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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志强#李子红#范红#等
>

系统性红斑狼疮患者外周血单个红细

胞中
R(*-

'

R(*"$

的表达(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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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丙型病毒性肝炎患者血清细胞因子水平检测及临床意义

牛文强

"湖北省孝感市中心医院核医学科
"

E=%$$$

#

""

摘
"

要"目的
"

探讨慢性丙型病毒性肝炎患者血清白介素
*"$

"

R(*"$

#$白介素
*"%

"

R(*"%

#和白介素
*"A

"

R(*"A

#水平与患者病情

严重程度的关系及意义%方法
"

采用
&(R.1

方法检测
"=!

例慢性丙型肝炎患者和
B#

例健康志愿者的血清
R(*"$

$

R(*"%

和
R(*"A

水平%结果
"

患者血清
R(*"$

$

R(*"%

和
R(*"A

水平与健康对照者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B

%

$>$#

#%且随着病情进展!

R(*"$

和

R(*"A

水平呈增高趋势!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B

%

$>$#

#%结论
"

慢性丙型病毒性肝炎患者血清
R(*"$

$

R(*"%

$

R(*"A

水平在判断慢

性丙型病毒性肝炎炎性损伤及病情进展方面有一定的临床价值%

关键词"肝炎!丙型&

"

白细胞介素&

"

酶联免疫吸附测定

!"#

!

"$>=B-B

"

C

>D558>"-!=*E"=$>%$"%>$A>$E!

文献标识码"

Y

文章编号"

"-!=*E"=$

"

%$"%

#

$A*$BA=*$%

""

丙型肝炎病毒$

T)'

%在大部分患者体内呈慢性病毒感

染#并可导致肝脂肪变'肝纤维化'肝硬化甚至肝癌*然而有关

T)'

的致病机制目前仍未完全明确*现通过检测不同病情丙

型肝炎患者以及健康人群体内白介素
*"$

$

R(*"$

%'白介素
*"%

$

R(*"%

%和白介素
*"A

$

R(*"A

%水平#以期观察细胞因子与慢性丙

型肝炎病情严重程度的关系#结果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该院
%$$#

年
-

月至
%$"$

年
-

月门诊及住院

的慢性丙型肝炎患者
"=!

例#患者根据肝穿刺病检结果分为慢

性丙型肝炎轻度
EA

例'中度
=B

例'重度
%A

例#丙型肝炎后肝

硬化
%%

例*临床诊断符合
%$$E

年中华医学会肝病学分会'中

华医学会传染病与寄生虫病学分会制定的诊断标准(

"

)

*排除

其他系统疾病和其他类型肝炎*健康对照组为健康体检者

B#

例*

?>@

"

方法
"

所有患者收集空腹静脉血
# H(

#分离血清

a!$[

冻存备检*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检测
R(*"$

'

R(*"%

和

R(*"A

#试剂盒由深圳晶美公司提供#严格按试剂盒说明书操

作*

?>A

"

统计学处理
"

应用统计学软件包
.0.."">#K;73D8*

J;Q5

对检测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数据用$

Af3

%表

示#各组指标比较采用
5

检验*

@

"

结
""

果

不同程度丙型肝炎患者及健康对照者血清中细胞因子检

测结果#患者组
R(*"$

及
R(*"A

较健康对照者高#且其升高程度

与病情严重程度呈正比#各组间细胞因子水平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B

%

$>$#

%*患者组
R(*"%

水平高于健康对照组#但各组间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B

$

$>$#

%*见表
"

*

表
"

""

健康对照组及患者组血清细胞因子检测

"""

结果比较%

Af3

$

IP

)

H(

&

组别 例数$

(

%

R(*"$ R(*"% R(*"A

健康对照组
B# "#>=%f">%" =%>"$fE>= "#$>A"fB>%=

慢性轻度肝炎组
EA "A>%Bf">"" E->%=fA>!-"A=>E"f"$>-!

续表
"

""

健康对照组及患者组血清细胞因子检测

"""

结果比较%

Af3

$

IP

)

H(

&

组别 例数$

(

%

R(*"$ R(*"% R(*"A

慢性中度肝炎组
=B E=>=%f->A E=>-!fB>%A%"E>#%f"">%$

慢性重度肝炎组
%A #->!AfA>% =B>!!f->#-=%$>-Af"=>-B

丙肝后肝硬化组
%% -">=%fA>! E=>=%fA>%-EB=>%Af%$>="

A

"

讨
""

论

有关丙型病毒性肝炎的发病机制#目前大多认为是由

T)'

直接损伤和机体免疫应答及免疫调节功能紊乱所致(

%

)

*

在细胞水平中#

<G

细胞是免疫调节的核心*

<G"

及
<G%

相关

的细胞因子与病毒清除及肝细胞损伤密切相关(

=*E

)

*

R(*"$

是典型的
<G%

反应因子*它能抑制
<G"

细胞介导

的免疫反应#诱导
Y

细胞表达
+T)*

)

类抗原#从而使患者体

内体液免疫反应占主导#细胞免疫反应受抑制#细胞毒性
<

淋

巴细胞$

)<(

细胞%活性减弱#肝细胞损伤减轻#病情趋于慢性

化(

#*-

)

*

R(*"A

是近年来发现的一种新的细胞因子*它是由活化的

巨噬细胞和肝脏
,N

I

KK47

细胞产生的#能选择性地促进
<G"

细

胞增殖#诱导
<G"

细胞产生相应的细胞因子#加重
<G"

"

<G%

失衡#即能增强淋巴细胞的细胞毒作用(

!

)

*一方面保护机体清

除病毒感染靶细胞#同时它也引起肝细胞炎性损伤*动物实验

已经证明拮抗
R(*"A

的治疗可以有效减轻肝脏炎性损伤(

A*B

)

*

R(*"A

的许多功能与
R(*"%

相似#在某些方面两者具有协同性*

R(*"A

在肝脏炎性损伤过程中的作用日益引起重视(

"$*""

)

*

本组采用
&(R.1

测定慢性丙型肝炎患者血清中
R(*"A

的水

平#了解其变化规律及其与肝功能受损关系*

R(*"A

在各组丙

型肝炎患者血清中水平较健康对照者明显增高#其水平随着肝

组织炎性活动程度加剧而增高#提示
R(*"A

作为一种炎性因子

在丙型病毒性肝炎的肝损害及抗病毒中发挥重要作用*

本组检测了
B#

例健康者
"=!

例慢性丙型肝炎患者以及丙

肝后肝硬化患者血清中
R(*"$

和
R(*"A

的水平#发现患者组水

+

=AB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年
E

月第
==

卷第
A

期
"

R86\(F9+4J

!

1

I

7D:%$"%

!

';:>==

!

S;>A



平明显高于健康对照组#且与病情严重程度呈正比*这表明

R(*"A

作为一种重要炎性因子参与了慢性丙肝患者肝细胞损

伤的过程#而在炎性因子大量被激活的同时#

R(*"$

作为一种

重要的抗炎因子也被激活#两者互相调节#共同参与发病*

.GF7HF

等(

"%

)研究发现
R(*"A

水平与肝脏炎性活动指数有关#

而
S4NHF8

等(

"=

)研究发现
R(*"A

水平与肝脏纤维化程度有关#

综合本组实验结果#提示慢性丙型肝炎患者
R(*"A

持续高表达

与肝脏炎性反应'肝纤维化程度和肝硬化的发生均有关*

R(*"%

由
<G"

细胞分泌#它能显著刺激
R(*%

'

RUS*

$

'

2+*

).U

等细胞因子的产生#增强
UF5

介导的细胞毒活性#是目前

已知的最有效的
)<(

活性和
S,

活性刺激因子(

"E

)

*目前有

关
R(*"%

检测的报道结果不一#在本组试验中#患者组
R(*"%

水

平高于健康对照组#但各组间差异不明显*有研究表明#

R(*"%

除可单独介导细胞毒性肝脏炎性反应#还可增强
R(*"A

炎性反

应#协同
R(*"A

参与病毒性肝炎的炎性损伤过程*

综上所述#本组认为检测
R(*"$

'

R(*"%

和
R(*"A

水平在判

断慢性丙型病毒性肝炎炎性损伤病情进展方面有一定的临床

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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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血酶原时间检测过程中试剂对检验结果的影响

刘开琴!范久波#

"湖北省襄阳市中心医院医学检验部
"

EE"$%"

#

""

摘
"

要"目的
"

探讨凝血酶原时间"

0<

#检测过程中试剂衰变对检验结果的影响%方法
"

0<

试剂分别在仪器上$冰箱中放置

不同时间后再检测正常组和异常组各
%$

例&两批标本分别检测完成后试剂放置不同时间后检测标本各
%$

例%用新配制新鲜试

剂同时检测标本作为对照%结果
"

试剂在冰箱中放置不同时间后检测结果无差异!而试剂在仪器托盘上放置
"A

$

%$G

时!检测结

果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B

%

$>$#

#&检测完
%$

例标本试剂放置
"-G

后$检测
A$

例标本后放置
"EG

后检测结果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B

%

$>$#

#%结论
"

检测过程中的相关影响因素必须要引起重视!一是要正确保存使用中的试剂!冰箱冷藏是保证活性成分的有

效手段&二是在批量检测过程中!须确保试剂的质量能满足要求!必要时可将质控品随每批标本一起检测%

关键词"凝血酶原时间&

"

试剂衰变&

"

质量控制

!"#

!

"$>=B-B

"

C

>D558>"-!=*E"=$>%$"%>$A>$EA

文献标识码"

Y

文章编号"

"-!=*E"=$

"

%$"%

#

$A*$BAE*$=

""

室内质量控制和室间质量评价是评价检验科检验质量的

有效手段#随着医院信息系统的完善#在网络上调阅室内质控

图很方便检验科管理者掌握检验项目的质量状况*对于血凝

项目而言#每日质控品检测在控后#检验质量是否完全得到保

证#比较试剂放置时间对凝血酶原时间$

0<

%检测结果的影响#

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自该院门诊和住院患者#按,全国临床检验

操作规程-第
=

版采集'处理标本#按仪器作业指导书进行
0<

检测*正常组患者
0<

结果在
B

#

"#5

之间#异常组
0<

结果

大于
"#5

*

?>@

"

仪器与试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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