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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足口病是一种常见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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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以下儿童和婴儿的接触性病

毒感染疾病#其肠道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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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柯萨奇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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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手足口病患儿中最常见的致病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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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说#大部分的

手足口病患儿表现出轻微的症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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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可能导致感染

者严重的并发症#如脑干脑炎*肺水肿#甚至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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淋巴

细胞是指一组密切参与细胞介导免疫的淋巴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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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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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细胞因子)曾有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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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亚群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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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起的手足口病中扮演的角色进行

过探讨#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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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

`

D

细胞与手足口病的严重程度和

活动度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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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

D

细胞在手足口病的发病和进展中的

确切作用仍然不是很明确#很少有研究对手足口病患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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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比例失衡进行探讨)本研究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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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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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测定#探讨这些指标与

儿童手足口病的相关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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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治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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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年龄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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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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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的
0,("

感染手足口病患

儿作为本研究的研究对象)手足口病的诊断根据原中国卫生

部颁发的,手足口病诊疗指南$

#''4

年版&-)接受免疫治疗或

经静脉注射免疫球蛋白的患儿被排除在本研究之外)年龄匹

配且无感染的健康儿童被纳入作为健康对照组)本研究获得

了每个患儿监护人的知情同意书#得到了徐州儿童医院伦理委

员会批准)将出现中枢神经系统*循环系统和呼吸系统并发症

的患儿列为重症组#其余手足口病患儿列为轻症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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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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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本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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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肝素钠抗凝真空采血管采集每位患儿

和健康对照组儿童的外周血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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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进行检测)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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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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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时反转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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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时反转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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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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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细胞裂解液室温避光
"T=:8

#最后
;!U

洗涤后上流式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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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处理
!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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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符

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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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使用单因素方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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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的的增长#并能抑制炎性反应和缓解超敏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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