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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屑病患者外周血淋巴细胞亚群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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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沈阳市第七人民医院皮肤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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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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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

探讨各型银屑病患者免疫功能状态%方法
!

应用流式细胞仪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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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银屑病患者外周血淋

巴细胞亚群!并与健康者进行比较%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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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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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型银屑病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免疫异常!免疫功能紊乱是银屑病患者发病的一个重要机制!在

银屑病的发生(分化过程中可能起到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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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屑病是一种有遗传背景的*与免疫反应异常有关的慢性

炎性皮肤病#虽然进行过许多研究#但至今尚不十分清楚)目

前认为#该病的发生不是单一的原因#可能涉及多方面)大量

研究证明银屑病是一种慢性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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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介导的免疫性病#其

发病与炎性细胞浸润和炎性因子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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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对银屑病患者淋

巴细胞亚群状态进行观察)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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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多数研究认为银屑病是一种在多基因遗传背景下由

A

淋巴细胞介导#多病因通过不同途径引起的炎性皮肤病+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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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淋巴细胞通过活化进而分泌细胞因子作用于表皮细胞#产生

临床可见的银屑病皮损+

?

,

)因此通过对银屑病患者淋巴细胞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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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原进行检测#有助于了解不同类型银屑病外周血淋巴

-

652

-

检验医学与临床
#%"6

年
#

月第
"?

卷第
5

期
!

9<KB-M1)*D

!

Z-K;P<;

Q

#%"6

!

[8)$"?

!

\8$5



细胞亚群变化#进一步研究银屑病不同类型的发病机制)本组

实验结果显示#不同类型的银屑病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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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Ib

细胞外#差

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2

&)银屑病的遗传免疫机制可能

是受易感基因控制#某种抗原通过抗原递呈细胞激活特异
A

细胞#后者移入表皮释放炎性介质*细胞因子#引起角质形成细

胞过度增殖#皮损形成+

5

,

)各型银屑病患者
1/5

b 细胞均降

低#可能由于周围血中一部分活化的
1/5

b细胞有选择地进入

皮损#导致皮损的
1/5

b

A

细胞增多#而外周血中
1/5

b

A

细胞

减少+

2

,

)银屑病的发生与维持同皮损部位的
1/?

b

A

淋巴细

胞亚群有密切联系+

6

,

)

本组通过各型银屑病患者与健康对照者比较表明#寻常型

银屑病患者较健康对照者
1/?

b 细胞降低#

1/5

b 细胞降低#

1/&

b细胞升高%脓疱型银屑病患者较健康对照者
1/?

b细胞

降低#

1/5

b细胞降低%红皮病型银屑病患者较健康对照者

1/?

b 细胞降低#

1/5

b 细胞降低#

1/&

b 细胞降低#

1/5

b

"

1/&

b升高%关节病型银屑病患者较健康对照者
1/5

b细胞降

低#

1/&

b 细胞升高#

1/?

7

1/"6

b

26

b

\:

细胞降低#

1/5

b

"

1/&

b降低)本研究
1/?

b细胞除关节病型银屑病患者外均降

低#与许多研究结果相一致+

H!&

,

)说明银屑病患者细胞功能降

低#细胞免疫功能异常#这种异常可能在银屑病的发病中起到

一定的重要作用)多数学者认为真皮乳头层大量
1/5

b

A

细

胞浸润是其免疫病理发生的基础+

I

,

)银屑病皮损中淋巴细胞

活化过程可能是系统的淋巴细胞活化#然后是皮损局部活化的

1/5

b

A

细胞聚集#而后是非特异性的
1/5

b

A

细胞和单核细

胞向皮损流入#最后是表皮中
1/&

b

A

细胞的出现+

"%

,

)现在对

于
1/5

b

A

细胞和
1/&

b

A

细胞在皮损中的作用还存在争议)

本组通过对银屑病各类型的研究发现#

1/&

b

*

1/?

7

1/"6

b

26

b

*

1/5

b

"

1/&

b均存在不同情况的异常#这可能在银屑病不

同类型分化中起到一定的作用#通过对
1/

抗原的检测可进一

步研究银屑病不同类型分化及不同类型转化的机制)

综上所述#银屑病的发生*分化过程中细胞免疫起到了重

要的作用#进一步功能的异常还有待于更深入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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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探讨!

照顾者对老年痴呆症的认知情况及照顾态度的调查研究

范
!

?!沈
!

军#

"重庆医科大学护理学院!重庆
!

5%%%"6

$

!!

"摘要#

!

目的
!

了解照顾者对老年痴呆症的认知情况及照顾态度!以提高照顾者对老年痴呆症的认知和照顾

质量%方法
!

使用改良己有问卷)汉化版的阿尔茨海默病知识量表"

G/:T

$*和改良的痴呆症认知程度的调查问

卷!对重庆市和遵义市
#IH

例老年痴呆症照顾者进行问卷调查%结果
!

照顾者认知情况总得分"

#%$""c#$#"

$分!

总分为
?%

分%不同文化程度(不同年龄层(不同收入(被照顾者关系不同的照顾者得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2

$!照顾态度越积极(抵触情绪越小的照顾者!其认知情况越好"

#

%

%$%2

$%结论
!

应提高对该疾病的重视

程度!鼓励照顾者加强疾病知识学习!提高照顾质量%

"关键词#

!

老年痴呆症#

!

照顾者#

!

认知情况#

!

照顾态度

!"#

!

$%&'()(

"

*

&+,,-&$)./0(122&/%$)&%1&%1(

文献标志码$

G

文章编号$

"6H#!I522

"

#%"6

$

%5!%25H!%?

!!

根据全国老龄委数据显示#目前中国
6%

岁以上老年人数

已超过
#

亿#占总人口比例的
"5$IF

+

"

,

)老年痴呆症例数也

将达到
#%%%

万以上#其严重影响中老年人的生活质量)本研

究旨在了解照顾者对老年痴呆症的认知程度和照顾意愿#并探

索怎样提高照顾者对痴呆症患者的认识和理解#提高老年痴呆

症患者的护理质量#从而进一步提高患者生存质量#有利于营

造关爱老年痴呆症患者的社会氛围及老年痴呆症预防措施的

推广#帮助构建和谐有爱的社会氛围)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2

年
"

"

?

月对西南地区
?

所三甲医院和

-

H52

-

检验医学与临床
#%"6

年
#

月第
"?

卷第
5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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