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简介"李富荣$男$主管技师$主要从事临床检验研究%

""

本文引用格式"李富荣$樊瑞军$邓丽
#24M

受体检测评估
PZ3W

患者严重程度的研究&

K

'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

$%

(

!&

)!

!1.%/!1.$#

论著!临床研究

24M

受体检测评估
PZ3W

患者严重程度的研究

李富荣!樊瑞军!邓
"

丽

"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医院临床医学检验诊断中心!宁夏银川
.1%%%"

$

""

摘
"

要"目的
"

探讨
24M

受体"

,4H8

%

,2

F

?%&

%

,M6?

$检测评估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PZ3W

$患者严重程度的

意义&方法
"

选择
"%!1

年
!

月至
"%!'

年
!

月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医院呼吸科收治的
$)'

例
PZ3W

患者作为

PZ3W

组!另收集同期该院
$%%

例体检健康者作为健康对照组!检测
PZ3W

组"

#

%

$

%

%

%

&

期$及健康对照组

血浆中
,4H8

%

,2

F

?%&

%

,M6?

水平!分析其与临床指标的关系!并采用
LA

9

+,7+<

回归分析
PZ3W

的危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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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危险因素&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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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PZ3W

)是一种以持续气流受

限为主要特点的呼吸道疾病$近年来病死率显著上

升$在全球范围内居死亡原因的第
$

位&

!

'

%

PZ3W

发

生常伴自主呼吸功能差#咳嗽#哮喘等气道炎性反应

及意识障碍#嗜睡等精神症状$且极易引发呼吸睡眠

障碍#慢性呼吸衰竭#慢性肺源性心脏病和自发性气

胸等并发症$严重影响患者生活质量&

"

'

%既往研究显

示&

&

'

$

PZ3W

发生#发展与细胞凋亡密切相关%且病

理学研究认为&

$/1

'

$

PZ3W

患者肺内凋亡细胞数量随

巨噬细胞对凋亡细胞吞噬能力的减弱而大量增加$导

致凋亡细胞聚集于肺内而不能及时清除$从而造成凋

亡细胞继发性坏死$致使机体发生炎性反应%目前$

临床上评估
PZ3W

严重程度的血浆标志物较少$

24M

受体是一个受体酪氨酸激酶(

032_,

)亚家族$

2

F

?%&

#

M6?

#

4H8

为其成员且结构相似$具有共同的配

体
S

蛋白与生长停滞特异性蛋白
)

(

=̀,)

)%作为吞噬

凋亡细胞的重要调节蛋白$

24M

受体及其配体具有

介导细胞黏附及吞噬$促进细胞增殖$抑制细胞凋亡

的生理功能$并在机体免疫调节过程中发挥关键作

用%

_U4O

等&

)

'采用动物模型探讨发现
2

F

?%&

#

M6?

#

4H8

基因敲除后
4M

"小鼠肺内凋亡细胞数量明

显增多$发生自发性的自身免疫性肝炎$表明
24M

受体为
PZ3W

凋亡清除过程中的血浆标志物%为此$

本研究通过检测
PZ3W

患者血浆中
2

F

?%&

#

M6?

#

4H8

水平$旨在探讨
PZ3W

中
24M

受体的表达与临床意

义$以期为临床
PZ3W

治疗提供科学依据$现将研究

结果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择
"%!1

年
!

月至
"%!'

年
!

月宁

夏回族自治区人民医院呼吸科收治的
$)'

例
PZ3W

患者作为
PZ3W

组$根据
PZ3W

全球倡议(

Z̀LW

)将

其分为
#

期(

&c&!

)#

$

期(

&c!%.

)#

%

期(

&c!.)

)#

&

期(

&c!1$

)$另收集同期本院
$%%

例体检健康者作

为健康对照组%

PZ3W

组!男
&)1

例$女
!%&

例*年龄

"&

!

'%

岁$平均(

.%#"'d(#&.

)岁%健康对照组!男

"($

例$女
!%)

例*年龄
"1

!

'"

岁$平均(

.%#&.d

)#%1

)岁%

PZ3W

组与健康对照组年龄#性别比较$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

G

'

%#%1

)*研究组第
!

秒用力呼气

容积(

RYN!

)"用力肺活量(

RNP

)#第
!

秒用力呼气容

积占预计计值的百分比(

RYN![

)与健康对照组比

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G

$

%#%1

)*

PZ3W

#

组

RYN![

与
PZ3W

$

组比较有统计学意义 (

G

$

%#%1

)*

PZ3W

$

组#

PZ3W

%

组体质量指数(

IMJ

)及

PZ3W

%

组
RYN![

与
PZ3W

&

组比较$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G

$

%#%1

)*

PZ3W

$

组
RYN![

与
PZ3W

%

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G

$

%#%1

)%见表
!

%

纳入标准!(

!

)诊断标准符合中华医学会呼吸病

分会
PZ3W

学组
"%!&

年制订的
PZ3W

诊治指南&

)

'

*

(

"

)未合并混合性结缔组织病#系统性红斑狼疮#原发

性胆汁性肝硬化#急性特发性多神经炎*(

&

)本研究获

得本院伦理委员会批准$同时入选患者均签署知情同

意书*(

$

)患者住院资料详细*(

1

)心#肝#肾功能正常%

排除标准!(

!

)合并肺结核#肺间质病#支气管扩张等

其他肺部疾病*(

"

)合并类风湿关节炎#硬皮病#甲状

腺自身免疫病等自身免疫性疾病*(

&

)患者对本次研

究有异议*(

$

)妊娠或哺乳期妇女*(

1

)合并严重精神

病或心血管#造血系统疾病*(

)

)合并恶性肿瘤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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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一般资料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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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

&c$)'

)

PZ3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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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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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Z3W

$

期

(

&c!%.

)

PZ3W

%

期

(

&c!.)

)

PZ3W

&

期

(

&c!1$

)

健康对照组

(

&c$%%

)

性别&

&

(

[

)'

"

男
&)1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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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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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1%

)

"

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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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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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1'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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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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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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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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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1d&#")

RYN!

"

RN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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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dA

)

$!#(1d"!#"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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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与健康对照组比较$

=

G

$

%#%1

*与
PZLW

$

期比较$

C

G

$

%#%1

*与
PZLW

&

期比较$

<

G

$

%#%1

*与
PZLW

%

期比较$

;

G

$

%#%1

:#;

"

方法
"

(

!

)入院后抽取所有研究对象晨起空腹

静脉血
$:L

$

!%%%k

9

离心
!% :+-

$收集血浆于

f'%j

冰箱保存$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

YLJS4

)检测

PZ3W

组(

#

#

$

#

%

#

&

期)及健康对照组血浆中

,4H8

#

,2

F

?%&

#

,M6?

水平%

YLJS4

具体步骤如下!在

酶标包被板上设标准品孔
!%

孔$用标准品稀释液梯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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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稀释标准品$稀释后各孔加入待测样品
1%

)

L

$

&.j

温育
&%:+-

%洗涤缓冲液洗涤
1

次$每孔加入

酶标试剂
1%

)

L

$

&.j

温育
&%:+-

%洗涤缓冲液洗涤

1

次$先后加入显色剂
41%

)

L

#显色剂
I1%

)

L

$轻轻

震荡混匀$

&. j

避光显色
!1:+-

%每孔加终止液

1%

)

L

$终止反应(蓝色立转黄色)后
!1:+-

内以空白

空调零$

$1%-:

波长依序测量各孔的吸光度(

,

值)%

主要仪器试剂!碳酸盐包被缓冲液购自南京森贝伽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柠檬酸购自山东恒通生物科技公

司*

&.j

孵育箱购自迪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酶标板

购自上海拜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移液枪购自北京索

莱宝科技有限公司*洗涤缓冲液购自连云港端峰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牛血清清蛋白购自上海西宝生物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无水乙醇购自湖北卓奥环保科技有限

公司*

('[

浓硫酸购自广州市御和田化工科技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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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
PZ3W

患者血浆中
,4H8

#

,M6?

#

,2

F

?%&

与临床指标的关系%

:#<

"

统计学处理
"

本研究数据统计及分析采用

S3SS"%#%

统计软件完成$正态分布计量资料以
1dA

的形式表示$非正态分布计量资料以中位数(四分位

数)&

C

(

G

"1

!

G

.1

)'的形式表示$采用
36=?,A-

相关性

分析各代谢参数与临床病理参数的关系*采用
LA

9

+,/

7+<,

回归分析
PZ3W

的危险因素%

G

$

%#%1

表示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PZ3W

组与健康对照组血浆中
,4H8

#

,2

F

?%&

#

,M6?

水平
"

PZ3W

组血浆中
,4H8

#

,2

F

?%&

#

,M6?

水

平显著低于健康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G

$

%#%1

)%见表
"

%

;#;

"

PZ3W

组
#

#

$

#

%

#

&

期血浆中
,4H8

#

,2

F

?%&

#

,M6?

水平
"

PZ3W

组
#

#

$

#

%

#

&

期血浆中
,2

F

?%&

水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G

'

%#%1

)*

PZ3W

组

#

#

$

#

%

#

&

期血浆中
,4H8

#

,M6?

水平依次下降$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G

$

%#%1

)%见表
&

%

表
"

""

PZ3W

组与健康对照组血浆中
,4H8

(

,2

F

?%&

(

,M6?

"""

水平比较%

-

9

#

:L

)

1dA

&

组别
& ,4H8 ,M6? ,2

F

?%&

PZ3W

组
$)' !)#''d%#)!

=

$#'.d%#!.

=

"#'"d%#!%

=

健康对照组
$%% !'#.(d%#&( 1#$(d%#!' 1#.&d%#"%

""

注!与健康对照组比较$

=

G

$

%#%1

;#<

"

PZ3W

患者血浆中
,4H8

#

,M6?

#

,2

F

?%&

与临床

指标相关性分析
"

血浆
,4H8

与
PZ3W

患者年龄#

RYN!

"

RNP

#

IMJ

#

RYN![

呈 正 相 关 关 系$血 浆

,M6?

#

,2

F

?%&

与患者
RYN![

呈正相关关系%见表

$

#图
!

%

;#=

"

PZ3W

危险因素的
LA

9

+,7+<,

回归分析
"

LA

9

+,/

7+<,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

PZ3W

分期#

,4H8

#

,2

F

?%&

#

,M6?

为
PZ3W

的危险因素%见表
1

%

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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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H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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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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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平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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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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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血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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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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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的相关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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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指标 年龄
IMJ RYN![ RYN!

"

RNP

,4H8 %#%%' %#%1( %#%%% %#%%%

,M6? %#$1% %#)(( %#%!% %#"$(

,2

F

?%& %#!%% %#$.% %#%") %#!'!

""

注!

4

为
,4H8

*

I

为
,M6?

*

P

为
,2

F

?A&

水平

图
!

""

,4H8

(

,M6?

和
,2

F

?A&

水平与
PZ3W

患者相关性散点图

+

!.1!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J-7KL=CM6;

!

KD8

F

"%!(

!

NA8#$%

!

OA#!&



表
1

""

PZ3W

危险因素的
LA

9

+,7+<,

回归分析

项目
M N" *#3B G OO (1[>(

年龄
%#(%" %#1.& %#%.$ %#)$& "#$)$ %#'%!

!

.#1.1

性别
%#!$% %#!". &#%$! %#!1! !#!1% %#'(.

!

!#$.1

PZ3W

分期
!#1!( %#&(1 $#$"1 %#%&1 $#1)' "#!%)

!

(#(%.

,4H8 f%#$&" %#"!" .#)$. %#%"1 %#)$( %#$"'

!

%#('&

,M6? %#(%" %#1.& %#%.$ %#%"& "#$)$ %#'%!

!

.#1.1

,2

F

?A& %#!$% %#!". &#%$! %#%$! !#!1% %#'(.

!

!#$.1

<

"

讨
""

论

""

有文献报道&

.

'

$

24M

受体缺失的小鼠患有系统

性红斑狼疮(

SLY

)#皮肌炎#自身免疫性溶血性贫血

(

4JU4

)等自身免疫病及慢性炎症$这与
24M

受体

信号通路介导的抑制天然免疫#清除凋亡细胞等密切

相关%众所周知$

PZ3W

为一种呈进行性发展的慢性

呼吸道疾病$其确切病因尚不清楚$以往研究报道其

与肺部对有害气体或有害颗粒的异常炎性反应有

关&

'/!%

'

%近期相关研究也报道&

!!

'

$免疫球蛋白
4

(

J̀ 4

)#抗核抗体(

4O4

)#免疫球蛋白
`

(

J̀ `

)#抗肺

上皮细胞抗体(

4YP4

)#免疫球蛋白
M

(

J̀ M

)等多种

自身抗体广泛参与
PZ3W

发病及病情进展$且
PZ3W

患者自身抗体在
Z̀LW

%

期和
Z̀LW

&

期的阳性表

达率更高$进一步证实
PZ3W

发病及进展与自身免疫

有关$且凋亡细胞清除不足现象常存在于自身免疫机

制的形成过程中%

2

F

?%&

#

M6?

#

4H8

具有调控免疫细胞分化#清除凋

亡细胞的重要功能&

!"

'

$与其他相关文献报道相符&

)/.

'

%

血浆分泌型可溶性蛋白
M6?

#

2

F

?%&

#

4H8

与氨基端

8̀=

域结合凋亡细胞膜上外翻的磷酯酰丝氨酸$可促

进
24M

受体的配体
=̀,)

羧基端与单核吞噬细胞表

面
24M

受体结合$以介导巨噬细胞吞噬清除凋亡细

胞%相关研究报道$

PZ3W

患者肺内凋亡细胞的大量

增加使凋亡细胞不能被彻底清除$造成凋亡细胞继发

性坏死$最终导致炎症发生&

!&/!1

'

%因此$推测异常的

24M

受体信号传导可能参与
PZ3W

发病过程%

24M

受体在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

4PS

)#原发性干

燥综合征(

3SS

)#系统性红斑狼疮(

SLY

)等不同疾病

中作用已经有相关研究%刘磊&

!)

'发现
S

蛋白在
SLY

患者血浆中的水平显著下降$

=̀,)

在
SLY

患者血浆

中的水平则显著升高$且
SLY

患者
=̀,)

与
SLY

疾病

活动指数(

SLYW4J

)呈显著负相关$而
SLY

患者
S

蛋

白与
SLYW4J

无明显相关性%杨云娇等&

!.

'研究发

现$

3SS

患者
4H8

在信使
0O4

水平上显著低于健康

对照者$

3SS

患者
,M6?

在血浆水平上显著高于健康

对照组$且
,M6?

与
3SS

患者血浆
J

9

`

呈正相关%吴

俊等&

!'

'对
4PS

患者实施冠状动脉介入手术$发现

4PS

患者
,M6?

#

,2

F

?%&

水平均显著高于健康者$且

4PS

患者
,M6?

与
,2

F

?%&

呈正相关$提示
,M6?

与

,2

F

?%&

可能由丰富表达
,M6?

#

,2

F

?%&

受体的巨噬细

胞产生$且
M6?

可介导巨噬细胞吞噬凋亡细胞$

M6?

受体缺失可能导致凋亡细胞聚集于肺内而不能及时

清除$从而加速动脉粥样化(

4S

)%

本研究以本院收治的
$)'

例
PZ3W

患者为研究

对象$将其与
$%%

例健康对照者对比发现$健康对照

组血浆中
,4H8

#

,2

F

?%&

#

,M6?

水平明显高于
PZ3W

组$这与其他相关文献报道基本吻合&

!)/!'

'

$提示
,4H8

#

,2

F

?%&

#

,M6?

在
PZ3W

发病过程中发生明显变化%

同时$检测
PZ3W

患者
#

#

$

#

%

#

&

期血浆中
,4H8

#

,2

F

?%&

#

,M6?

水平$发现
PZ3W

患者
#

#

$

#

%

#

&

期

血浆中
,2

F

?%&

水平无明显差异$且
PZ3W

组患者血

浆中
,4H8

#

,M6?

水平在
#

#

$

#

%

#

&

期依次显著性下

降%分析其原因可能是随着
PZ3W

病情加重$大量凋

亡细胞在
PZ3W

患者肺内聚集$结合凋亡细胞消耗过

多$导致
,4H8

#

,M6?

水平降低$提示
,4H8

#

,M6?

可用

于评估
PZ3W

严重程度%随后$分析
PZ3W

患者血浆

中
,4H8

#

,M6?

#

,2

F

?%&

与临床指标的相关性时发现$

血浆
,4H8

与
PZ3W

患者年龄#

RYN!

"

RNP

#

IMJ

#

RYN![

呈正相关关系$血浆
,M6?

#

,2

F

?%&

与患者

RYN![

呈正相关关系%

PZ3W

病情越严重$

,4H8

#

IMJ

越低$这与
PZ3W

患者
&

期
IMJ

显著低于
#

#

$

#

%

期相符%为进一步探究
,4H8

#

,2

F

?%&

#

,M6?

在

PZ3W

中的检测意义$采用
LA

9

+,7+<

回归分析
PZ3W

危险因素时发现
PZ3W

分期#

,4H8

#

,2

F

?%&

#

,M6?

为

PZ3W

的危险因素%

=

"

结
""

论

""

综上所述$

,4H8

#

,M6?

#

,2

F

?%&

在
PZ3W

患者血

浆中明显降低$且
,4H8

#

,M6?

水平与
PZ3W

严重程度

密切相关$

,4H8

#

,M6?24M

受体可作为评估
PZ3W

患者严重程度的标志物%但本研究为单中心小样本

研究$仍需多中心大样本研究加以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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