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淋巴细胞亚群变化特点及血清因子表达水平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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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目的
!

探讨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

YT7Y

$患者外周血
7

淋巴细胞亚群变化特点及血清因子表

达水平%方法
!

选取
&(%,

年
-

月
%

日至
&(%#

年
%&

月
%

日该院确诊并治疗的
YT7Y

患者
%,)

例!作为
YT7Y

组%利用流式细胞术检测患者外周血
7

淋巴细胞
!"$

h

7

淋巴细胞和
!")

h

7

淋巴细胞
&

个亚群变化的特点!

运用酶联免疫吸附方法检测外周血清白细胞介素
6&

"

[R6&

$&肿瘤坏死因子
6

)

"

7VT6

)

$&干扰素
6

2

"

[TV6

2

$表达水

平%同时选取该院门诊体检健康者
%&(

例作为健康对照组!采用同样的方法检测相同的各项指标表达水平%

结果
!

YT7Y

组患者外周血
!"$

h

7

淋巴细胞数量明显减少!为"

&&'#4]-'(&

$

5

!健康对照组
!"$

h

7

淋巴细

胞数量比
YT7Y

组多!为"

-#'%%]$'%$

$

5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YT7Y

组
!")

h

7

淋巴细胞数量明显

增多!为"

,4'(,]$'(4

$

5

!健康对照组
!")

h

7

淋巴细胞数量比
YT7Y

组患者少!为"

&$'-%]$')&

$

5

!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

$

('(-

$!

!"$

h

7

'

!")

h

7

在感染布尼亚病毒"

YT7YU

$后明显降低%

YT7Y

组
[R6&

表达水平为

"

--')%].'-&

$

$

?

'

R

!健康对照组为"

%%.'(&]-',%

$

$

?

'

R

#

YT7Y

组
7VT6

)

表达水平为"

.&'4%]#'(,

$

$

?

'

R

!健

康对照组为"

%%&')$]$'4%

$

$

?

'

R

#

YT7Y

组
[TV6

2

表达水平为"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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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对照组为"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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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T7Y

组患者感染
YT7YU

后
[R6&

&

7VT6

)

&

[TV6

2

均明显下降!

&

组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

$%结论
!

YT7Y

患者感染
YT7YU

后!导致外周血
!"$

h

7

淋巴细胞减少!

!")

h

7

淋巴细胞增加!

!"$

h

7

与
!")

h

7

比例失衡#造成外周血清中
[R6&

&

7VT6

)

&

[TV6

2

因子表达水平降低%

关键词"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

!

7

淋巴细胞亚群#

!

外周血清因子

中图法分类号"

1$$#'#

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6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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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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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

YT7Y

&俗称/蜱虫

病0#是由感染布尼亚病毒$

YT7YU

&引起的新发传染

病#属自然疫源性疾病*

%

+

)蜱为其主要传播媒介#但

也有相关报道证实了人际间的传播#可能通过接触

YT7Y

患者的血液而感染#裸露皮肤直接接触患者血

液具有较高的危险性)

YT7Y

患者的临床特征以发

热'消化道症状'意识障碍'出血倾向'浅层淋巴结肿

大伴外周血白细胞'血小板减少为主要特征#危重者

可因休克'呼吸衰竭'弥散性血管内凝血及多器官衰

竭而病死*

&

+

)由于其传播媒介的独特#人群普遍易

感#在丘陵'山林'森林等地区生活和生产的居民和劳

动者#以及远赴该地区从事户外活动的人群具有较高

的感染风险)流行病学资料显示#目前
YT7Y

患者

4.5

为农民#中老年居多#男性多于女性#我国已在河

南'江苏'湖北'山东'安徽'辽宁等地区发现了
YT7Y

#

由于对其发病的机制尚不明确#有报道称与机体免疫

损伤'免 疫 功 能 紊 乱 有 关)

YT7Y

病 死 率 约 为

%(5

*

,6$

+

)现探讨
YT7Y

患者外周血
7

淋巴细胞亚群

变化特点及外周血清因子表达水平#为临床治疗及研

究提供相关依据)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取
&(%,

年
-

月
%

日至
&(%#

年
%&

月
%

日该院确诊并治疗的
YT7Y

患者
%,)

例#作为

YT7Y

组#男
)$

例#女
-$

例#平均年龄$

-4'($]4',#

&

岁)另选取同期
%&(

例该院门诊健康体检者作为健

康对照组#平均年龄$

--'(4]#'&,

&岁)

$'/

!

纳入标准
!

依据流行病学史'实验室检测'临床

表现进行确诊*

-

+

!流行季节在丘陵'山林'森林等地工

作'生活或旅行%发现前
&

周内有被蜱虫叮咬史或近
&

周内接触
YT7Y

患者%病例标本分离出
YT7YU

%

YT7YU

标本核酸检测呈阳性%

YT7YU

免疫球蛋白
S

$

[

?

S

&抗体呈阳性%

YT7YU[

?

S

抗体阳转或恢复期

滴度较急性期
$

倍以上增高者)

$''

!

方法

$'''$

!

7

淋巴细胞检测
!

采集
&

组研究对象空腹外

周静脉血
-KR

#离心后取血清#

d.(e

冰箱保存#利

用流式细胞术检测外周血
7

淋巴细胞
!"$

h

7

细胞

和
!")

h

7

细胞#具体步骤如下*

#

+

)$

%

&单细胞悬液制

备!将$

%_%(

-

&

#

$

%_%(

.

&细胞置入
%'-KR

离心管

中
,(((H

"

K9:

离心
-K9:

#弃上清液%加入
T*!Y

缓

冲液
%((

$

R

悬浮细胞)$

&

&封闭表面
TM

受体!在步骤

$

%

&中加入
TM

受体抗体
('-

$

R

$

('-K

?

"

KR

&#水浴
,

K9:

)$

,

&细胞与荧光抗体结合!在步骤$

&

&中加入荧

光抗体
%

$

R

$

('-K

?

"

KR

&#水浴
,(K9:

)$

$

&洗细胞

去除游离的荧光抗体!在步骤$

,

&中加入
T*!Y

缓冲

液
,-(

$

R

#轻轻混匀#

,(((H

"

K9:

离心
-K9:

#弃上清

液#重复步骤$

$

&

&

次)$

-

&上样前处理!取
%((

$

R

仪

器缓冲液加入步骤$

$

&获得的细胞沉淀中#轻轻混匀

悬浮细胞#将细胞悬液移入
T*!Y

专用管中#准备进

行仪器检测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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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周血清因子表达水平检测
!

同时抽取患者

空腹静脉血
,KR

#运用酶联免疫吸附方法检测
&

组

研究对象外周血清白细胞介素
6&

$

[R6&

&'肿瘤坏死因

子
6

)

$

7VT6

)

&'干扰素
6

2

$

[TV6

2

&的表达水平)首先

将血液经至少
('-A

凝集#然后取血清)将酶复合物

用稀释液稀释后#加血清及阴性'阳性对照#经
%A

孵

育#然后洗板#加底物#

('-A

避光反应后加终止液即

完成反应部分#然后读数并判断结果的阴性或

阳性*

.

+

)

$'1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Y+YY&('(

统计软件进行数

据分析#计量资料以
F]@

表示#组间比较使用
;

检验#

!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

组研究对象外周血
7

淋巴细胞亚群结果比

较
!

YT7Y

组患者外周血
!"$

h

7

淋巴细胞数量明显

减少#为$

&&'#4]-'(&

&

5

#健康对照组
!"$

h

7

淋巴

细胞数量比
YT7Y

患者多#为$

-#'%%]$'%$

&

5

#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

$

('(-

&%

YT7Y

组
!")

h

7

淋巴细胞

数量明显增多#为$

,4'(,]$'(4

&

5

#健康对照组

!")

h

7

淋巴细胞数量比
YT7Y

患者少#为$

&$'-%]

$')&

&

5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YT7Y

组

!"$

h

7

"

!")

h

7

感染
YT7YU

后明显降低)见表
%

和图
%

)

表
%

!!

&

组研究对象外周血
7

淋巴细胞亚群

!!!

结果比较#

F]@

$

组别
!"$

h

7

$

5

&

!")

h

7

$

5

&

!"$

h

"

!")

h

YT7Y

组
&&'#4]-'(& ,4'(,]$'(4 ('#&]('&%

健康对照组
-#'%%]$'%$ &$'-%]$')& &'%-]('.&

; %,')& d4',% &'(#

! ('((# ('(&) ('(%#

图
%

!!

&

组研究对象
7

淋巴细胞亚群均数结果比较

表
&

!!

&

组研究对象外周血清因子表达水平

!!!

结果比较#

$

?

&

R

%

F]@

$

组别
[R6& 7VT6

)

[TV6

2

YT7Y

组
--')%].'-& .&'4%]#'(, &%'(%])'&(

健康对照组
%%.'(&]-',% %%&')$]$'4% %(,'%-],'.$

; &(')% %$')( &,'(4

! ('((& ('((. ('((%

/'/

!

&

组研究对象外周血清因子结果比较
!

YT7Y

组
[R6&

因子表达水平为$

--')%].'-&

&

$

?

"

R

#健康对

照组为$

%%.'(&]-',%

&

$

?

"

R

%

YT7Y

组
7VT6

)

因子表

达水平为 $

.&'4%]#'(,

&

$

?

"

R

#健 康 对 照 组 为

$

%%&')$]$'4%

&

$

?

"

R

%

YT7Y

组
[TV6

2

因子表达水平

为$

&%'(%])'&(

&

$

?

"

R

#健康对照组为$

%(,'%-]

,'.$

&

$

?

"

R

%

YT7Y

组患者感染
YT7YU

后
[R6&

'

7VT6

)

'

[TV6

2

因子均明显下降#

&

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

('(-

&)见表
&

和图
&

)

图
&

!!

&

组研究对象外周血清因子表达水平均数结果比较

'

!

讨
!!

论

!!

YT7Y

是近年来出现的一种传染病#其发病机制

缺乏系统研究#且该病临床症状与某些病毒性疾病相

似#易发生误诊#影响患者临床治疗*

)6%(

+

)自
&(%(

年

在河南地区
%

例
YT7Y

患者分离出
YT7YU

后#临床

诊断和实验检测才将
YT7Y

和其他病毒性疾病进行

区分)该病近年来发病率上升#目前尚无有效的疫苗

和治疗药物#病死率高#已严重威胁生命健康#引起较

多医学专家的关注*

%%6%,

+

)老年群体对疾病及病毒的

抵抗力较弱#感染
YT7YU

后自身免疫系统是否因病

毒受到限制#损伤何种抗病毒细胞#将为
YT7Y

的临

床治疗提供思路)

7

淋巴细胞是机体免疫系统内功能最重要的一

大细胞群#正常机体内各个
7

淋巴细胞亚群相互使

用#维持机体正常的免疫功能*

%$

+

)本研究结果表明#

YT7Y

组患者外周血
!"$

h

7

淋巴细胞数量明显减

少#约占健康者的
-(5

#

7A%

为
!"$

h

7

细胞的一种

重要细胞#主要分泌外周血清
[R6&

'

7VT6

)

'

[TV6

2

因

子#这些因子可促进机体免疫系统应答#病毒侵袭时

第一时间进行防御和消灭)感染
YT7YU

后#

!"$

h

7

淋巴细胞数量减少#分泌外周血清
[R6&

'

7VT6

)

'

[TV6

2

因子的能力减弱)本研究结果显示#

YT7Y

组患者

外周血清
[R6&

'

7VT6

)

'

[TV6

2

因子表达水平与健康对

照组比较#明显下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YT7Y

组
7

淋巴细胞亚群
!")

h

7

淋巴细胞与健康对

照组比较#显著上升$

!

$

('(-

&#因为在病毒侵袭时#

机体因病毒刺激产生干扰素#干扰素是先天免疫系统

的一部分#在干扰素的作用下#

!")

h

7

淋巴细胞活性

增强#说明
!")

h

7

淋巴细胞具有抗病毒作用*

%-

+

)但

!"$

h

7

淋巴下降和
!")

h

7

淋巴升高造成比例失衡#

抑制免疫系统的正常工作)本研究结果表明#

YT7Y

组
!"$

h

7

淋巴和
!")

h

7

淋巴的比例为
('#&]

('&%

#而健康对照组为
&'%-]('.&

#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

$

('(-

&#说明了感染
YT7YU

后
7

淋巴细胞亚

群出现变化和比例失衡)

综上所述#感染
YT7YU

后
7

淋巴细胞
!"$

h

7

明显降低#

!")

h

7

淋巴细胞明显升高#

&

种
7

淋巴细

胞比例失衡%外周血清
[R6&

'

7VT6

)

'

[TV6

2

因子的表

达水平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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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探讨!

!"#

!

$%&'()(

"

*

&+,,-&$)./0(122&/%$3&%1&%/(

支气管扩张剂治疗后患者肺功能改变情况的研究"

孙
!

娜%

!蔡宇星&

"

%'

陕西省宝鸡市人民医院呼吸内二科
!

.&%(((

#

&'

陕西省宝鸡市中心医院呼吸科
!

.&%(()

$

!!

摘
!

要"目的
!

探讨支气管扩张患者肺功能及支气管扩张剂使用后的临床疗效%方法
!

选取
&(%-

年
#

月

至
&(%#

年
#

月宝鸡市人民医院治疗的支气管扩张患者
%-(

例!随机分为
&

组!对照组"

.-

例$和试验组"

.-

例$%

对照组患者采用常规对症支持治疗!试验组患者在治疗组的基础上增加噻托溴铵粉吸入治疗%观察
&

组患者

的肺功能指标*用力呼气量"

TU!

$&吸气量"

[!

$&用力呼气量所占预计值百分比"

T0U%5

$&用力呼气量占用力

呼气量的百分比("

T0U%

'

TU!

$

5

)和疗效情况&症状评分改变情况&不良反应情况%结果
!

治疗后
&

组患者病

症评分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且试验组患者比对照组下降得更多!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

$#治疗后
&

组

患者肺功能各项指标均有改善!且试验组患者效果更佳!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

$#试验组患者治疗总有

效率为
4$'.5

#对照组为
.)'.5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结论
!

支气管扩张剂能显著改善支气管扩张

症患者肺部的通气功能!降低临床症状的发生率!值得临床推广与应用%

关键词"支气管扩张#

!

噻托溴铵粉#

!

支气管扩张剂

中图法分类号"

1-#&

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64$--

"

&(%)

$

($6(-&-6(,

!!

支气管扩张症为慢性气道受损引发的支气管管

壁的肌肉与弹力支撑组织结构被破坏#导致一支或者

多支支气管发生不可逆的异常扩张#合并气道慢性炎

性#临床特征主要为气流受限'反复咳嗽'气流阻塞'

咳脓性痰'肺功能降低'反复肺部感染等#是造成肺损

伤的常见病症*

%6&

+

)近年来发病率逐渐上升#病死例

数也逐年增加#对健康造成极大损伤*

,

+

)噻托溴铵粉

吸入剂在支气管咆哮和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治疗中具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R@IS<E!B9:

!

T<IHC@H

J

&(%)

!

U8B'%-

!

V8'$

"

基金项目!陕西省宝鸡市卫生局科研立项课题$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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