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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健康成年人分别按年龄性别制订了相应的参考范围&结论
!

在相同地域!相同种族!可以建立健康成年人和儿童外周

血淋巴细胞亚群的正常参考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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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许多疾病#如免疫缺陷病(自身免疫性疾病(白血病(病

毒性肝炎(肝硬化等#患者的外周血淋巴细胞亚群会出现异常

改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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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淋巴细胞亚群的变化#对早期发现和控制这些疾

病#指导临床治疗#评估机体免疫状态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由

于不同地域(年龄患者的淋巴细胞亚群百分率的正常参考范围

不同#所以建立某一地区的正常参考范围有着非常重要的意

义'本研究选取了华中地区健康成年人和健康儿童标本各

!''

例#旨在通过分析其外周血淋巴细胞亚群初步建立武汉地

区健康成年人和健康儿童的淋巴细胞亚群的参考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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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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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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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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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同济医院体检中心的体检者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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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湖北省武汉市儿童医院的儿童体检者纳入本研究'上述成

年人和儿童均经过体检确定无人类免疫缺陷病毒感染(近期无

微生物感染(无慢性器质性疾病(未接触化学毒物(近期未使用

药物治疗(无药物过敏史及手术史(无高血压心脏病(体质量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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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与试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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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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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的配套荧光抗体和溶血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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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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淋巴细胞根据其表型和功能特征可分为不同类别#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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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Q

细胞等'成熟
:

淋巴细胞是高度

不均一的细胞群体#根据功能特点可将其分为
:@

#

:7

(

:H=

*

等%根据表型特征#活化状态及在免疫应答中所起作用#可将
:

淋巴细胞分为初始(效应和记忆性
:

淋巴细胞'

:H=

*

是近年来陆续发现的一类具有免疫抑制作用的细

胞#特征是其本身缺乏增殖能力#可抑制
YZ0

^或
YZ,

^

:

淋巴

细胞的活化和增殖#并能抑制初始
:

淋巴细胞和记忆
:

淋巴

细胞功能'诱导
:H=

*

并非天然存在#而是在抗原诱导下生

成)

"

*

'

:H=

*

细胞在自身免疫病和移植排斥等免疫相关疾病中

可能具有广泛应用前景)

#

*

'本次实验结果显示#

:H=

*

细胞的

百分率体现了年龄和性别引起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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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H=

*

和天然
:H=

*

百分率低于其他组别的成年人'

记忆
:@

遇抗原刺激后以产生效应分子为主#如细胞因子

等#对抗原反应强烈#能辅助
2

淋巴细胞产生抗体%纯真
:@

细

胞遇抗原刺激后以活化增殖为主#主要发挥免疫调理作用#直

接或者通过
YZ,

^

:

淋巴细胞抑制免疫应答的发生#同时其表

面表达的
YZ0&R4

也逐渐转变为
YZ0&RO

)

0

*

'本次实验结果

显示#记忆
:@

细胞百分率在各个组别间不存在差异#而纯真

:@

细胞在
!,

!

&'

岁的男性和女性间存在差异#且男性高于

女性'

YZ",

与其配体结合为
:

淋巴细胞提供活化所必需的共

刺激信号#即第二信号'

YZ",

在风湿性关节炎$

R4

&#

H̀?<=7

病#冠心病患者
:

淋巴细胞中表达减少#可能与自身免疫反应

细胞组织损伤活性增强有关)

&

*

'

YZ,

^

YZ",

^

:

淋巴细胞属于

细胞毒
:

淋巴细胞#与靶细胞直接接触通过排粒作用释放穿

孔素和颗粒酶等细胞毒物质#溶解靶细胞#同时还可能通过释

放一些细胞因子诱导靶细胞的凋亡)

%

*

'有研究表明在喘息性

肺炎患儿可以出现
YZ,

^

YZ",

^

:

淋巴细胞的升高和
YZ0

^

YZ",

^

:

淋巴细胞的降低)

-

*

#

YZ0

^

YZ",

^

:

淋巴细胞在带状

疱疹病毒感染时增高'本研究显示#男女童的
YZ,

^

YZ",

^细

胞百分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而成年人各组间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

cT49ZR

是
+cY9

$

类抗原#是
:

淋巴细胞晚期活化的

标志#根据
cT49ZR

的表达情况#可以得知活化
:7

细胞和活

化的总
:

淋巴细胞的比值'本次实验结果显示#

!,

!

&'

岁成

年男性的活化
:7

和活化
:

总均低于其他组别成年人'

2!

是具有自我更新能力的长寿细胞#参与对多种细菌的

抗感染免疫#属固有免疫效应细胞#另外#

2!

也可能通过产生

)

*

+

类自身抗体而参与某些自身免疫病发生)

,

*

'本研究显示#

成年人各个组别间的
2!

百分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即
2!

百

分率体现了性别和年龄的差异'

YZ!'

分子是一种中性内肽酶#可以水解刺激
2

淋巴细胞

分化的肽类物质#从而使
2

淋巴细胞的分化发生下调'在
2

前体细胞分化发育过程中#

YZ!'

从阴性转为强阳性再转为阴

性'因此#

YZ!'

可以反映
2

前体细胞分化发育过程)

(

*

'本研

究显示#

!,

!

&'

岁成年女性转化
2

的百分率高于其他组成

年人'

我国大部分淋巴细胞亚群百分率参考范围都是参考国外

相关文献制订的'但是淋巴细胞免疫分型参考值受到种族类

别(生活环境(经济水平等因素影响#所以使用国外参考范围会

造成对临床诊断判断的不准确'本研究建立的参考范围较国

外参考范围能更准确地反映武汉地区人群的淋巴细胞亚群分

布#对于医生准确判断本地区患者病情有重要意义'

男童和女童淋巴细胞亚群百分率中#仅
YZ,

^

YZ",

^

"

YZ,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由此可制订本实验室淋巴细胞亚群

的男女童的
(&.

正常参考区间'由于儿童的年龄分布跨越不

大#故未对儿童进行不同年龄区间两两比较'

本实验用方差分析比较同性别不同年龄阶段和同年龄段

不同性别的成年人淋巴细胞亚群百分率#结果显示#仅
YZ0

^

YZ",

^

#

YZ,

^

YZ",

^和记忆
:@

在各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其他项目差异均有统计学差异'由此可制订本实验室淋

巴细胞亚群的男女成年人的正常
(&.

参考范围'目前淋巴细

胞亚群的测定用于多方面的研究#而通常都是将监测结果与健

康人群相比较#以判断被检测者疾病状况'由于健康人外周血

淋巴细胞亚群表型稳定#故所得结果基本上能够反映武汉地区

健康成年人和儿童外周血淋巴细胞亚群的水平#能够作为正常

参考范围#为临床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提供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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