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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敏性紫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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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儿童常见的血管变态反应性疾病#发

病原因不明)诱因多为感染*食物药物过敏*疫苗接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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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研究表明
O/L

患儿存在免疫功能紊乱#表现为多克隆
-

细胞异常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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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分泌免疫球蛋白*

补体等系统也发生紊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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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两者之间是否有

联系并对本病的预后有何影响#为今后更有效的治疗方法提供

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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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儿童常见的血管变态反应性疾病#发病原因不明#

诱因多为感染*药物过敏*疫苗接种等)发病机制为蛋白质等

大分子致敏原作为抗原或小分子致敏原作为半抗原#刺激机体

产生抗体#形成抗原
#

抗体复合物#沉积于血管内膜#激活补体#

导致中性粒细胞游走*趋化及一系列炎症介质的释放#引起血

管炎性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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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研究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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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儿存在免疫功能紊乱#

表现为多克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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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异常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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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失衡密切相关)

本文采用
."!/+

方法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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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正相关关系)

本课题组在实验中发现#在部分迁延不愈*长期反复发作的患

者中#这种免疫失衡的关系表现得尤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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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的治疗方法主要采用抗感染*抗过敏*大剂量激

素*中药等常规药物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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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治疗存在不良反应多*易反复等

问题)反而在免疫调节#尤其是细胞免疫治疗上的方法不多

见#可将治疗思路多着眼于细胞主动免疫治疗与免疫抑制剂的

联合应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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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从调节机体免疫功能*改善肾功能等新思路*

新方法着手治疗
O/L

#极有可能取得更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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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基因组序列差异大于
)_

或
/

基因序列差异

大于
7_

的分型标准#可将
O-T

分为
+

$

O)

个基因型)本

研究采用
MU+

反向斑点杂交芯片技术#对楚雄地区
)%

例乙

型肝炎患者基因分型及耐药性检测#本地区主要以
X

型为主#

-

型其次#与张智等'

$

(

*朱中梁等'

%

(的观点南方与
-

型为主不

相符#本地区
O-T

感染以
X

型为主#提示该部分患者更容易

引起肝癌#且
X

型干扰素治疗应答较差'

1

(

)对
)%

例基因突变

位点分析#以
A;&)*S

突变最多见#其次为
A;'*7T

突变#

A;'*6

*

A;&)&T

及
A;'$1,

突变位点最少)

本研究除基因分型外#还对拉米夫定*替比夫定*阿德福韦

酯及恩替卡韦药敏进行分析#拉米夫定耐药率最高#敏感性最

差#其次为恩替卡韦#替比夫定及阿德福韦酯敏感性最好#耐药

最少)

综上所述#通过病毒分型和耐药性检测#可合理指导临床

抗病毒治疗#避免药品浪费及不必要的毒副反应#缩短抗病毒

疗程#降低诊疗费用#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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