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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血小板抗体和
F

细胞亚群检测在诊断原发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

7F;

#中的意义$

方法
!

回顾性分析
2*3B

年
A

月至
2*3E

年
K

月广元市第二人民医院收治的
35A

例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患者的

临床资料!其中
7F;

患者
4A

例"

7F;

组#!继发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

,7F;

#患者
K*

例"

,7F;

组#$选取同期在

该院体检的健康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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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为对照组$采用流式细胞仪检测患者血小板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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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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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线下面积为
*.4A2

!灵敏度为
E6.K_

!特异度为
EB.K_

$结论
!

7F;

患者存在血小板抗体升高和
F

细

胞亚群紊乱的现象!联合检测血小板抗体和
F

细胞亚群能够更加准确地反映患者病情!提高诊断效能!为疾病

的临床治疗提供更好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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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发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

7F;

'是一种好发于儿

童和青少年的自身免疫性出血疾病$

3

%

"该病的发病

是由于不明原因的血小板生成减少和破坏增加!导致

血小板计数减少$

2"A

%

"临床主要以皮肤黏膜出血为

主!甚至出现颅内出血导致死亡"对于
7F;

的诊断尚

无特异性指标!主要依靠患者临床体征和实验室常规

检查!其中血小板抗体和
F

细胞亚群检测是常用的实

验室检查手段$

5"6

%

"本研究以广元市第二人民医院收

治的
7F;

患者为研究对象!通过流式细胞仪检测血小

板抗体和
F

细胞亚群水平!探讨其在疾病诊断中的价

值!从而更好地指导临床工作"

A

!

资料与方法

A.A

!

一般资料
!

回顾性分析
2*3B

年
A

月至
2*3E

年

K

月广元市第二人民医院收治的
35A

例免疫性血小板

减少症患者的临床资料"其中
7F;

患者
4A

例!继发

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

,7F;

'患者
K*

例"纳入标准#

符合第
E

版.内科学-有关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诊断

标准"排除标准#近期使用过激素或免疫抑制剂+凝

血功能障碍+妊娠或哺乳期妇女"选取同期在广元市

第二人民医院体检的健康志愿者
K*

例为对照组"

7F;

组男
A4

例!女
K5

例+年龄
2

"

A*

岁!平均&

36.K̂

4.K

'岁"

,7F;

组男
A3

例!女
34

例+年龄
2

"

24

岁!平

均&

3B.3̂ 3*.3

'岁"对照组男
24

例!女
23

例+年龄

2

"

24

岁!平均&

36.3̂ 3*.5

'岁"

A

组性别*年龄等比

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K

'!具有均衡可比性"

A.B

!

方法

A.B.A

!

血小板抗体检测
!

采集清晨空腹肘静脉血

2#C

!置入含有乙二胺四乙酸&

!?F=

'抗凝剂的真空

采血管!

E**O

(

#%(

离心
3K#%(

!分离血浆"将所得血

浆转移至流式细胞管!

2***O

(

#%(

离心
K#%(

!分离

血小板"将所得血小板转移至另一根流式细胞管!加

入磷酸盐缓冲液洗涤血小板!

2***O

(

#%(

离心
K#%(

!

分离血小板!如此重复
A

次"最后用磷酸盐缓冲液将

所获得的血小板稀释至
Ka3*

4

(

C

!分别加入
A

支流式

细胞管!每管
3**

(

C

"每管加入
2*

(

C

的
8?53

抗体!

再分别加入血小板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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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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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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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

;=7

)

=

'各

2*

(

C

"混匀器混匀!室温避光反应
3K#%(

"每管加

入磷酸盐缓冲液洗涤!

2***O

(

#%(

离心
K#%(

!弃去

上清!再各自加入
K**

(

C

磷酸盐缓冲液!上流式细胞

仪检测"

A.B.B

!

F

细胞亚群检测
!

血样采集和抗凝处理同

3.2.3

"将抗凝后的全血分别加入
2

支流式细胞管!

每管
3**

(

C

"每管加
8?A

b

(

8?E

b

(

8?5K

b

(

8?5

b抗

体各
2*

(

C

"混匀器混匀!室温避光反应
3K#%(

"每

管再分别加入
3#C

的红细胞裂解液!室温避光反应

3K#%(

"

3***O

(

#%(

离心
K#%(

!弃去上清!每管再各

自加入
K**

(

C

磷酸盐缓冲液!上流式细胞仪检测"

A.C

!

统计学处理
!

应用
D;DD3B.*

软件进行数据处

理!计量资料以
G B̂

表示!多组间比较使用方差分

析!组内两两比较采用
CD?"5

检验+计数资料以百分

比表示!组间比较行
!

2 检验+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

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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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线'评价血小板抗体和
F

细胞亚群诊断

7F;

的作用+以
!

$

*.*K

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B

!

结
!!

果

B.A

!

各组血小板抗体和
F

细胞亚群检测结果比较
!

方差分析结果显示!

A

组血小板抗体和
F

细胞亚群比

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K

'"组内两两比较显

示!

7F;

组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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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明显高于

,7F;

组和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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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F;

组患者
8?A

b

*

8?5

b

*

8?5

b

(

8?E

b 水平明显低于

,7F;

组和对照组!而
8?E

b水平明显高于
,7F;

组和

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K

'"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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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组血小板抗体和
F

细胞亚群异常情况比较
!

7F;

组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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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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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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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F;

组患者
8?A

b

*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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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E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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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E

b异常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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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和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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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表
3

!!

各组血小板抗体和
F

细胞亚群检测结果比较%

G B̂

&

组别
( ;=7

)

<

&

_

'

;=7

)

I

&

_

'

;=7

)

=

&

_

'

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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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

'

8?5

b

&

_

'

8?E

b

&

_

'

8?5

b

(

8?E

b

7F;

组
4A 3A.K2̂ E.5A 36.5Â 4.*6 B.*3̂ 6.*4 63.K5̂ 34.E3 A*.K3̂ 3*.KK A6.BB̂ 4.*6 3.22̂ *.65

,7F;

组
K* K.A3̂ A.K4 B.B5̂ 5.*3 2.65̂ 3.EB 6B.K5̂ 3A.55 AK.2B̂ E.E6 AA.54̂ B.K5 3.53̂ *.KK

对照组
K* A.KÊ 2.A3 2.BK̂ 2.23 3.3Â *.45 B2.*K̂ E.43 55.A3̂ 6.K4 24.BÊ 6.KA 3.6B̂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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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

各组血小板抗体和
F

细胞亚群异常情况比较$

(

%

_

&'

组别
( ;=7

)

< ;=7

)

I ;=7

)

= 8?A

b

8?5

b

8?E

b

8?5

b

(

8?E

b

7F;

组
4A K4

&

6A.5

'

6E

&

BA.3

'

5B

&

K*.K

'

A2

&

A5.5

'

A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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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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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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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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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F;

组
K* 3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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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

&

A6.*

'

3*

&

2*.*

'

3*

&

2*.*

'

33

&

22.*

'

4

&

3E.*

'

23

&

52.*

'

对照组
K* 3*

&

2*.*

'

5

&

E.*

'

K

&

3*.*

'

2

&

5.*

'

3

&

2.*

'

A

&

6.*

'

5

&

E.*

'

!

2

24.4EK KE.5B3 24.*K6 3B.AE5 22.63B 26.B33 AB.B4E

!

$

*.*K

$

*.*K

$

*.*K

$

*.*K

$

*.*K

$

*.*K

$

*.*K

B.C

!

血小板抗体和
F

细胞亚群诊断
7F;

的作用
!

血

小板抗体联合
F

细胞亚群诊断
7F;

的
9:8

曲线下

面积&

=G8

'为
*.4A2

!灵敏度为
E6.K_

!特异度为

EB.K_

!均优于单独诊断"见表
A

"

表
A

!!

血小板抗体和
F

细胞亚群诊断
7F;

的作用

指标
=G8

灵敏度&

_

' 特异度&

_

'

血小板抗体
*.4*5 E5.6 6K.A

F

细胞亚群
*.433 B6.K B*.3

联合诊断
*.4A2 E6.K EB.K

C

!

讨
!!

论

!!

临床能够引起血小板计数减少的原因很多!如白

血病*自身免疫病*肿瘤*再生障碍性贫血*感染*

!Q$(,

综合征等都有可能引起血小板计数减少!这一

类称之为
,7F;

$

B"E

%

"目前对于
7F;

的诊断尚无特异

性指标!诊断也主要为排他性诊断!依靠患者临床体

征和实验室常规检查!并排除
,7F;

之后!对于不明原

因所致的血小板减少可诊断为
7F;

"

对于
7F;

的发病机制目前尚无明确定论!大量研

究显示体液免疫和细胞免疫参与了
7F;

的发病!因为

在
7F;

患者中可观察到显著的免疫功能异常改变!主

要表现为
F

*

>

淋巴细胞活化$

4"3*

%

"

F

淋巴细胞是细

胞免疫的主要成分!在抗原刺激时能够活化并分泌相

应的细胞因子!以参与免疫调节功能"其中
8?A

b

*

8?5

b是最主要的诱导和辅助免疫细胞!能够增强和

扩大其他免疫细胞功能!

8?E

b又称为抑制性
F

细胞!

主要平衡
8?A

b和
8?5

b功能"有研究显示$

33

%

!

7F;

患者
8?E

b水平增加!能够直接破坏被抗体包被的血

小板!并抑制骨髓中衰老巨核细胞的凋亡!导致血小

板生成减少"

>

细胞产生抗血小板抗体!加强单核巨

噬细胞对血小板的吞噬!导致外周血血小板清除增

加"有研究显示$

32

%

!患者全血血小板计数与抗血小板

抗体成明显的负相关!也证实了抗血小板抗体增加是

导致血小板计数减少的重要原因"

本研究采用流式细胞术检测血小板抗体和
F

细

胞亚群的水平变化!流式细胞仪具有检测便捷*快速

等特点!而且所需样本量少!大大减少了工作量!缩短

了检测时间"本研究结果发现!

7F;

组患者
;=7

)

<

*

;=7

)

I

*

;=7

)

=

均 明 显 高 于
,7F;

组 和 对 照 组!

8?A

b

*

8?5

b

*

8?5

b

(

8?E

b水平明显低于
,7F;

组和

对照组!而
8?E

b水平明显高于
,7F;

组和对照组"结

果表明
7F;

患者血小板抗体水平显著升高!

F

细胞亚

群比例失调"这与彭征等$

3A

%

*张雪等$

35

%学者的研究

结果基本一致"提示血小板抗体升高和
F

细胞亚群

紊乱参与了疾病的发病!而对于此二者的检测有利于

临床对
7F;

的诊断"本研究进一步采用
9:8

曲线评

价血小板抗体和
F

细胞亚群诊断
7F;

的作用!结果显

示!联合诊断的
=G8

面积和灵敏度均优于单独诊断!

提示血小板抗体联合
F

细胞亚群对于
7F;

具有较高

的诊断效能"

D

!

结
!!

论

!!

7F;

患者存在血小板抗体升高和
F

细胞亚群紊

乱的现象!这可能与疾病的发病相关"联合检测血小

板抗体和
F

细胞亚群能够更加准确地反映患者病情!

提高诊断的效能!为疾病的临床治疗提供更好的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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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性率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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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表明!血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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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与肿瘤临床分期相关!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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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期无关!血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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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聚体水平与肿瘤临床分期相关!同

时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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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期相关"另外!本研究随访结果显示!术前

血浆
8!=

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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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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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结直肠癌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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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生存率均

较低!单因素分析显示术前血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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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聚体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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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水平均为结直肠癌患者预后的危险因素!多因

素分析显示术前血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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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结转移*临床分期相关!有助于结直肠癌术前评估

和治疗方案的确定!且可作为预后评估参考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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