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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周血细胞参数比值及生化比值对
O*X

患者活动性的预测价值"

潘楠楠!刘金连!刘正婷!邓慧敏!肖利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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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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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的
!

探讨血红蛋白)红细胞计数"

).!

$#红细胞计数)白细胞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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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小板计数)白细胞

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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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蛋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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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素氮"

.'̀ /

$#

.+

)尿素氮"

.+̀ /

$对系统性红斑狼疮"

O*X

$疾病活动度

的预测价值%方法
!

选择该院
(&%,P(&%-

年收治的
%'-

例
O*X

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按
O*X

活动度评分表

"

O*XR"U

$评分标准将上述患者分为活动期组"

'[$%

例!

O*XR"U

$

,

分$与静止期组"

'[4$

例!

O*XR"U

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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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检测患者红细胞沉降率"

XO/

$#

.'

#

.+

#球蛋白#尿素氮#尿蛋白#肝功能#肾功能等指标!比较两组

上述指标的差异!计算各指标与
O*XR"U

评分的相关性%结果
!

活动期组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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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静止期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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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O*XR"U

均呈

负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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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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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线$结果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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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性红斑狼疮$

O*X

%是一种多系统损害的慢

性自身免疫性疾病#其临床症状多样#早期症状往往

不典型#可累及皮肤'浆膜'肌肉关节'肾脏'心血管及

中枢神经系统等(

O*X

病情复杂#对其活动度及严重

程度作出正确评估是临床医师诊疗以及预后判断的

重要依据)

%

*

(有研究表明#当
O*X

处于非活动状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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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医学与临床
(&%5

年
5

月第
%4

卷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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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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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单纯激素治疗即可取得满意疗效#而加用大剂量

免疫抑制剂冲击治疗#并不能进一步提高临床缓解

率#反而因为免疫抑制剂的使用量过大#进一步导致

免疫力低下#诱发感染而导致病情更加严重)

(

*

(若处

于活动期#激素加上大剂量免疫抑制剂冲击治疗即可

有效控制
O*X

活动性#改善临床疗效)

(6'

*

(因此监测

O*X

患者活动性对生存期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本

研究采用
O*X

疾病活动指数$

O*XR"U

%对
O*X

活动

度进行评价#同时进行血常规及生化指标的检测#探

讨相关指标对
O*X

活动性的诊断价值(

$

!

资料与方法

$0$

!

一般资料
!

选择
(&%,P(&%-

年本院风湿免疫

科收治的
%'-

例
O*X

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其中活动期

$%

例#静止期
4$

例(纳入标准!符合美国风湿病学会

$

"./

%

%55$

年推荐的
O*X

分类标准(排除标准!恶

性肿瘤'淋巴系统增生性疾病'感染'妊娠期'其他自

身免疫性疾病等患者(根据
O*XR"U

对患者进行评

分#

&

$

+

分基本无活动#

,

$

5

分轻度活动#

%&

$

%+

分

中度活动#

$

%,

分重度活动(其中将得分
'

+

分患者

分为静止期组#

$

,

分患者分为活动期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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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与试剂
!

采用
bX6(%&&

全自动仪检测血常

规#所有试剂均与仪器配套使用(采用迈瑞生物医疗

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的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及相关

配套试剂检测血清中其他生化指标#上述操作均遵循

试剂盒说明书严格执行(

$0'

!

方法
!

要求所有受检者需空腹
-?

以上#分别抽

取
, H*

肘静脉 血至 促凝管 及
XR7"

抗 凝管#

以
'&&&=

"

HAE

的速度离心
%,HAE

#分离血清和血细

胞#抗凝管混匀(同时测定红细胞沉降率$

X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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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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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蛋白'尿素氮'尿蛋白'肝功能'肾功能等指标(

分别进行血红蛋白"红细胞计数$

).!

%'红细胞计

数"白细胞计数$

/a/

%'血小板计数"白细胞计数

$

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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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蛋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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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素氮$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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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尿素氮$

.+̀ /

%值的计算(

$01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O2OO(&0&

统计软件进行数

据分析(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8h@

表示#组

间比较采用
/

检验&不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中

位数和四分位数间距)

G

$

B

(,

#

B

$,

%*表示#组间比较采

用
)CEE6a?A>E9

D

H

检验(计数资料采用百分数表示#

组间比较采用
!

( 检验(相关性分析采用
O

;

9C=HCE

相

关(采用
)9FBC<B%,

软件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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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线%及计算曲线下面积$

"_.

%(以
B

%

&0&,

为差异有统计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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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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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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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患者临床资料的比较
!

静止期及活动期组

患者其年龄'性别构成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B

&

&0&,

%#具有可比性#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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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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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性的相关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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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线分析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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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度的灵敏度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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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异度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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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X

是一种病因复杂的自身免疫性疾病#随着医

疗技术的发展#其生存期较前明显延长#但疾病的活

动性仍是影响其生存期长短的重要因素#因此监测疾

病活动性对指导临床治疗至关重要(近年来#有报道

证明#补体
.'

'补体
.+

'

XO/

'血清白球比值$

"#/

%'

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

Q*/

%'平均血小板体积"血小

板$

)2/

%以及中性粒细胞"补体
.'

$

Q.'/

%均与
O*X

活动性有关)

+6-

*

(

研究表明#

O*X

对血液系统损害主要表现为贫

血'血小板减少和白细胞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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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邱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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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发

现#骨髓检查出现异常的患者外周血的血细胞减少通

常更为明显#这提示骨髓可能是
O*X

在免疫介导机制

下损伤的靶器官之一#进一步导致外周血细胞减少(

同时
2/X73/U_O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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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表明#与健康人比较#

O*X

患者细胞存在明显的炎性超微结构变化#患者体

内自发产生的血纤维蛋白原介导形成血小板与白细

胞之间的伪足#其红细胞结构也发生明显变化#出现

融合膜#表明
O*X

患者血细胞之间相互联系(本研究

结果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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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X

发病机制主要为外来抗原$如病原体'药物

等%引起人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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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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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产生大量不同类型

自身抗体#导致免疫复合物沉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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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耗补体#导致补

体降低(同时#补体成分在
O*X

发病中起着双重作

用#一方面#补体蛋白缺陷或水平低下个体更易患

O*X

&另一方面#补体活化的直接作用以及对免疫细

胞功能的影响可加重
O*X

的病理损害#影响
O*X

病

程的发展和临床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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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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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侵犯肾脏#其

肾脏病理活检可见肾小球病变#其中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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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患

者有显性肾炎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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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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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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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肾脏系统及血液系统的损害是临床

医师在进行诊疗活动时不可忽视的部分(根据疾病

的活动与否选择及时且有效的治疗方案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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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活动度具有一定的准确性#这为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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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性

提供更多临床指标#且血常规结果及生化指标结果对

比其他免疫学结果#节约成本#更加经济便捷(同时

本研究也存在一定不足之处#如研究对象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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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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