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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原人附红细胞体致家兔红细胞损伤的实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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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

要"目的
!

通过不同剂量人工接种!采用人附红细胞体感染移居高原"海拔
$8##

米#的成年家兔!观察感染后家兔红细

胞渗透脆性和血浆游离血红蛋白的变化$方法
!

选取移居高原适应
$#@

以上的成年家兔
0"#

只!随机分为
"

组!每组
$#

只!经耳

静脉接种人附红细胞体之后!连续
$#@

观察相关指标!分别于接种前
0@

%窗口期%高峰期和消失期对家兔耳采静脉抽血测定红细

胞渗透脆性及血浆游离血红蛋白$结果
!

窗口期观察
%

组%观察
$

组红细胞脆性增加!高峰期各观察组红细胞脆性均增加"

)

$

#2#"

和
)

$

#2#0

#!消失期各观察组接近接种前和对照组"

)

'

#2#"

#&窗口期%高峰期各观察组血浆中游离血红蛋白均升高!消失

期观察
%

组%观察
$

组血浆中游离血红蛋白升高"

)

$

#2#"

和
)

$

#2#0

#!观察
0

组接近接种前和对照组"

)

'

#2#"

#$结论
!

高原

环境条件下人附红细胞体感染成年家兔!红细胞脆性增加!致红细胞损伤破坏!血浆中游离血红蛋白升高!变化与接种量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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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附红细胞体$

C

I

JC

A

>BJ=a==7

%是寄生于人或动物红细胞

表面(血浆和骨髓中的一群多形态单细胞原生物#它可引起一

种新的人兽共患病,,,人附红细胞体病$

C

I

JC

A

>BJ=a==7656

%#该

病以发热(贫血(黄疸等为主要临床表现'人附红细胞体病被

发现后#已有
$#

多个国家和地区相继报道#其中多为动物和家

畜感染*

0+$

+

'由于人附红细胞体病传播广泛#对畜牧经济造成

的危害较大#越来越引起全世界畜牧兽医界(外经贸检疫界重

视#但其对人体危害尚未引起医学界足够重视'现对西藏人畜

禽人附红细胞体感染进行了流行病学调查#并在收治人附红细

胞体病患者的实践中#积累了一定的临床经验*

9+"

+

'为进一步

认识人附红细胞体病#探讨高原环境条件下人附红细胞体病的

发病机制#对高原人附红细胞体致成年家兔红细胞损伤进行了

实验观察#旨在为高原地区人附红细胞体病防治积累更多的

资料'

>

!

资料与方法

>2>

!

一般资料
!

$

0

%阳性血液标本选择经该院$海拔
$8##G

%

确诊(血涂片染色镜检为重度感染的$

0##

个红细胞中有
!#

个

以上红细胞被人附红细胞体寄生%人附红细胞体病住院患者#

于治疗前采静脉血置干燥无菌含有双草酸盐抗凝剂容器内#轻

轻转动容器混匀#防止血液凝固#

9f

冰箱保存备用'$

%

%阴性

血液标本选择拉萨市区经健康体检(血液涂片染色光镜镜检
$

次并行电镜检查无人附红细胞体感染的献血者#与阳性血液标

本同一时间按相同方法采静脉血轻轻混匀#

9 f

冰箱保存备

用'

>2?

!

方法

>2?2>

!

接种动物
!

健康成年家兔$

9

月龄%

0"#

只#平均体质量

$

%$!3_09

%

N

#雌雄均可#由第三军医大学动物实验中心提供#

经空运至拉萨$海拔
$8##

米%#饲养适应
$#@

以上#连续
$

次

)

38#%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00

年
00

月第
$%

卷第
0:

期
!

R7>SQKMTC@

!

O=FCGMCJ%#00

!

U=H2$%

!

O=20:

"

基金项目!西藏自治区1十五2重点科技项目$

%##0+0##

%'



血涂片光镜检查无人附红细胞体感染'

>2?2?

!

分组及接种
!

双盲法随机分为
"

组#每组
$#

只'分别

于耳静脉接种阳性血液$观察组%(阴性血液$对照组%(生理盐

水$盐水对照组%#分组饲养'见表
0

'

表
0

!!

分组及接种剂量情况

组别 例数$

$

% 接种样品 接种剂量 接种方式

观察
0

组
$#

阳性血液 血液
#2"GQb

生理盐水
02"GQ

耳静脉接种

观察
%

组
$#

阳性血液 血液
02#GQb

生理盐水
02#GQ

耳静脉接种

观察
$

组
$#

阳性血液 血液
%2#GQ

耳静脉接种

阴性对照组
$#

阴性血液 血液
%2#GQ

耳静脉接种

盐水对照组
$#

生理盐水 盐水
%2#GQ

耳静脉接种

>2?2@

!

检测项目
!

不同剂量耳静脉人工接种后#每天定时观

察动物临床症状#测量体温#采静脉血(涂片(瑞氏染色#镜检人

附红细胞体#以确定家兔有无感染人附红细胞体及感染的窗口

期(高峰期和消失期'分别于接种前
0@

(窗口期(高峰期和消

失期对家兔耳采静脉血测定红细胞渗透脆性及血浆游离血红

蛋白#红细胞渗透脆性测定采用红细胞孵育渗透脆性试验#血

浆游离血红蛋白测定采用邻
+

甲联苯胺法#均按常规方法进行

操作'

>2@

!

判定方法和标准
!

$

0

%阳性标准!检测
0##

个视野#只要

查到
0

个人附红细胞体存在即判为阳性'$

%

%感染强度!计数

0##

个视野红细胞上人附红细胞体数量#计算平均每个红细胞

上人附红细胞体数量#将人附红细胞体感染强度分为轻度(中

度和重度三级'平均
0##

个红细胞中有
$#

个以下被人附红细

胞体寄生者定为轻度#有
$0

!

!#

个定为中度#有
!#

个以上定

为重度'$

$

%窗口期!指人工感染成年家兔后血液涂片检查#首

次检出人附红细胞体的天数'即检查
0##

个视野#查到第
0

个

人附红细胞体时的时间'$

9

%高峰期!指人工感染成年家兔后

血液涂片检查#检出平均
0##

个红细胞有
:#

个以上红细胞被

人附红细胞体寄生时#表示人附红细胞体感染达到高峰'$

"

%

消失期!指人工感染成年家兔已出现窗口期和高峰期后#血液

涂片检查#未检出人附红细胞体的天数'即检查
0##

个视野#

未查到
0

个红细胞被人附红细胞体寄生的时间#表示人附红细

胞体已从成年家兔体内消失'

>2A

!

统计学处理
!

实验数据以$

5_9

%表示#显著性检验采用
=

检验'

?

!

结
!!

果

?2>

!

不同剂量接种致成年家兔感染结果
!

见表
%

'

?2?

!

高原人附红细胞体感染成年家兔红细胞渗透脆性测定结

果
!

见表
$

'

?2@

!

高原人附红细胞体感染成年家兔血浆游离血红蛋白测定

结果
!

见表
9

'

?2A

!

家兔临床表现实验过程中#在窗口期观察
0

组有
!

只(观

察
%

组有
0%

只(观察
$

组有
0:

只出现食欲减退和精神不佳&

高峰期各观察组均出现食欲减退和精神不佳#其余均无异常表

现'在窗口期(高峰期各观察组体温均高于
$32#f

$健康家兔

体温为
$:2#

!

$32#f

%#最高达
9023f

&在消失期观察
$

组仅

有
0

只成年家兔体温为
$328f

#其余均无体温升高'

表
%

!!

不同剂量接种致成年家兔感染结果

组别 例数$

$

% 接种方式 接种剂量 窗口期$

@

% 高峰期$

@

% 消失期$

@

%

观察
0

组
$#

耳静脉接种 血液
#2"GQb

生理盐水
02"GQ ! 0! %8

观察
%

组
$#

耳静脉接种 血液
02#GQb

生理盐水
02#GQ " 0! %:

观察
$

组
$#

耳静脉接种 血液
%2#GQ 9 0" %3

阴性对照组
$#

耳静脉接种 血液
%2#GQ # # #

盐水对照组
$#

耳静脉接种 盐水
%2#GQ # # #

表
$

!!

人附红细胞体感染成年家兔红细胞渗透脆性测定结果#

5_9

)

N

(

Q

$

组别
例数

$

$

%

接种前

开始溶血 完全溶血

窗口期

开始溶血 完全溶血

高峰期

开始溶血 完全溶血

消失期

开始溶血 完全溶血

观察
0

组
$# 92$3_#200# $2$$_#2000 928"_#20$! $293_#209" "2!##_#20$9

.#

$23!_#20%$

.#

929#_#20!3 $2$!_#200%

观察
%

组
$# 92$9_#2008 $2%%_#20#0 9230_#20%:

/"

$2""_#20"8

/"

"28!#_#200!

.#

920#_#200!

.#

92%:_#20"! $290_#20#!

观察
$

组
$# 92$"_#2008 $2$3_#20%$ "2!$_#20%:

/"

$2!$_#20#!

/"

!20%#_#20$$

.#

92%%_#20%9

.#

92%%_#209" $2"8_#20!%

阴性对照组
$# 92$$_#2000 $2$8_#200: 92$!_#20$$ $2$:_#200# 92$%#_#20"9 $28"_#2003 920:_#20": $29!_#2008

盐水对照组
$# 92$!_#20!0 $2$"_#2008 92$:_#20#3 $2$8_#20#0 92$!#_#20$" $2$#_#20#: 92%!_#20$9 $2"3_#20%8

!!

/

(

.

!分别与接种前比较#

)

$

#2#"

#

)

$

#2#0

&

"

(

#

!分别与对照组比较#

)

$

#2#"

#

)

$

#2#0

'

)

#:#%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00

年
00

月第
$%

卷第
0:

期
!

R7>SQKMTC@

!

O=FCGMCJ%#00

!

U=H2$%

!

O=20:



表
9

!!

人附红细胞体感染成年家兔血浆游离血红蛋白测定结果#

5_9

)

G

N

(

Q

$

组别 例数$

$

% 接种前 窗口期 高峰期 消失期

观察
0

组
$# $920#_%29" !02$$_0#290

/"

09"2##_0$2%!

.#

$!2"0_"29#

观察
%

组
$# $92$#_%2"3 !82"$_00293

/"

0892##_0%28#

.#

$329:_92$3

/"

观察
$

组
$# $$2:8_%2:3 :02"$_0#2$:

/"

%%92##_0!2$#

.#

9:2"9_"2!!

/"

阴性对照组
$# $$28#_%2!3 $%2$#_$2$0 $920:_92#! $$2!"_$208

盐水对照组
$# $$23#_%28# $$29$_%29% $"2%9_$2!$ $%280_$2#!

!!

/

(

.

!与接种前比较#

)

$

#2#"

#

)

$

#2#0

&

"

(

#与对照组比较#

)

$

#2#"

#

)

$

#2#0

'

@

!

讨
!!

论

人附红细胞体在人群中感染虽然较高#但发病率较低'多

数学者认为#人附红细胞体的毒力较低#致病力较弱#多呈潜伏

状态#只有当机体处于应激状态下才可能发病*

!+:

+

'人附红细

胞体感染机体后引起人附红细胞体病的发病机制#目前还不十

分清楚#有学者认为人附红细胞体病的发病主要是自身免疫和

吞噬细胞的作用所致*

3+0#

+

'选用红细胞渗透脆性实验和血浆

游离血红蛋白作为红细胞损伤指标#观察高原人人附红细胞感

染高原适应
0

个月的成年家兔红细胞损伤状况#以探讨高原环

境条件下人附红细胞体病的发病机制'

@2>

!

接种剂量与各期出现时间
!

本实验结果显示#在高原低

氧(低气压(强幅射(低湿度的特殊自然环境条件下#高原人附

红细胞体感染成年家兔后#相同的接种方式#不同的接种剂量

窗口期出现时间为
9

!

!@

#高峰期出现时间为
0"

!

0!@

#消失

期出现的时间为
%8

!

%3@

'接种量多者窗口期出现时间早#高

峰期出现时间早#而消失期出现时间晚#接种量少者则与之相

反'这一现象对人附红细胞体病病情的判断与评估具有重要

的临床意义'

@2?

!

接种剂量与红细胞脆性
!

红细胞渗透脆性是红细胞损伤

破坏的重要指标#以开始溶血和完全溶血表示'相同的接种方

式#随着接种剂量加大#人附红细胞体感染成年家兔后#窗口期

时红细胞渗透脆性实验开始溶血与完全溶血的值均有不程度

的增加#并随接种人附红细胞体感染剂量的增加而升高&高峰

时期各观察组红细胞渗透脆性实验开始溶血与完全溶血的值

均增加&消失期随接种人附红细胞体感染剂量的增加开始溶血

与完全溶血的值也有不同程度的增加'说明人附红细胞体感

染机体(黏附红细胞后影响红细胞的变型性#红细胞脆性增加

致红细胞损伤#破坏溶血'

@2@

!

接种剂量与血浆游离血红蛋白
!

血浆中游离血红蛋白系

血管内溶血的血红蛋白超过触珠所能结合的量时出现#常因机

体内红细胞破坏增加(增速(超过造血补偿能力范围所致'本

实验结果显示#相同的接种方式#不同的接种剂量#人附红细胞

体感染成年家兔后#各观察组在窗口期和高峰期血浆中游离血

红蛋白均明显增加#与接种前和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2#"

和
)

$

#2#0

%&消失期观察
0

组血浆中游离血红蛋白

接近接种前水平$

)

'

#2#"

%#观察
%

组(观察
$

组血浆中游离

血红蛋白仍高于接种前和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2#"

%'表明人附红细胞体虽已在体内消失#红细胞未能续继

损伤破坏#红细胞脆性未能再增加#但血浆中游离血红蛋白仍

在分解代谢#提示机体仍处于恢复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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