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综上所述#

$6B

与
67$

均可以作为血流细菌感染的检测

指标#

$6B

较
67$

更具有临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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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研究!

斑秃患者外周血白细胞介素
A%5

与
B

淋巴细胞亚群的变化及意义

黄晓燕!范
!

晴!唐群力#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六人民医院南院检验科!上海
&*%(==

$

!!

摘
!

要"目的
!

分析斑秃患者外周血白细胞介素
A%5

"

U!A%5

$和
B

淋巴细胞亚群的变化及其意义!以探讨该病的发病机制!为

临床治疗方案的制订提供依据&方法
!

选取
&*%(

年
5

月至
&*%,

年
,

月该院确诊的斑秃患者
Z+

例!另选取
(*

例健康者作为对

照组!采用双抗体夹心法和流式细胞学方法检测外周血
U!A%5

和
B

淋巴细胞亚群!并进行比较分析&结果
!

局限性斑秃组
68'

i

B

淋巴细胞与
68(

i

B

淋巴细胞百分比均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

*)*,

$#普秃%全秃组
68'

i

B

淋巴细胞%

68(

i

B

淋

巴细胞%

68Z

i

B

淋巴细胞百分比均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

*)*,

$#普秃%全秃组
68'

i

B

淋巴细胞与
68Z

i

B

淋巴细

胞百分比均低于局限性斑秃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

*)*,

$#对照组
(*

例"

%**)**V

$

U!A%5

百分含量均小于
%V

!斑秃组仅
((

例"

,%)%+V

$小于
%V

!

U!A%5

百分含量为
%V

"$

'V

%

'V

"$

,V

%

(

,V

的患者分别占
%Z)+*V

%

%&)5=V

%

%5)((V

!明显高于对照

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2

$

*)*,

$&结论
!

斑秃患者反映体内总淋巴水平的
68'

i

B

淋巴细胞低于健康人群!局限性斑秃以

68(

i

B

淋巴细胞为主!全秃%普秃由
68(

i

B

淋巴细胞和
68Z

i

B

淋巴细胞共同作用所致&

关键词"斑秃#

!

白细胞介素
A%5

#

!

B

淋巴细胞亚群

!"#

!

%*)'=+=

"

>

)?@@1)%+5'A(%'*)&*%+)*,)*'+

文献标识码"

"

文章编号"

%+5'A(%'*

"

&*%+

$

*,A*++%A*'

!!

斑秃是一种突然发生的局限性脱发#患者局部皮肤正常#

无疼痛等自觉症状#为皮肤科常见疾病(

%A'

)

*斑秃既可见于成

年人群#又可见于儿童#两性发病率无明显差异#少数患者可见

散在的大面积脱发#当斑秃的面积达一半以上时为难治性斑

秃*目前#对于斑秃的病因及发病机制尚未探究清楚#多认为

是遗传因素'机体免疫系统平衡失调为主#同时掺杂环境因素'

精神压力等因素共同作用所致(

(

)

*斑秃患者具有明显的遗传

易感性和家族聚集性#在外界环境'精神刺激等多种激发刺激

因素作用下#发生针对自身生长期毛囊的细胞免疫反应*本文

研究斑秃患者外周血白细胞介素
A%5

$

U!A%5

&和
B

淋巴细胞亚

群的变化#并分析其所具有的意义*

B

!

资料与方法

B)B

!

一般资料
!

&*%(

年
5

月至
&*%,

年
,

月本院确诊斑秃患

者
Z+

例纳入斑秃组#男
(5

例#女
'=

例%年龄
%Z

"

,&

岁#平均

$

&Z),e&),

&岁%发病时间
%

周至
'+

个月%其中活动期斑秃$皮

损区周围毛发轻拉试验阳性&

'Z

例#稳定期斑秃
(Z

例*根据

发病类型将患者进一步分为!局限性斑秃组$

,(

例&#普秃'全

秃组$

'&

例&*病例纳入排除标准参照文献(

,AZ

)*纳入标准!

$

%

&符合.中国临床皮肤病学/诊断标准%$

&

&年满
%5

周岁的患

者#性别不限%$

'

&入选患者至少两个月前未接受全身皮质醇类

激素#以及其他免疫抑制剂'免疫调节剂治疗#至少
(

周内未接

受局部皮质醇类激素治疗#也没有接受其他生发类药物治疗%

$

(

&患者积极参与和配合#有较好的依从性#便于随访和收集结

果*排除标准!$

%

&症状相似的其他类型脱发#例如先天性脱

发'假性脱发'瘢痕性脱发'头藓'盘状红斑狼疮'扁平苔藓及其

他内分泌系统或免疫系统失调等导致的脱发%$

&

&孕妇及哺乳

期妇女%$

'

&合并恶性进行性高血压者#心功能'肾功能'肝功能

不全等严重的重要脏器器质性疾病者'恶性肿瘤者及精神或智

力障碍者%$

(

&合并其他不能脱离皮质醇类激素治疗#以及其他

免疫抑制剂'免疫调节剂治疗疾病者%$

,

&局部有细菌'真菌感

染或者有糜烂'渗出者*另于健康人群中选取
(*

例作为对照

组#男
&*

例#女
&*

例%年龄
%5

"

,%

岁#平均$

&=)&e')(

&岁%均

无免疫相关性疾病#也无近期感染史*两组年龄'性别等一般

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2

%

*)*,

&#具有可比性*

B)C

!

方法(

=A%*

)

B)C)B

!

标本采集
!

无菌采集斑秃患者及健康人外周静脉血
&

K!

#添加肝素防止血液凝固#血标本应在
(.

之内进行检测*

B)C)C

!

检测方法
!

$

%

&外周血
B

淋巴细胞亚群检测!

,*

#

!

斑

秃患者外周血加入
,

#

!

异硫氰酸荧光素标记的
68(,

$

68(,A

;UB6

&"藻红蛋白标记
68(

$

68(A78%

&"藻红蛋白
A

德州红
A]

标

记
68Z

$

68ZAY68

&"藻红蛋白
A

花青苷
,

标记的
68'

$

68'A

$6,

&抗体#室温避光保存
%,K?1

后#加入溶血素
'**

#

!

#继续

室温避光保存
%,K?1

#再加
,**K!*)=V

生理盐水#

%*K?1

后

上流式细胞仪检测*每次检测前#仪器均经标准荧光微球校

+

%++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年
'

月第
'5

卷第
,

期
!

U1IW!3M#0D

!

#3GH.&*%+

!

LCE)'5

!

9C),



正#且其误差率低于
&V

*$

&

&

U!A%5

的测定!采用双抗体夹心

法*操作!以纯化的人
U!A%5

抗体包被微孔板#制成固相抗体#

再向微孔中依次加入
U!A%5

#再与生物素标记的
U!A%5

抗体结

合#形成抗体
A

抗原
A

酶标抗体双抗体复合物#经彻底洗涤加底

物显色*最终颜色的深浅和样品中
U!A%5

水平呈正相关*然

后用酶标仪在
(,*1K

波长下检测吸光度值#进而通过标准曲

线计算样品中人
U!A%5

的浓度(

%%

)

*

B)D

!

观察指标
!

对比局限性斑秃组和对照组#普秃'全秃组和

对照组#局限性斑秃组和普秃'全秃组的
68'

i

B

淋巴细胞'

68(

i

B

淋巴细胞'

68Z

i

B

淋巴细胞百分比#以及斑秃组和对

照组外周血
U!A%5

百分含量分布*

B)E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S$SS%=)*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处理与

统计学分析#计数资料以例数或百分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

检验%计量资料以
Me<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检验#

2

$

*)*,

为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C

!

结
!!

果

C)B

!

各组外周血
B

淋巴细胞亚群比较
!

与对照组比较#局限

性斑秃组
68'

i

B

淋巴细胞百分比与
68(

i

B

淋巴细胞百分比

均明显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Z

#

2f*)*'*

%

=f

')%5%

#

2f*)**&

&#而
68Z

i

B

淋巴细胞百分比比较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

=f*),=Z

#

2f*),,%

&%普秃'全秃组
68'

i

B

淋巴细

胞百分比'

68(

i

B

淋巴细胞百分比及
68Z

i

B

淋巴细胞百分

比均明显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5+

#

2f*)***

%

=f

')5%'

#

2f*)***

%

=f+)Z&'

#

2f*)***

&*普秃'全秃组
68'

i

B

淋巴细胞百分比'

68Z

i

B

淋巴细胞百分比均明显低于局限性

斑秃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Z',

#

2f*)***

%

=f()Z+'

#

2f*)***

&#而两组
68(

i

B

淋巴细胞百分比比较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

=f*)=%'

#

2f*)'+(

&*见表
%

*

表
%

!!

各组外周血
B

淋巴细胞亚群比较#

Me<

)

V

$

组别
$

68'

i

B

淋巴

细胞百分比

68(

i

B

淋巴

细胞百分比

68Z

i

B

淋巴

细胞百分比

局限性斑秃组
,( +,)%,eZ)5,

"

'%)=5eZ)(%

"

&,)&*e+)'Z

普秃'全秃组
'& ,5)(=e=)&=

"'

'*)&'eZ)5+

"

%Z)&=e+)',

"'

对照组
(* +Z)&,e()5& '+),=e,)5% &,)55e&),%

!!

"

!

2

$

*)*,

#与对照组比较%

'

!

2

$

*)*,

#与局限性斑秃组比较*

C)C

!

斑秃组与对照组外周血
U!A%5

百分含量分布比较
!

对照

组
(*

例$

%**)**V

&

U!A%5

所占百分比均小于
%V

#而斑秃组只

有
((

例$

,%)%+V

&小于
%V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

*)*,

&%斑

秃组
U!A%5

百分含量为
%V

"$

'V

'

'V

"$

,V

'

(

,V

的患者

分别占
%Z)+*V

'

%&)5=V

'

%5)((V

#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均

有统计学意义$

2

$

*)*,

&*见表
&

*

表
&

!!

斑秃组与对照组外周血
U!A%5

百分含量

!!!

分布比较%

$

#

V

$&

组别
$

U!A%5

百分含量

$

%V %V

"$

'V 'V

"$

,V

(

,V

斑秃组
Z+ ((

$

,%)%+

&

%+

$

%Z)+*

&

%%

$

%&)5=

&

%,

$

%5)((

&

对照组
(* (*

$

%**)**

&

*

$

*)**

&

*

$

*)**

&

*

$

*)**

&

&

&

&=)'*& Z),&( ,)+*+ 5)=&*

2 *)*** *)**( *)*%Z *)**,

D

!

讨
!!

论

!!

B

淋巴细胞受体$

B67

&

(8

B

淋巴细胞是近十几年发现的

免疫细胞亚群#研究发现其在斑秃患者外周血或其他相应组织

的分布和数量异常*

B67

由
(

'

8

两条链组成#两者的差异使

得
(8

B

淋巴细胞分为几个亚群*

U!A%5

是一类
B

淋巴细胞分

泌的细胞因子#目前已知的包括
U!A%5"

'

U!A%52

'

U!A%56

'

U!A

%58

'

U!A%5Y

'

U!A%5;+

种#具有强大的致炎作用#此外#还可以

诱导某些白细胞介素类'干扰素类'反应蛋白类及前炎性细胞

因子的表达#进一步促进
B

淋巴细胞活化和局部头皮毛囊组

织的浸润#加重自身免疫反应#扩大斑秃范围及疾病发展速度#

给患者身心带来痛苦(

%&

)

*

本研究发现#局限性斑秃组
68'

i

B

淋巴细胞百分比'

68(

i

B

淋巴细胞百分比明显低于对照组#与范晴等(

%'

)的研究

结果一致#

68(

i

B

淋巴细胞减少可能与局部自身免疫反应导

致成熟淋巴细胞消耗'损伤'凋亡快于生成有关*首先#

68(

i

B

淋巴细胞聚集于斑秃局部皮损处#通过分泌干扰素'肿瘤坏

死因子等细胞因子抑制皮囊生长#打破免疫耐受而进行自身攻

击造成
68(

i

B

淋巴细胞的过度消耗%另一方面#外周活化的

68(

i

B

淋巴细胞启动
;3@

"

;3@!

等凋亡程序#加快自身凋亡*

68'

分子与
B67

以非共价键结合#形成
B67A68'

复合物#为

所有
B

淋巴细胞表面的特征性标志#故
68'

i

B

淋巴细胞水平

代表了总淋巴细胞水平#

68(

i

B

淋巴细胞减少必然会导致

68'

i

B

淋巴细胞的减少%普秃'全秃组总淋巴细胞及各细胞亚

群百分比均明显低于对照组#与王琳等(

%(

)的报道一致*正常

情况下#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物$

#\6

&低表达#

68Z

i

B

淋巴

细胞不被激活导致自身攻击#使毛囊处于免疫豁免状态#但当

生长期低位毛囊上皮人类白细胞抗原$

\!"

&表达上调时#

68Z

i

B

淋巴细胞被活化#导致外周血
68Z

i

B

淋巴细胞减少*

本研究还显示#普秃'全秃组
68'

i

B

淋巴细胞及
68Z

i

B

淋巴

细胞百分比明显低于局限性斑秃组#与相关研究报道一

致(

%,A%+

)

%此外#斑秃患者
U!A%5

百分含量明显高于健康人#荆月

藜(

%5

)也有过同样的报道#表明斑秃的发生与
U!A%5

水平升高

有关#导致斑秃患者体内或局部组织内产生具有促进炎性反应

的
U!A%5

家族#

U!A%5

介导的免疫调节作用启动#患者的头皮局

部甚至大片毛囊区发生了针对自身成分的免疫攻击#表现为局

限性或弥漫性的脱发*

综上所述#斑秃发病中
U!A%5

的炎性作用极其重要#局限

性斑秃以
68(

i

B

淋巴细胞为主#全秃'普秃患者为
68(

i

B

淋

巴细胞和
68Z

i

B

淋巴细胞共同作用所致#应针对不同发病机

制采取不同的治疗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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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研究!

妊娠期血清总胆汁酸测定的临床意义

衡旭民

"汝州市人民医院检验科!河南汝州
(+5,**

$

!!

摘
!

要"目的
!

分析妊娠期测定血清总胆汁酸"

B2"

$的临床意义&方法
!

选取该院
&*%'

年
Z

月至
&*%(

年
Z

月收治的
+*

例

妊娠期妇女"观察组$与行健康体检的
&*

名妇女"对照组$!并按照孕期将观察组进一步分为孕早期组%孕中期组和孕晚期组!比较

分析
B2"

水平&结果
!

对比发现!孕早期%孕中期及孕晚期孕妇血清
B2"

水平均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2

$

*)*,

$#

孕早期%孕中期%孕晚期孕妇及对照组总满意度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f%5)&Z=+

!

2

$

*)*,

$&结论
!

B2"

水平的增加在一

定程度上对胎儿有影响!所以妊娠期妇女应定期到医院做
B2"

测定&

关键词"妊娠期#

!

总胆汁酸#

!

临床意义

!"#

!

%*)'=+=

"

>

)?@@1)%+5'A(%'*)&*%+)*,)*'5

文献标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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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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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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妊娠期肝内胆汁淤积症$

U6$

&是妊娠中'晚期特有的并发

症#临床上以皮肤瘙痒和胆汁酸升高为特征#主要危害胎儿#使

围生儿发病率和病死率增高(

%

)

*该病对妊娠最大的危害是发

生难以预测的胎儿突然死亡#且发生风险与病情严重程度相

关*该病具有复发性#分娩后可迅速消失#再次妊娠或口服雌

激素避孕药时常会复发*肝内胆汁淤积症的主要临床症状包

括!瘙痒'失眠'恶心'呕吐'食欲减退等#瘙痒发生数日至数周

内出现轻度黄疸#部分患者黄疸与瘙痒同时发生#于分娩后数

日内消退#同时伴尿色加深等高胆红素血症表现(

&

)

*

U6$

孕妇

无急慢性肝病体征#肝大但质地软#有轻压痛*本研究以妊娠

期妇女与行健康体检的
&*

名妇女为研究对象#分析妊娠期血

清总胆汁酸$

B2"

&测定的临床意义#现报道如下*

B

!

资料与方法

B)B

!

一般资料
!

&*%'

年
Z

月至
&*%(

年
Z

月本院收治的妊娠

期妇女
+*

例纳入观察组#平均年龄$

&,)+e&),

&岁#按照妊娠

阶段分为
'

个亚组!孕早期组'孕中期组'孕晚期组#各
&*

例*

另选取
&*

例行健康体检的妇女纳入对照组#平均年龄$

'(),e

')(

&岁*两组年龄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2

%

*)*,

&#具有可比性*

B)C

!

仪器与试剂
!

美国
20H4K31<1?60E8T6+**

全自动生化

分析仪#北京利德曼生化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试剂*

B)D

!

方法

B)D)B

!

检测方法
!

采集所有受试者静脉血
&K!

#注入到未添

加抗凝剂的玻璃试管#离心分离血清(

'

)

*对
20H4K31<1?60E

8T6+**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和北京利德曼生化股份有限公司

生产的试剂实施校准和质控*采用循环酶速率法测定血清标

本的
B2"

水平*所有检测步骤按操作规程进行*

B)D)C

!

满意度调查
!

针对治疗效果'医患关系'检测结果'治

疗态度进行评定#每项
&,

分#总分
%**

分#

+*

分以下为不满

意#

+*

分及以上为满意'

Z*

分及以上为非常满意*满意度
f

$非常满意例数
i

满意例数&"总例数
:%**V

*

B)E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S$SS%=)*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处理与

统计分析#计量资料以
Me<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检验%计数

资料以例数或百分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 检验%

2

$

*)*,

为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A(

)

*

C

!

结
!!

果

C)B

!

各组血清
B2"

水平比较
!

对照组
B2"

水平为$

%)&e

*),

&

#

KCE

"

!

'孕早期组为$

&)&e%)(

&

#

KCE

"

!

'孕中期组为

$

')Ze%)Z

&

#

KCE

"

!

'孕晚期组为$

,)+e&)5

&

#

KCE

"

!

*对比发

现#孕早期组'孕中期组及孕晚期组血清
B2"

水平均高于对照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

*)*,

&*

C)C

!

各组患者满意度对比
!

对照组'孕早期组'孕中期组及孕

晚期组非常满意者分别为
5

'

%&

'

%(

'

%+

例#满意者分别为
'

'

,

'

(

'

(

例#不满意者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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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例*

(

组满意度比较#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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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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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组患者满意度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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