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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自身免疫性疾病的相关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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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目的
!

探讨单核细胞趋化蛋白
$&

$

:>=$&

%'巨噬细胞炎性蛋白
&

%

$

:[=$&

%

%及调节活化正常
)

细

胞表达与分泌的趋化因子$

#(?)Y*

%与自身免疫性疾病的相关性&方法
!

选择
+-&.

年
E

月至
+-&C

年
&+

月

收治的自身免疫性疾病患者
CF

例作为观察组#选择同期健康体检者
E;

例作为对照组&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

验$

Y'[*(

%检测两组趋化因子
:>=$&

'

:[=$&

%

'

#(?)Y*

表达水平#观察不同类型自身免疫性疾病患者中

:>=$&

'

:[=$&

%

'

#(?)Y*

表达水平#采用
=2/04I6

相关性分析软件对
:>=$&

'

:[=$&

%

'

#(?)Y*

与自身免疫

性疾病进行相关性分析&结果
!

观察组患者
:>=$&

'

:[=$&

%

'

#(?)Y*

表达水平均高于对照组$

$

%

-,-E

%#活

动性系统性红斑狼疮$

*'Y

%患者
:[=$&

%

水平低于类风湿关节炎'系统性硬皮病'自身免疫性肝炎患者$

$

%

-,-E

%&相关分析结果表明"类风湿关节炎'自身免疫性肝炎发生率与
:>=$&

'

:[=$&

%

'

#(?)Y*

呈正相关

$

$

%

-,-E

%#活动性
*'Y

发生率与
:[=$&

%

'

#(?)Y*

呈正相关$

$

%

-,-E

%!与
:>=$&

无相关性$

$

$

-,-E

%#系

统性硬皮病发生率与
:>=$&

'

#(?)Y*

呈正相关$

$

%

-,-E

%!与
:[=$&

%

无相关性$

$

$

-,-E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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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身免疫性疾病中呈高表达!与部分自身免疫性疾病存在相关性!加强
:>=$&

'

:[=$&

%

'

#(?)Y*

水平测定能指导临床诊疗!值得推广应用&

关键词"单核细胞趋化蛋白
$&

#

!

巨噬细胞炎性蛋白
&

%

#

!

调节活化正常
)

细胞表达与分泌的趋化因子#

!

自身免疫性疾病

中图法分类号"

#GG.,.

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F+$;G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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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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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免疫性疾病是指机体对自身抗体发生免疫

反应引起的自身组织损害性疾病#与自身抗原产生+

免疫调节异常+交叉抗原及遗传因素有关)

&

*

(流行病

学调查结果表明!自身免疫系统疾病具有发病率高+

病死率高等特点#仅次于癌症与心血管系统疾病#且

该疾病发病率在全球范围内呈上升趋势#影响患者健

康+生活)

+

*

(因此#加强自身免疫性疾病的早期诊断+

治疗对改善患者预后具有重要的意义)

%$G

*

(单核细胞

趋化蛋白
$&

%

:>=$&

&属于一组复杂的小分子量分泌蛋

白超家族#其表达水平异常与炎症+自身免疫疾病有

关$巨噬细胞炎性蛋白
&

%

%

:[=$&

%

&是炎症介质之一#

能参与炎性反应+免疫炎症相关疾病+肿瘤的发生+发

展)

E

*

$调节活化正常
)

细胞表达与分泌的趋化因子

%

#(?)Y*

&是趋化因子
>>

亚家族代表因子#由巨噬

细胞+活性
)

细胞分泌产生#能参与免疫细胞活化反

应)

.

*

(因此#本研究以病例对照方法开展#探讨
:>=$

&

+

:[=$&

%

及
#(?)Y*

与自身免疫性疾病的相关性#

现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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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择
+-&.

年
E

月至
+-&C

年
&+

月治

疗的自身免疫性疾病患者
CF

例作为观察组#其中男

GE

例#女
G+

例$年龄
+&

$

FC

岁#平均%

E.,FCD.,;%

&

岁$病程
&

$

F

年#平均%

G,E&D-,.%

&年$类风湿关节

炎
%G

例#活动性系统性红斑狼疮%

*'Y

&

%-

例#系统性

硬皮病
&%

例#自身免疫性肝炎
&-

例(选择同期健康

体检者
E;

例作为对照组#其中男
%+

例#女
+F

例$年

龄
+&

$

F;

岁#平均%

EF,&&D.,;;

&岁(两组研究对象

性别+年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

$

-,-E

&#具有可

比性(

$,/

!

纳入+排除标准
!

纳入标准!%

&

&符合自身免疫

性疾病的诊断标准)

F

*

#均经检测生化指标确定$%

+

&均

顺利完成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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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

%

&能遵

医嘱完成有关检查+诊断(排除标准!%

&

&合并慢性心

血管系统疾病+恶性肿瘤者$%

+

&近
&

个月使用其他方

法治疗或影响本研究结果者$%

%

&合并精神异常+凝血

异常者(

$,'

!

方法

$,',$

!

标本采集
!

观察组患者入院后第
+

天早晨取

空腹静脉血
%!'

#对照组研究对象健康体检当天取

空腹静脉血
%!'

#

&CFFe

1

离心
%-!"6

#血清分离后

放置在
cC-a

冰箱中#备用(

$,',/

!

检测方法
!

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Y'[*(

&

检测两组研究对象
:>=$&

+

:[=$&

%

+

#(?)Y*

表达

水平$观察不同类型自身免疫性疾病患者中
:>=$&

+

:[=$&

%

+

#(?)Y*

表达水平(

$,','

!

相关性分析
!

采用
=2/04I6

相关性分析软件

对
:>=$&

+

:[=$&

%

+

#(?)Y*

与自身免疫性疾病的

发病率相关性进行分析)

C$;

*

(

$,1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C,-

软件处理#计数资

料采用
0

%

b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 检验$计量资料

采用
ED"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检验$采用
=2/04I6

进行相关分析$以
$

%

-,-E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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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医学与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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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C

月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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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
&E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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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
!!

果

/,$

!

两组
:>=$&

+

:[=$&

%

+

#(?)Y*

表达水平比

较
!

观察组患者
:>=$&

+

:[=$&

%

+

#(?)Y*

表达水

平均高于对照组%

$

%

-,-E

&#见表
&

(

/,/

!

不同自身免疫性疾病患者
:>=$&

+

:[=$&

%

+

#(?)Y*

水平比较
!

类风湿关节炎+活动性
*'Y

+系

统性硬皮病+自身免疫性肝炎患者
:>=$&

+

#(?)Y*

水平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

$

-,-E

&$活动性

*'Y

患者
:[=$&

%

水平低于类风湿关节炎+系统性硬

皮病+自身免疫性肝炎%

$

%

-,-E

&#见表
+

(

表
&

!!

两组
:>=$&

%

:[=$&

%

%

#(?)Y*

!!!

表达水平比较#

ED"

$

项目
0

:>=$&

%

Q1

"

!'

&

:[=$&

%

%

(

1

"

!'

&

#(?)Y*

%

Q1

"

!'

&

观察组
CF %&%,+;D&G,%. &%%,E%D&G,+E FF,+;DG,E+

对照组
E; &-G,.%DF,C% &%,+;D&,+; G&,GFD%,+.

@ .,%;+ C,G%. E,G&E

$

%

-,-E

%

-,-E

%

-,-E

表
+

!!

不同自身免疫性疾病患者
:>=$&

%

:[=$&

%

%

#(?)Y*

水平比较#

ED"

$

疾病类型
0 :>=$&

%

Q1

"

!'

&

:[=$&

%

%

(

1

"

!'

&

#(?)Y*

%

Q1

"

!'

&

类风湿关节炎
%G %-C,E.D&+,%; &+;,.CD&%,G& F%,G;DG,%;

活动性
*'Y %- %&+,E;D&G,-F &%,+%D&,%&

/

FF,&&D.,G&

系统性硬皮病
&% %&E,FFD&%,+% &%-,%&D&%,G% FE,G%DG,G+

自身免疫性肝炎
&- %&-,G;D&%,-& &%+,%GD&%,G. FG,EGD.,GE

!!

注!与系统性硬皮病+自身免疫性肝炎+类风湿关节炎比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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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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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Y*

与自身免疫性疾病

的相关性分析
!

=2/04I6

相关性分析结果表明!类风

湿关节炎+自身免疫性肝炎发生率与
:>=$&

+

:[=$

&

%

+

#(?)Y*

呈正相关%

$

%

-,-E

&$活动性
*'Y

发生

率与
:[=$&

%

+

#(?)Y*

呈正相关%

$

%

-,-E

&#与

:>=$&

无相关性%

$

$

-,-E

&$系统性硬皮病发生率与

:>=$&

+

#(?)Y*

呈正相关%

$

%

-,-E

&#与
:[=$&

%

无

相关性%

$

$

-,-E

&(见表
%

(

表
%

!!

自身免疫性疾病与
:>=$&

%

:[=$&

%

%

!!!

#(?)Y*

的相关性'

?

#

$

$(

疾病类型
:>=$& :[=$&

%

#(?)Y*

类风湿关节炎
-,.%&

%

-,-%+

&

-,E;F

%

-,-&;

&

-,.;+

%

-,-+.

&

活动性
*'Y -,E;C

%

-,-FF

&

-,G&.

%

-,-+&

&

-,.C&

%

-,-%%

&

系统性硬皮病
-,F&&

%

-,-+;

&

-,&+&

%

-,ECF

&

-,FF%

%

-,-+E

&

自身免疫性肝炎
-,.C%

%

-,-%G

&

-,G;.

%

-,-G+

&

-,EE;

%

-,-&G

&

'

!

讨
!!

论

!!

目前临床上认为自身免疫性疾病主要是由于

)H&

+

)H+

细胞功能失衡引起#与
V

淋巴细胞异常激

活+自身抗体生成等有关)

&-

*

(趋化因子是能使细胞发

生趋化作用的细胞因子#能直接参与细胞的募集+活

化#能诱导细胞运动+细胞脱颗粒#在免疫细胞与器官

的发育+免疫应答及炎性反应中发挥了重要的作

用)

&&$&+

*

(

#(?)Y*

是趋化性细胞因子超家族
>>

亚

家族一员#主要由
)

细胞产生#人体内血小板+成纤维

细胞+内皮细胞等也可产生#具有典型的趋化性效应#

能引起受体极化+细胞迁移#从而提高
)

细胞表面间

黏附分子水平#增强+诱导炎症部位浸润能力)

&%

*

(

:[=$&

%

属于
>>

趋化因子家族成员之一#能参与免疫

炎性反应#能与细胞表面受体
>>#

相互作用而发挥

生物学效应(临床研究表明!

:[=$&

%

能促进
)

细胞

从血循环进入炎症组织中#能与树突状细胞+

>\C

B

)

细胞结合#能调节机体内炎症因子水平)

&G

*

(本研究

中#观察组自身免疫系统疾病患者
:>=$&

+

:[=$&

%

+

#(?)Y*

表达水平均高于对照组%

$

%

-,-E

&$活动性

*'Y

患者
:[=$&

%

水平低于类风湿关节炎+系统性硬

皮病+自身免疫性肝炎%

$

%

-,-E

&#说明
:>=$&

+

:[=$

&

%

+

#(?)Y*

在自身免疫系统疾病中均呈高表达#能

直接参与疾病的发生+发展(本研究进一步分析了

:>=$&

+

:[=$&

%

+

#(?)Y*

与自身免疫性疾病的相关

性#结果表明!类风湿关节炎+自身免疫性肝炎发生率

与
:>=$&

+

:[=$&

%

+

#(?)Y*

呈正相关%

$

%

-,-E

&$

活动性
*'Y

发生率与
:[=$&

%

+

#(?)Y*

呈正相关

%

$

%

-,-E

&#与
:>=$&

无相关性%

$

$

-,-E

&$系统性

硬皮病发生率与
:>=$&

+

#(?)Y*

呈正相关%

$

%

-,-E

&#与
:[=$&

%

无相关性%

$

$

-,-E

&$说明
:>=$&

+

:[=$&

%

+

#(?)Y*

表达水平与自身免疫性疾病存在

紧密联系#可能直接参与疾病的发生+发展(国内学

者研究表明!趋化因子在自身免疫系统疾病中发挥了

重要的作用#而
:>=$&

+

:[=$&

%

+

#(?)Y*

均为常见

的炎症趋化因子#能诱导+募集炎症细胞#直接参与
)

淋巴细胞的分化#加剧疾病发展(因此#临床上对于

自身免疫系统疾病患者应加强
:>=$&

+

:[=$&

%

+

#(?)Y*

水平测定#帮助患者早期确诊$对于确诊的

患者应及时制订有效的措施进行治疗#检测患者

:>=$&

+

:[=$&

%

+

#(?)Y*

水平能帮助评估患者预

后#为临床治疗提供依据和参考)

&E

*

(

综上所述#

:>=$&

+

:[=$&

%

+

#(?)Y*

在自身免

疫性疾病中呈高表达#与部分自身免疫性疾病存在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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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医学与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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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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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第
&.

卷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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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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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性#加强
:>=$&

+

:[=$&

%

+

#(?)Y*

水平测定能指

导临床诊疗#值得推广应用(

参考文献

)

&

* 邝建玉#瞿志军#赵蔚#等
,#(?)Y*

+

:>=$&

和
*\A$&

"

在正常人体和
([\*

患者体内含量的对比研究)

X

*

,

中国

感染控制杂志#

+-&F

#

&.

%

;

&!

CG&$CGG,

)

+

* 袁佳利#刘静#夏艳辉#等
,

单核细胞趋化蛋白
$&

与自身免

疫性疾病研究进展)

X

*

,

实用医院临床杂志#

+-&F

#

&G

%

+

&!

&+.$&+;,

)

%

* 兰秀君#吴道全#曾光#等
,

单核细胞趋化蛋白
$&

在抗中性

粒细胞胞浆抗体相关系统性小血管炎中的研究进展)

X

*

,

西部医学#

+-&C

#

%-

%

+

&!

%-%$%-F,

)

G

*

9(?Wf*

#

'[ff

#

>8[9

#

23/O,:2O/3I6"6/3326N/324

Q

/"6 H

LQ

204264"3"J"3

L

/6M M2502/424/430I5

L

32$!2M"/32M

4

Q

"6/O62N0I"6KO/!!/3"I6"6/0/3!IM2OIKIS/O"

Q

O/3"6$"6$

MN52M

Q

/"6

)

X

*

,[6KO/!!/3"I6

#

+-&F

#

G-

%

%

&!

&$&-,

)

E

* 张小莎#张伟
,

活血化瘀中药联合腹腔镜手术对子宫内膜

异位症不孕患者
:>=$&

+

#(?)Y*

+氧化应激及性激素水

平的影响)

X

*

,

海南医学院学报#

+-&F

#

+%

%

+&

&!

+;E.$+;E;,

)

.

* 张娜#刘晓民
,>\+.

"

\==

3

与自身免疫性疾病相关性的

研究进展)

X

*

,

医学综述#

+-&F

#

+%

%

&&

&!

+&-+$+&-E,

)

F

* 王容#黄国锦
,

干扰素基因刺激蛋白信号通路与感染性及

自身免疫性疾病的相关性研究进展)

X

*

,

广西医学#

+-&C

#

G-

%

E

&!

E..$E.;,

)

C

* 郗建雄#张琪明#邹延峰
,)'#F

基因的
*?=

和
>?U

与自

身免疫性疾病相关性的研究进展)

X

*

,

中华医学遗传学杂

志#

+-&F

#

%F

%

+

&!

+C-$+C&,

)

;

*

W[8AA[\( :X

#

U('Y#̂ ?

#

: *̂d8Y#(X

#

23/O,[6$

502/42M4

L

432!"55

L

3I]"62

"

5H2!I]"622S

Q

0244"I6"6/43H$

!/3"5/6M6I6$/43H!/3"5

Q

/3"2634R"3HP/5320"/O

#

J"0/OI0

!"S2MON6

1

"6K253"I6

)

X

*

,[6KON26T/ 3̂H20#24

Q

"0U"0N424

#

+-&G

#

C

%

&

&!

&&.$&++,

)

&-

*郑炜#马俊福
,

转录因子
Y

1

0+

"

Y

1

0%

的生物学作用及与自

身免疫性疾病的相关性)

X

*

,

医学研究生学报#

+-&C

#

%&

%

E

&!

CG$CC,

)

&&

*赵冠华#郜赵伟#张惠中
,

血清腺苷脱氨酶检测在自身免

疫性疾病诊断中的应用价值研究进展)

X

*

,

现代检验医学

杂志#

+-&F

#

%+

%

&

&!

&.-$&.G,

)

&+

*

X8?Wf

#

(@?*@

#

=(#_@

#

23/O,(P430/53E;+G

!

?25$

0I3"552OO4

Q

0I!I32!"50I

1

O"/"6K"O30/3"I6"6

1

O"IPO/43I!/

3H0IN

1

H02

1

NO/3"6

1

:>=$&/6M :[=$%

%

2S

Q

0244"I6

)

X

*

,

>/6520#242/05H

#

+-&F

#

FF

%

&%*N

QQ

O

&!

E;+G$E;+C,

)

&%

*彭韦霞#贺佩祥#刘丽君#等
,

新诊断非酮症糖尿病患者胰

岛相关自身抗体与甲状腺抗体的相关性研究)

X

*

,

中国糖

尿病杂志#

+-&C

#

+.

%

+

&!

&+C$&%+,

)

&G

*赵欣楠#王晓非
,>\B%>\$G>\$C)

细胞与自身免疫性疾

病的研究进展)

X

*

,

医学综述#

+-&F

#

+%

%

&%

&!

+E++$+E+E,

)

&E

*公丕霞#常远#李兆瀛#等
,O65#?(

的作用机制及其在自

身免疫性疾病中的研究进展)

X

*

,

国际免疫学杂志#

+-&C

#

G&

%

+

&!

&;;$&+&,

%收稿日期!

+-&;$-&$&-

!!

修回日期!

+-&;$-G$&+

&

!临床探讨!

!"#

!

$%&'()(

"

*

&+,,-&$)./0(122&/%$(&$2&%1)

快速康复外科理论对骨折患者术后训练依从性及康复效果的影响

刘迪娜

湖北省孝感市中心医院口腔科!湖北孝感
G%+---

!!

摘
!

要"目的
!

探讨快速康复外科理论对骨折患者术后训练依从性及康复效果的影响&方法
!

选取该院

骨科
+-&E

年
&+

月至
+-&F

年
&+

月收治的
&+-

例骨折术后患者!按随机抽签分为观察组$

.-

例%和对照组$

.-

例%!对照组按骨科常规护理!观察组应用快速康复外科护理!比较两组患者术后并发症总发生率'住院时间'住

院费用'下床活动时间及伤口愈合时间!采用数字疼痛评估法$

?#*

%评估两组患者术后疼痛程度!采用康复训

练依从性问卷评估两组患者的依从性&结果
!

术前两组患者疼痛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E

%!观

察组患者术后不同时间点疼痛评分及并发症总发生率显著低于对照组!术后康复训练的依从性明显高于对照

组$

$

%

-,-E

%!且住院时间'住院费用'下床活动时间及伤口愈合时间均明显少于对照组$

$

%

-,-&

%&结论
!

采

用快速康复外科理论对骨折术后患者进行护理!可以有效镇痛!提高患者进行康复训练的依从性!降低并发症

发生率!从而缩短住院时间及恢复时间&

关键词"快速康复外科#

!

骨折#

!

训练依从性

中图法分类号"

#GF%,.

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F+$;GEE

$

+-&;

%

&E$++G;$-G

!!

快速康复外科%

A)*

&是一种在围术期采取具有

循证医学证据的方法优化护理措施#以减轻患者的痛

苦#减少并发症#促进其快速康复的护理方式(该方

法以循证医学为基础#强调多学科共同参与#优化各

项诊疗及护理措施#提升康复效果)

&

*

(随着该理念的

提出#其在临床中应用逐渐增多#胡玉丽等)

+

*

+韩志锋

等)

%

*分别对髋部骨折及肋骨骨折手术患者应用快速

康复外科护理#均取得较好的效果(众所周知#术后

康复训练对促进骨折患者功能恢复尤其重要#因此#

本研究旨在探讨快速康复外科护理对骨折术后患者

'

;G++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C

月第
&.

卷第
&E

期
!

'/P:2M>O"6

!

(N

1

N43+-&;

!

UIO,&.

!

?I,&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