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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患者免疫功能状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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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目的
!

通过对糖尿病患者与健康对照者的体液免疫功能&细胞免疫功能及红细胞免疫黏附功能进行比较!了解糖尿

病患者的免疫功能状态$方法
!

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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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型特种蛋白仪和流式细胞仪对患者及健康对照者行体液免疫和细胞免疫功能的检

测$结果
!

糖尿病患者除
#

S

=

有不同程度的升高外!无论是体液免疫功能还是细胞免疫功能都明显降低!而且红细胞的免疫黏

附功能发生明显变化!与健康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结论
!

糖尿病患者细胞免疫功能不同程度的降低!其胰

岛功能受损也是造成免疫功能降低的重要原因$

关键词"糖尿病'

!

细胞黏附'

!

细胞免疫功能'

!

体液免疫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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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体液免疫功能,细胞免疫功能及红细胞免疫黏附功

能的检测#可了解糖尿病患者的免疫功能状态+现利用
,31

$

型特种蛋白仪和流式细胞仪对其进行检测#结果报道如下+

A

!

资料及方法

A@A

!

一般资料
!

根据
X+Y%AAA

年制定的糖尿病诊断标准#

临床确诊为糖尿病的患者
%&&

例#男
('

例#女
CB

例#年龄

$

KA@'i(@K

%岁#糖尿病程$

>@&i%@C

%年+健康对照组为
%&&

例健康体检者+取静脉血
>F*

#分另注入
C

个试管内!其中取

'F*

分离血清#用于免疫球蛋白检测&

'F*

乙二胺四乙酸

$

_<$=

%抗凝#采集后
(O

内处理#避免冷冻或溶血#用于细胞

免疫功能检测&

%F*

用生理盐水洗涤
'

次#配制成
%e%&

B 个"

毫升红细胞浓度的悬液#用于红细胞黏附实验+

A@B

!

方法

A@B@A

!

仪器与试剂
!

流式细胞仪为
,<

公司
"=6[6-.7/M:

#特

种蛋白仪为德灵
,31

$

型+免疫球蛋白
#

S

a

,

#

S

=

,

#

S

5

和补体

6

C

,

6

K

检测试剂由德灵公司提供&

$

淋巴细胞,

3)

细胞的流式

细胞仪检测试剂由
,<

公司提供+

A@B@B

!

检测方法
!

红细胞免疫黏附功能的检测采用红细胞免

疫复合物花环法+

A@C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4[[%&@&

统计软件的
/

检验进行数

据处理+

B

!

结
!!

果

B@A

!

糖尿病患者组与健康对照组体液免疫功能的结果比较
!

与健康对照组比较#糖尿病患者
#

S

a

水平显著下降#而
#

S

=

有

不同程度的升高#补体
6

C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

补体
6

K

水平高于健康对照组#见表
%

+

表
%

!!

糖尿病患者组与健康对照组免疫球蛋白及补体结果比较#

Ji.

)

S

&

*

$

组别 例数$

'

%

#

S

= #

S

a #

S

5

补体
6

C

补体
6

K

糖尿病患者组
%&& C@&(i%@&K

"

%%@C&iC@&

""

%@'>i&@>B %@&Ci&@'& &@(Ci&@&A

"

健康对照组
%&& '@>&i&@JJ %C@A&i'@> %@'>i&@K> %@&Ji&@%A &@'Ci&@&B

!!

"

!

"

&

&@&>

#

""

!

"

&

&@&%

#与健康对照组比较+

表
'

!!

糖尿病患者组与健康对照组细胞免疫指标结果比较#

Ji.

$

组别 例数$

'

%

6<C 6<K 6<B 6<K

"

6<B ,

淋巴细胞
3)

细胞

糖尿病患者组
%&& (C@'Ki%@CB

"

C%@(Ai>@AB

"

'&@%(iK@C> %@&%i&@%C

"

%'@C(iC@'B

"

J@JAiC@&%

"

健康对照组
%&& JC@%KiC@&> K&@'>i(@%% '%@(KiK@C& %@((i&@'A %J@&BiC@%( %K@%>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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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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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健康对照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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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

!

糖尿病患者组与健康对照组细胞免疫功能的结果比较
!

糖尿病患者组与健康对照组比较#其
6<C

,

6<K

,

6<K

"

6<B

比

值,

,

淋巴细胞,

3)

细胞均显著降低#见表
'

+

B@C

!

糖尿病患者组与健康对照组红细胞黏附功能比较
!

糖尿

病患者组红细胞黏附功能明显降低#与健康对照组比较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见表
C

+

表
C

!!

糖尿病患者组与健康对照组红细胞黏附

!!

功能比较#

Ji.

)

D

$

组别 例数$

'

% 红细胞免疫复合物花环率

健康对照组
%&& B@>iC@'

糖尿病患者组
%&& (@>i'@%

"

!!

"

!

"

&

&@&%

#与健康对照组比较+

C

!

讨
!!

论

机体的免疫状态是抵御外来感染的关键#本研究表明糖尿

病患者组较健康对照组
#

S

a

有明显的降低#提示糖尿病患者免

疫功能发生改变#这可能是由于患者长期处于高血糖状态下#

血细胞的趋化性,吞噬作用及杀菌能力降低#导致免疫力下降#

易并发感染或是感染扩散'

%

(

+糖尿病患者
#

S

=

有明显的升

高#可能是糖尿病患者由于黏膜长期处于亚临床感染状态而存

在黏膜局部免疫系统的增强或者是一种代偿性增高而致'

'

(

+

而糖尿病患者
#

S

5

水平与健康对照组相比几乎无变化#且糖

尿病患者血清免疫球蛋白水平明显下降#可能是长期高糖状态

下多形核白细胞和
,

淋巴细胞功能受损#导致患者应激能力

相对减弱#血清免疫球蛋白水平失衡#可能也是临床上对糖尿

病患者的感染较难控制的原因+

糖尿病患者组与健康对照组的补体水平进行比较'

C

(

#补体

6C

没有显著差异#补体
6K

水平高于健康对照组#提示糖尿病

的发生,发展与体液免疫功能异常有密切的关系外#非特异性

免疫也发生改变+补体是反映机体非特异性免疫的重要指标#

本研究结果显示补体
6K

显著升高#免疫球蛋白也有显著改

变#证明糖尿病患者既有非特异性免疫又有特异性免疫功能的

紊乱+

$

细胞为异质性群体'

K

(

+外周血成熟
$

细胞包含
6<K

f

和
6<B

f

$

细胞两个亚群#其中
6<K

f

$

细胞识别主要组织是

相容性复合体$

5+6

%

$

递呈的抗原肽#根据其分泌的细胞因

子和介导的功能再分为
$O%

和
$O'

细胞+

6<B

f

$

细胞识别

5+6

&

递呈的抗原肽#根据功能可分为细胞毒性
$

细胞和抑

制性
$

细胞+

,

细胞在受到抗原刺激时迅速向浆细胞分化#产

生各种抗体参与体液免疫应答+

3)

细胞具有细胞毒性效应#

无需预先致敏就能自发杀伤靶细胞#在肿瘤免疫和抗病毒感染

中均起重要作用+本研究结果显示#与健康者比较#糖尿病患

者无论伴或不伴感染#其
6<C

f

,

6<K

f

,

6<K

f

"

6<B

f 比值,

,

淋巴细胞,

3)

细胞均显著降低#表明糖尿病患者体内细胞免

疫功能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糖尿病患者除持续高血糖外#胰

岛功能受损也是造成其细胞免疫功能降低的重要原因+

红细胞免疫系统是机体免疫功能的重要组成部分+红细

胞免疫功能主要是通过膜上的
6

C/

受体与
6

C/

特异的免疫黏附

实现的+

6

C/

能与许多生物活性颗粒$如各种抗原物质,免疫复

合物,寄生虫,微生物等%非特异性牢固结合+红细胞
6

C/

受体

通过与
6

C/

的特异性结合#使循环中的许多生物活性物质黏附

到红细胞膜上#从而促进多形核细胞对微生物的吞噬或将黏附

的抗原微生物等带到肝,脾网状内皮系统经吞噬细胞消灭'

>

(

+

本组糖尿病患者的红细胞免疫黏附功能较健康对照组有显著

降低+

糖尿病患者存在免疫功能紊乱#但究竟是由于免疫功能紊

乱而导致糖尿病#使血糖升高,代谢紊乱#还是糖尿病的一系列

改变导致患者免疫功能紊乱#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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