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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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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中山市人民医院儿童神经专科确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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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癫痫患儿作为癫痫组!另选取
$%&

例健康儿童作为对照组!流式细胞仪检测两组研究对象外周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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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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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最佳截断值为
!;(&!

时!曲线下面积为
!;+"'

!灵敏度为
'$;+<

$

结论
!

/R$'

%

/R%!

%

Y\

细胞和
Y\@

细胞可作为癫痫患儿免疫状态监测的重要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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癫痫是大脑神经元反复发作性异常放电引起的突发性和

一过性脑功能障碍#以意识障碍'运动'感觉'精神或植物神经

功能紊乱为特征(

$

)

*癫痫的主要原因是大脑细胞内外离子分

布异常#钾离子外流'钙离子内流'钠与氯离子异常转运#导致

脑电生理阵发性去机化漂移#出现大脑短暂性的功能障碍(

%-(

)

*

近来有研究表明#频繁的癫痫发作导致机体免疫功能发生变

化#癫痫患儿存在细胞免疫功能紊乱(

#

)

*本研究从癫痫患儿外

周血
[

淋巴细胞'

Y\

细胞和
Y\@

细胞进行分析#进一步探讨

免疫功能检测在癫痫患儿诊疗中的作用#为临床判断病情和选

择适当的治疗方案提供更多的理论依据*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回顾性分析
%!$(

年
$

月至
%!$"

年
(

月在中

山市人民医院确诊为癫痫的住院患儿共
$%&

例纳入癫痫组#其

中男孩
*"

例#女孩
('

例#平均年龄$

&;+V#;(

%岁#根据,儿科

学$第
+

版%-癫痫诊断标准(

&

)

!$

$

%有明确的癫痫发作史*$

%

%

脑电图中出现棘样'尖波'棘慢复合波等痫样发放波者*入选

标准!$

$

%确诊为癫痫者*$

%

%住院前未接受抗癫痫治疗*$

(

%

过去
"

周没有使用对免疫系统有影响的药物或食物疗法*$

#

%

合并有遗传性代谢疾病'影响免疫系统疾病的患儿不采纳*对

照组!健康儿童共
$%&

例#其中男孩
**

例#女孩
(+

例#平均年

龄$

#;"V%;(

%岁*入选标准!$

$

%无癫痫发作史*$

%

%脑电图

正常*

?;@

!

方法
!

用
1R@,-\

%

抗凝管采集受试者空腹静脉血标本

%H6

*采用直接免疫荧光标记全血溶血法*取
$!!

#

6

全血

制成单细胞悬液#采用
/AK?GBF1

D

57>_6-W/6

流式细胞仪$美

国
[B7UH2?/AKEGBF

公司%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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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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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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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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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

?;A

!

统计学处理
!

应用
:.::%%;!

统计软件#计量资料采用

.V@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非参数检验#

!

$

!;!&

为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并作
83/

曲线分析各项指标灵敏度和特异度*

@

!

结
!!

果

@;?

!

癫痫组与对照组基线特征
!

癫痫组
/R$'

'和
/R%!

'

Y\

细胞和
Y\@

细胞水平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R*

`

/R%*

`和
/R*

`

/R%*

e这两个项目比较#差异没

有统计学意义$

!

#

!;!&

%#见表
$

*

@;@

!

癫痫患儿
/R$'

'

/R%!

和
/R&"

结果在癫痫诊断中
83/

曲线分析
!

83/

曲线见图
$

#

83/

曲线分析结果见表
%

*

表
$

!!

自闭症组与对照组基线特征#

.V@

$

指标 癫痫组 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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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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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在癫痫诊断
83/

曲线分析结果

指标
'&<?0 ,c/ :1 ! 7KG-AII

灵敏度 特异度

/R$' !;*$'

"

!;'** !;'!( !;!#( !;!!!

"

';#!! '$;+!! #*;!!!

/R%! !;+"'

"

!;'+* !;*+( !;!&( !;!!!

"

+;+&! '$;+!! %#;!!!

/R(

e

/R$"

`

/R&"

`

!;"*&

"

!;'%& !;*!& !;!"$ !;!!!

"

*;&&! '&;*!! #*;!!!

/R(

`

/R$"

`

/R&"

`

!;"%*

"

!;'$$ !;+"' !;!+% !;!!$

"

!;(&! '$;+!! %!;!!!

!!!!

注!与对照组比较#

"

!

$

!;!&

*

图
$

!!

83/

曲线

A

!

讨
!!

论

!!

癫痫是一种慢性的'常见的儿童神经系统发育障碍的疾

病#大多数癫痫患儿病情可得到及时诊断和治疗#但仍有部分

患儿错过了早诊断和治疗的最佳时机(

"

)

*本文从癫痫患儿的

免疫调节水平方面观察其免疫状态的变化情况#为临床研究癫

痫患儿的免疫学发病机制提供可靠的依据*

/R$'

是
[

淋巴细胞限制性抗原的一种
&

型跨膜糖蛋白#

作为
[

淋巴细胞表面标志性分子参与到
[

细胞活化和信号传

导中(

+

)

*

/R%!

是
[

系特异度膜表面抗原分子#除了造血干细

胞'

[

系组细胞和浆细胞以外的所有
[

细胞各个分化阶段均有

表达#是抗体产生活化前的状态(

*

)

*本研究中癫痫组患儿

/R$'

'

/R%!

水平较对照组明显升高#提示在癫痫时#

[

淋巴细胞

显著增生'活化导致体内免疫功能亢进*研究表明#活化的
[

淋

巴细胞能分泌大量的免疫球蛋白和细胞因子#使癫痫患儿的神

经兴奋性和神经递质释放发生改变#促进癫痫的发作(

'-$!

)

*

Y\

细胞
/R(

e

/R$"

`

/R&"

`是固有免疫应答细胞#主要

参与机体体液免疫应答#直接杀伤病原体'被感染的靶细胞和

肿瘤细胞*当机体感染后#

Y\

细胞活化#分泌大量的细胞因

子#诱导
@)$

型免疫反应(

$$

)

*

Y\@

是一类特殊的
@

淋巴细

胞#同时具备
@

淋巴细胞和
Y\

细胞特性的新型
@

淋巴细胞

亚群#对淋巴细胞免疫功能产生重要的影响*

Y\@

细胞表面

的分子表型以
/R(

`

'

/R$"

`

'

/R&"

` 为特征#

/R(

`

/R$"

`

/R&"

`与
@

淋巴细胞之比是
Y\@

的值(

$%-$(

)

*由
W0/-9

分子

提呈的糖脂类抗原与
/R$P

分子'

@

细胞受体形成三联体激活

Y\@

后#机体产生相应的
@)$

和
@)%

型细胞因子#调节
@

淋

巴细胞向
@)$

和
@)%

方向分化(

$#

)

*本研究中#癫痫患儿的

Y\

细胞和
Y\@

细胞数增高#使外周血自然杀伤细胞活性和

抗体依赖的细胞介导的细胞毒性作用增强*

Y\

细胞和
Y\@

细胞数升高#使细胞因子分泌增加#使神经元细胞间兴奋因子

改变#从而改变神经兴奋性#导致癫痫发作(

$&-$"

)

*

综上所述#上述免疫指标和癫痫患儿之间关系密切#从而

肯定了对癫痫患儿进行免疫状态监测的价值*但本研究仅比

较癫痫患儿与健康儿童之间外周血的变化情况#且研究标本量

有限#需进一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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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也有类似机制存在#

X1S4

作为调控新生血管增殖形成的重

要调控因子#在大部分恶性血液病细胞中呈现高表达状态*

X1S4

的高表达促进了血管新生及新生血管的自分泌与旁分

泌#进而加速了肿瘤细胞增殖#同时还具有抑制细胞凋亡的功

能*既往研究提示(

*-$!

)

#在实体肿瘤中当肿瘤直径大于
%

毫米

时#肿瘤的生长和增殖就要依赖于新生血管的形成#所以血管

生成与肿瘤的生长浸润以及预后的复发转移等均存在一定的

关联#但是新生血管的形成以及相关作用机制在血液肿瘤研究

当中尚处于起步阶段*虽然有研究报道(

$$-$%

)提示二者存在关

联#但关联程度等细节还有待更多研究提供依据*

本研究中急性白血病患者治疗后
$

年随访#血清
X1S4

表达阳性组中急性髓性白血病复发病例检出
$'

例#阴性患者

中检出
$

例#阳性患者中复发比例明显高于阴性患者&其他的

血清
X1S4

表达阳性患者和骨髓
X1S4

表达阳性患者中同时

检出多例复发病例#而阴性患者中均未发现复发病例#印证了

X1S4

表达与白血病发生之间存在的关联*同时#本研究还发

现治疗后
$

年随访测定血清和骨髓
X1S4

水平#两型急性白

血病复发者的血清和骨髓
X1S4

水平均明显高于缓解者#表

明在缓解状态下
X1S4

表达可出现下降趋势#而复发状态下

水平更高#表明了血清与骨髓中的
X1S4

表达增高可以预测

白血病复发风险*

综上所述#血中及骨髓细胞中的
X1S4

水平均可在急性

白血病的初诊以及复发时表现出高表达状态#而在缓解状态下

表达水平免贵姓下降#特别是在复发状态下#表达水平相对更

高#提示了外周血与骨髓中
X1S4

表达水平有助于预测白血

病复发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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