(

'与对照组比较

?&?

"

YD3$

*血小板膜糖蛋白特异性抗体的检测
"

.Y9-

组
YD3$#

水平($

#)%&'d%H&$

%

4R

"

CD

)高于对

照组($

#$H&'d$*&8

%

4R

"

CD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b$&*H#

'

I

%

'&'#

%&

%'

例
.Y9-

患者中出现抗
0-

(

?

"

&

O

和抗
0-Y?

"

;

抗体阳性例数分别为
#*

例

$

*H&2F

%和
#%

例$

*%&%F

%&与对照组比较'

.Y9-

组

血小板特异性抗体$抗
0-

(

?

"

&

O

与
0-Y?

"

;

抗体%

阳性者
"

值更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I

%

'&'(

%'见

表
$

&

?&@

"

血浆
YD3$#

水平与血小板膜糖蛋白特异性抗体

的相关性分析
"

YD3$#

与抗
0-

(

?

"

&

O

*抗
0-Y?

"

;

抗体水平进行相关性分析'

>

分别为
'&H)H

和
'&%8(

'

YD3$#

水平与抗
0-

(

?

"

&

O

*抗
0-Y?

"

;

抗体呈正

相关&

表
$

""

血清
YD3$#

的表达水平及血小板自身抗体
"

值

"""

检测结果比较#

3dH

$

分组
( 0-

(

?

"

&

O 0-Y?

"

;

.Y9-

组
#* '&*2d'&#$

!

'&*'d'&#*

!

对照组
#% '&%%d'&'* '&%'d'&'

""

注!

!

I

%

'&'(

'与对照组比较

@

"

讨
""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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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国内外学者对
.Y9-

的研究常集中于
9

细

胞亚群或有关细胞因子的研究'在其发病机制研究

中'有学者通过对
9

细胞亚群分化中参与的效应细胞

因子'如
YD3$#

活化的有关基因表达与关键蛋白分析'

发现其在急性特发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或
.Y9-

中具

有鉴别诊断意义(

)38

)

&也有学者对
.9Y-

患者中血小

板减少的原因进行分析'但其减少的机制并没有完全

明确(

#'

)

&近年来'学者们普遍认为'

.Y9-

患者体内存

在一种或多种抗血小板自身抗体'其可以与血小板表

面靶向抗原相结合'在不同程度上激活单核巨噬系

统'进而导致血小板破坏'致使其数量减少(

##

)

&笔者

推测'与健康人群相比'

.Y9-

患者
9UI

细胞的数量与

比例上可能存在着差异'其细胞因子*抗血小板自身

抗体出现了异常&

9UI

是新近报道的一种
.+*

h

9

细胞亚群'其分

子表型为
.f./(

h

.+*'D

h

Y.̂ _

h

'在
9UI

自分泌或

外分泌的
YD3$#

共同作用下'促进
\

细胞增殖*分化

以及免疫球蛋白的类别转换(

#$

)

&本研究表明'相较于

健康人群'

.Y9-

患者
9UI

细胞比例明显增加'这与有

关学者的研究基本一致(

#%

)

'有研究还发现
.Y9-

患者

9UI

细胞的过度活化与血小板数量呈负相关'阻断

9UI

细胞活化路径可对
.Y9-

的治疗产生作用'因此

推测
9UI

细胞在
.Y9-

疾病过程中可能也发挥了免

疫调节作用&研究表明'与对照相比'有着高表达的

Y.̂ _

与
-+3#

的
.f./(

h

.+*

h

9UI

的比例在患者中

显著增高'进而表明'

9UI

细胞主要定位于异位生发

中心$

0.

%'不仅表达
.f./(

'也表达
-+3#

*

Y.̂ _

*

.+*'D

等效应分子'并具有相对特异的转录调控因子

\.D3H

'以及行使功能的主要产物
YD3$#

(

#*

)

&本研究

中'

.Y9-

患者血液中
.f./(

h

.+*

h

9

细胞在
.+*

h

9

细胞中的比例明显高于对照组'说明
9UI

在
.Y9-

患者存在高表达'提示
9UI

可能在
.Y9-

患者在病理

状态下有异常增殖表现&此外'本研究还发现
.Y9-

组
YD3$#

的水平高于对照组'提示
YD3$#

的水平可能

影响
9UI

细胞的分化'间接导致了
9

细胞介导的慢性

自身免疫性疾病的发生&有文献报道'

YD3$#

能维持

0.

中
\

细胞存活和增殖'诱导抗体类别转换和免疫

#

H'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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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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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蛋白的产生(

#(

)

'结合本研究中
.Y9-

患者
9UI

细胞

比例明显增加'

YD3$#

浓度明显升高的结果'笔者推测

9UI

细胞及
YD3$#

可能参与
.Y9-

的发病过程&

针对
.Y9-

患者'血小板膜表面糖蛋白$

0-

%抗体

$

0-

(

?

"

&

O

或
0-Y?

"

;

%的研究是一大热点'本研究

通过改良
["Y-"

法'对
0-

(

?

"

&

O

*

0-Y?

"

;

特异性

抗体进行检测'发现其
"

值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I

%

'&'(

%&结合先前的研究'笔者推测!在

.Y9-

患者中
9UI

细胞数量的增加与过度活化'可引

起细胞免疫失衡'导致大量血小板自身抗体产生'从

而引发血小板破坏增加*数量减少&通过本研究'相

对健康人群'

.Y9-

患者可能存在
9UI

细胞的异常'在

9UI

自分泌或外分泌的
YD3$#

共同作用下'抗血小板

特异性自身抗体可能参与
.Y9-

发生发展过程&

目前'

.Y9-

尚无可供应用的-金标准.以明确其

诊断'大部分为排除性诊断'客观上需要排除自身免

疫性疾病和其他原因所致继发性血小板数量降低或

血小板功能不足才能诊断&针对
.Y9-

患者'血小板

膜表面糖蛋白$

0-

%抗体$

0-

(

?

"

&

O

或
0-Y?

"

;

%的

研究是一大热点'其检测方法主要有微流控技术*单

克隆抗体俘获血小板抗原技术$如
["Y-"

%或者放射

免疫微球技术等&本研究通过改良
["Y-"

法'对

0-

(

?

"

&

O

*

0-Y?

"

;

特异性抗体进行检测'发现其
"

值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I

%

'&'(

%&结

合先前的研究'笔者推测!在
.Y9-

患者中'

9UI

细胞

数量的增加与过度活化'可引起
9UI

细胞免疫失衡'

导致大量血小板自身抗体产生'从而引发血小板破坏

增加*数量减少'通过
9UI

细胞分泌的重要效应细胞

因子
YD3$#

与血小板特异性自身抗体$

0-

(

?

"

&

O

或

0-Y?

"

;

%相关性分析'证明两者存在密切联系'提示

.Y9-

中
YD3$#

的异常表达与血小板特异性自身抗体

是并存的'只不过
0-

(

?

"

&

O

或
0-Y?

"

;

性质不同'

可能因为其来源于不同蛋白质家族'破坏血小板的途

径不同'其相关性也就不同'其对于
.Y9-

的发病机制

研究具有积极意义&

综上所述'本实验研究探讨了
.Y9-

患者
9UI

细

胞的变化*效应细胞因子
YD3$#

的水平及与血小板特

异性自身抗体相关性'结果表明'这些因素的参与提

示其可能与
.Y9-

的发病机制有关'其可为临床诊断

与治疗提供一种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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