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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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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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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

#'",<'#<#$

!!

修回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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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床研究!

不孕症患者自身抗体与生殖激素水平的相关性分析

刘
!

星"

!

#

!沈
!

敏#

"

"&

湖北省武汉市中医医院检验科
!

!%''''

$

#&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武汉
!%''''

%

!!

摘
!

要"目的
!

探究不孕症女性免疫紊乱与生殖激素水平的相关性&方法
!

选择该院
#'"!

年
6

月至
#'"$

年
6

月收治的
%6'

例不孕症患者作为观察组!同期
#..

例非哺乳期已生育且体检健康女性作为健康对照组&

#

组研究对象应用化学发光法检测血

清卵泡刺激素"

[N(

%'促黄体素"

3(

%'泌乳素"

PS3

%以及抗体阳性率&结果
!

观察组血清自身抗体阳性
.#

例!阴性
#6-

例!阳性

率
#!&-,7

$健康对照组血清自身抗体阳性
",

例!阴性
#-%

例!阳性率
$&%%7

&观察组抗体阳性率明显高于健康对照组!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

$

'&'$

%&自身免疫抗体阳性者血清
3(

'

[N(

'

PS3

水平明显高于阴性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结论
!

不孕症患者自身紊乱发生率高!且其与生殖激素水平呈一定程度的正相关关系&

关键词"生殖激素$

!

不孕症$

!

自身免疫抗体

!"#

!

"'&%.,.

"

8

&9::;&",6%<!"%'&#'",&#'&'!$

文献标识码"

+

文章编号"

",6%<!"%'

"

#'",

%

#'<#.'-<'%

!!

近年来#我国不孕症的发生率呈逐渐上升趋势#育龄女性

的发病率约为
-7

'

"

(

)有研究表明#引发不孕的因素呈多元

性#其中内分泌失调和自身抗体引发的不孕分别占
!'7

和

"'7

'

#

(

)同时提示不孕症可与免疫紊乱及内分泌失调并存)

现探讨不孕症女性与生殖激素水平*免疫紊乱的相关性)报道

如下)

B

!

资料与方法

B&B

!

一般资料
!

选择该院
#'"!

年
6

月至
#'"$

年
6

月收治的

%6'

例不孕症女性作为观察组#年龄
#%

&

!"

岁#平均年龄

$

%%&$_"&-

&岁%不孕时间
"

&

"#

年#平均时间$

,&#_"&$

&年)

入院后经宫腔镜输卵管及生殖系统检查均无异常#男方精液检

查正常#确诊为内分泌失调引发的不孕症#排除其他妇科疾病

及影响其生殖激素分泌异常者)选择同期
#..

例体检健康女

性作为健康对照组#年龄
#"

&

!'

岁#平均年龄$

%#&6_#&%

&岁#

近期未用影响激素水平的药物*无人工流产和非哺乳期且月经

规律者#有正常生育能力#无其他妇科疾病#生殖激素在正常参

考范围内)

#

组研究对象的年龄*体质量等一般资料比较#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具有可比性)

B&C

!

研究方法
!

采集所有研究对象月经第
#

&

%

天空腹静脉

血
%

&

$03

#分离血清待测)采用东曹
+V+#'''

全自动免疫

生化分析仪及其配套试剂#化学发光免疫分析法$

*3V+

&检测

血清泌乳素$

PS3

&*卵泡刺激素$

[N(

&*睾酮$

=

&水平)使用

深圳安群生物技术有限公司酶联免疫吸附法$

)3VN+

&试剂检

测血清抗精子抗体$

+N+K

&*抗子宫内膜抗体$

)X+K

&*抗心磷

脂抗体$

+*+K

&*抗卵巢抗体$

+I+K

&)若抗体中任意
"

项为

阳性#则判定为阳性%若抗体都为阴性#则判定为阴性)

B&D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NPNN"-&'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计数资料组间比较使用卡方检验#计量资料以
L_G

表示#组间

比较应用
=

检验#

!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C

!

结
!!

果

C&B

!

#

组研究对象血清自身抗体检测结果比较
!

观察组血清

自身抗体阳性
.#

例#阴性
#6-

例#阳性率
#!&-,7

%健康对照组

血清自身抗体阳性
",

例#阴性
#-%

例#阳性率
$&%%7

)观察组

明显高于健康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见表
"

)

表
"

!!

#

组研究对象自身抗体检测结果比较'

&

#

7

$(

组别
&

抗体阴性 抗体阳性

观察组
%6' #6-

$

6$&"!

&

.#

$

#!&-,

&

健康对照组
#.. #-%

$

.!&,6

&

",

$

$&%%

&

合计
,,. $,"

$

-%&--

&

"'-

$

",&"#

&

C&C

!

观察组患者自身抗体与血清各指标的相关性
!

观察组患

者自身抗体阳性与阴性者#生殖激素水平比较#阳性者血清促

黄体素$

3(

&*

[N(

*

PS3

水平明显高于阴性者#差异有统计学

+

-'.#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年
"'

月第
%6

卷第
#'

期
!

V;BW3@KX>E

!

IHB1K>G#'",

!

Y12&%6

!

Q1&#'



意义$

!

$

'&'$

&)见表
#

)

C&D

!

健康对照组自身抗体与血清各指标的相关性
!

健康对照

组自身抗体阳性与阴性者#生殖激素水平比较#抗体阳性者血

清
[N(

和
PS3

水平明显高于阴性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3(

水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见

表
%

)

表
#

!!

观察组患者自身抗体与血清各指标的相关性#

L_G

$

自身抗体
& 3(

$

0V4

"

03

&

[N(

$

0V4

"

03

&

PS3

$

;

F

"

03

&

阳性者
.# .&$_"&% -&!_#&6 #$&,_$&#

阴性者
#6- ,&%_#&! $&#_%&% #'&!_%&,

!

$

'&'$

$

'&'$

$

'&'$

表
%

!!

健康对照组自身抗体与血清各指标的相关性#

L_G

$

自身抗体
& 3(

$

0V4

"

03

&

[N(

$

0V4

"

03

&

PS3

$

;

F

"

03

&

阳性者
", $&,_"&. .&#_'&6 "6&%_,&'

阴性者
#-% ,&%_"&. ,&._"&, "#&-_!&%

! '&"-.,

$

'&'''" '&''.6

C&H

!

观察组患者免疫紊乱与血清各指标的
31

F

9:B9H

回归分

析
!

观察组患者抗体是否阳性为因变量#

3(

*

[N(

*

PS3

*年龄

为自变量)自身抗体阳性率为
P

#

3(

水平为
T3(

#

[N(

水平

为
T[N(

#

PS3

水平为
TPS3

#年龄为
T

)方程!

3;

$

P

"

"\

P

&

5\",#&6̀ %&6TPS3`"'&"T3(

#血清
PS3

水平越高#

3(

越高#自身抗体阳性率越高)标准化回归系数提示#患者

3(

水平高#自身抗体阳性概率最大#其次是
PS3

)自身抗体

阳性率与年龄无关)见表
!

)

表
!

!!

观察组患者免疫紊乱与血清各指标的

!!!

31

F

9:B9H

回归分析

变量 参数估计值 标准化回归系数
!

#

!

TPS3 %&6 ,&. $&,# '&'"66

T3( "'&" "'&. 6&., '&''!-

常数项
\",#&6 \ 6&$' '&'',#

C&I

!

健康对照组免疫紊乱与血清各指标的
31

F

9:B9H

回归分

析
!

健康对照组抗体是否阳性为因变量#

[N(

*

PS3

*年龄为自

变量)方程!

3;

$

P

"

"\P

&

5\%"&%̀ #&6T[N( '̀&!TPS3

#血

清
PS3

水平越高#

[N(

越高#自身抗体的阳性率越高)标准

化回归系数提示#

[N(

水平高者自身抗体阳性概率最大#其次

是
PS3

#自身抗体阳性率与年龄无关)见表
$

)

表
$

!!

健康对照组免疫紊乱与血清各指标的

!!!

31

F

9:B9H

回归分析

变量 参数估计值 标准化回归系数
!

#

!

T[N( #&6 #&$ "-&''

$

'&'''"

TPS3 '&! '&. "!&#, '&'''#

常数项
\%"&% \ ##&",

$

'&'''"

!!

注!

\

表示无数据)

D

!

讨
!!

论

!!

内分泌失调引发的不孕在不孕症中所占比例较大#约为

!'7

'

#

(

)卵细胞发育*成熟*受精至胚胎发育的整个过程#均依

赖于女性机体的内分泌调节'

%

(

)有研究表明#神经内分泌系统

与免疫系统密切相关#可调控机体免疫抗体水平#而免疫系统

也会影响内分泌调节#进而构成一个内分泌免疫调节网络)

机体免疫功能紊乱也是引发不孕的重要因素'

!<$

(

)

)X+K

可与子宫内膜中的靶抗原结合#在补体参与下引起子宫内膜的

免疫病理损伤#影响孕卵着床#早期可能严重干扰妊娠#发生流

产)早期胚胎含有精子抗原#

+N+K

与之反应并借助补体*巨

噬细胞*杀伤细胞从而杀伤受精卵和早期胚胎#导致流产)

+I+K

的产生可影响卵巢和卵泡的发育和功能#致使卵巢早

衰*经期不规律*卵泡发育不良#甚至不排卵#产生抗生育效应#

造成不孕)无论是否为系统性红斑狼疮$

N3)

&患者#反复自然

流产和宫内死胎与
+*+K

呈显著正相关'

,<6

(

)

+*+K

阳性的孕

妇在妊娠早期易反复流产#妊娠中*后期易发生宫内胎儿死亡#

特别是
+*+K<V

F

M

水平中*高度升高者'

-<.

(

)有研究报道#不孕

症女性血清
+N+K

*

)X+K

*

+*+K

等自身抗体的水平较高'

"'

(

)

本研究结果表明#内分泌失调不孕症女性的自身抗体阳性

率更高)女性若出现内分泌激素失调#可影响正常排卵#导致

不孕)

3(

在卵泡成熟与维持黄体功能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若
3(

分泌不足#将导致卵泡无法正常发育%而
3(

分泌过多#

则会造成卵泡发育异常#并影响正常排卵)

[N(

分泌过多#导

致卵巢中雌激素分泌减少)

PS3

分泌过多将引发月经失调*

溢乳及排卵异常等#致使不孕)本研究自身抗体阳性的不孕女

性血清
3(

*

[N(

*

PS3

明显高于阴性者#提示免疫紊乱与女性

生殖激素分泌增多相关'

""

(

)

综上所述#女性内分泌失调和自身免疫系统疾病是重要的

不孕因素#免疫系统的功能紊乱可能会影响内分泌系统#促进

不孕症的发生)检测内分泌激素的同时#对不孕症患者自身免

疫抗体检测同样非常重要#只有尽快明确患者不孕症病因#才

能有效提高诊断水平和治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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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研究!

O

型利钠肽和超敏
*

反应蛋白在原发性高血压诊断中的临床意义

邓耀明

"湖南省株洲市妇幼保健院检验科
!

!"#'''

%

!!

摘
!

要"目的
!

探讨
O

型利钠肽"

OQP

%和超敏
*

反应蛋白"

C:<*SP

%在原发性高血压临床诊疗中的意义&方法
!

选取该院高

血压患者
"'#

例作为高血压组!将高血压分为
#

'

$

'

!

级$

#

级
%"

例!

$

级
%$

例!

!

级
%,

例&另选取同期健康体检者
.$

例作为

健康对照组!比较
#

'

$

'

!

级高血压患者治疗前后
OQP

和
C:<*SP

水平&结果
!

高血压患者
OQP

和
C:<*SP

水平明显高于健康

对照组"

!

$

'&'"

%$

#

'

$

'

!

级高血压患者
OQP

水平相互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并随高血压分级的增加而升高$

!

级高血压患者
C:<*SP

水平明显高于
#

'

$

级"

!

$

'&'"

%!

#

'

$

级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结论
!

OQP

和
C:<*SP

水

平与原发性高血压相关!可反映患者血压增高的严重程度!同时
OQP

和
C:<*SP

水平对病情的估计和预后判断具有重要的临床

价值&

关键词"

O

型利钠肽$

!

超敏
*

反应蛋白$

!

高血压!原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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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类饮食习惯的改变及生活压力的不断增大#心脑血

管疾病的发生率越来越高#据国内资料报道#心脑血管疾病仅

次于恶性肿瘤#已成为我国死因的第
#

位'

"<#

(

)高血压是心脑

血管疾病最重要的危险因素#对高血压的有效管控和治疗能降

低其发生率'

%

(

)

O

型利钠肽$

OQP

&是反映心功能的重要激素#

其与高血压有一定的相关性'

!

(

)近年来有学者研究认为#高血

压是一种低度的炎性疾病#

*

反应蛋白$

*SP

&是重要的急性

期蛋白#在炎性*创伤时显著增高#是临床应用最为广泛的炎性

标志物#同时也是心血管疾病的独立危险因子'

$

(

)现探讨

OQP

和超敏
*

反应蛋白$

C:<*SP

&在高血压患者诊疗中的临床

意义#报道如下)

B

!

资料与方法

B&B

!

一般资料
!

收集该院
#'"#

年
,

月至
#'"$

年
-

月治疗的

原发性高血压患者作为高血压组#根据心血管危险分层标准分

为!

#

级患者
%"

例#男
"$

例#女
",

例%

$

级
%$

例#男
",

例#女

".

例%

!

级
%,

例#男
"-

例#女
"-

例#平均年龄$

,#_$&,

&岁)

健康对照组
.$

例均为同期健康体检者#男
!$

例#女
$'

例#平

均年龄$

$._,&-

&岁)

#

组研究对象的年龄*性别等一般资料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具有可比性)

B&C

!

诊断标准
!

采用我国的诊断和分级标准#当收缩压和舒

张压分属于不同分级时#以较高级别为准'

,

(

)见表
"

)

B&D

!

方法
!

所有研究对象于第
#

天清晨空腹取静脉血#立即

送检#离心检测
OQP

和
C:<*SP

)

C:<*SP

采用免疫比浊法#仪

器与试剂均由上海欧普公司提供#

OQP

采用化学发光法#仪器

与试剂由美国贝克曼公司提供#每天常规室内质控和定期参加

临检中心室间质量评价确保结果的准确性)

B&H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NPNN"6&'

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

计量资料以
L_G

表示#组间比较使用方差分析#计数资料组间

比较采用
NQR

法及
=

检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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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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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压的定义和分类#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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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收缩压 舒张压

正常血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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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高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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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血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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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轻度&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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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中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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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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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纯收缩期高血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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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
!!

果

C&B

!

#

组研究对象
OQP

和
C:<*SP

检测结果比较
!

高血压组

患者血清
OQP

和
C:<*SP

水平高于健康对照组#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

$

'&'"

&)高血压组患者不同级别
OQP

水平两两比

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

&%

$

级患者
C:<*SP

水平与

#

级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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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级患者
C:<*SP

水

平明显高于
#

*

$

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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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研究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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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C:<*SP

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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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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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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