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论著!基础研究

儿童呼吸系统感染性疾病中淋巴细胞亚群的改变及临床价值!

吕晓艳!肖贺欣!王
"

言!朱长吉!王
"

莹#

"吉林大学第二医院检验科!吉林长春
!"##$!

#

""

摘
"

要"目的
"

检测儿童常见呼吸系统感染性疾病病程中淋巴细胞亚群的改变!并探讨其在疾病中的特点

及临床意义$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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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比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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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值#在儿童呼吸系统感染性疾病诊断中的价

值$方法
"

选取儿科收治的呼吸系统感染性疾病患儿
!$!

例!包括上呼吸道感染
"+

例!支气管炎
""

例!毛细支

气管炎
!'

例!肺炎
")

例$同时选取体检合格的健康儿童
!,

例作为对照组$采用流式细胞术检测各组外周血

淋巴细胞亚群百分比!并检测白细胞"

-.%

#&

%

反应蛋白"

%/0

#水平$结果
"

儿童呼吸系统感染组
%&'

(

*

细

胞百分比&

*'

%

*)

比值&

12

细胞水平降低!

%&)

(

*

细胞百分比增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3#4

#!

*

细胞&

.

细胞百分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3#4

#$在上呼吸道感染&支气管炎&毛细支气管炎&肺炎组均可见不同程度

的淋巴细胞亚群改变!以肺炎组改变最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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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值诊断呼吸系统感染性疾病的受试者工

作特征曲线"

/5%

曲线#曲线下面积依次为
#364'

&

#364,

&

#3+,+

$与
%/0

&

-.%

相比!

*'

%

*)

比值灵敏度略

高!特异度较低$结论
"

呼吸系统感染性疾病患儿普遍存在免疫功能受损现象!监测其淋巴细胞亚群的变化有

助于了解患儿免疫功能!对治疗及预后有一定指导意义$血清
*'

%

*)

比值可与
%/0

水平及
-.%

联合检测!

作为诊断儿童呼吸系统感染性疾病的临床检查指标$

关键词"淋巴细胞亚群'

"

儿童'

"

呼吸系统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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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细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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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应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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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性疾病是儿童发病率最高的一类疾病'其中

以呼吸系统感染性疾病发病率最高'占儿科门诊总数

+#X

以上'肺炎患儿占儿科住院患者的
+#X

居首位'

严重威胁儿童健康(

!

)

&儿童呼吸道感染性疾病主要

由细菌*病毒或支原体等病原体入侵呼吸道引起'其

发生*发展和预后均与患儿机体免疫功能密切相关&

由流式细胞术检测的淋巴细胞亚群分析已广泛应用

于临床'在免疫功能评估方面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

淋巴细胞亚群是机体免疫防御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

分'可反映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水平'其变化与

感染性疾病类型和程度有关(

$;"

)

&因此淋巴细胞亚群

的检测对判断患儿病情*指导临床治疗以及判断预后

等方面都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本研究回顾性调查了

儿童呼吸系统感染性疾病外周血淋巴细胞亚群的变

化'并探讨了
%&'

(

"

%&)

(

*

细胞比值$

*'

"

*)

%在儿

童呼吸系统感染性疾病中的辅助诊断价值'为其临床

应用提供理论依据和数据支持&

@

"

资料与方法

@3@

"

一般资料
"

选取吉林大学第二医院
$#!)

年
!;

!#

月儿童呼吸系统感染性疾病患者
!$!

例作为感染

组'纳入标准!$

!

%结合临床症状以及影像学*病原体

分离*血常规*血清学检测结果进行分析'符合 +儿科

学,

(

'

)上呼吸道感染*支气管炎*毛细支气管炎*肺炎

诊断标准-$

$

%研究前两周内未使用任何免疫调节药

物-$

"

%病历资料完善'诊断明确&排除标准!$

!

%自身

免疫疾病或免疫缺陷病-$

$

%合并其他部位感染-$

"

%

心肝肾功能严重异常-$

'

%过敏性体质和家族史-$

4

%

严重营养不良患儿&年龄范围为
#

"

!"

岁'平均年龄

43)

岁'其中男
+)

例*女
4"

例'包括上呼吸道感染
"+

例'支气管炎
""

例'毛细支气管炎
!'

例'肺炎
")

例&

再选择同期健康体检儿童
!,

例作为对照组'其中男
,

例*女
!#

例'平均年龄
43$

岁&比较感染组与对照组

患儿年龄*性别等一般资料'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

!

%

#3#4

%'具有可比性&本研究属于回顾性研究'经

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符合医学伦理要求&

@3A

"

仪器与试剂

@3A3@

"

淋巴细胞亚群分析
"

采用美国贝克曼公司

%

I

B=YSWZ

流式细胞仪&抗体为美国贝克曼公司四

色鼠抗人单克隆流式抗体$

%&'4

"

%&'

"

%&)

"

%&"

和

%&'4

"

%&!,

"

%&4+

"

%&"

%&溶血素*鞘液*清洗液均

采用贝克曼公司原装配套试剂&

@3A3A

"

-.%

计数
"

采用
T

I

9J?O

公司的
Z1;$###

全血细胞计数仪检测
-.%

绝对计数&试剂均采用

T

I

9J?O

原装配套试剂&质量控制采用常规室内质控

方法&

@3A3B

"

%

反应蛋白$

%/0

%检测
"

采用免疫散射比浊

法检测
%/0

水平'所用仪器和试剂为美国贝克曼公

司
PJJE

F

?)##

全自动分析仪及原厂配套试剂&质量

控制采用常规室内质控方法&

@3B

"

方法
"

回顾性观察和记录纳入的呼吸系统感染

性疾病患儿*体检健康儿童一般资料及血常规*

%/0

*

细菌培养*鉴定*病原菌分布状况和淋巴细胞亚群检

测结果&淋巴细胞亚群的检测!清晨抽取研究对象
$

JS

外周血置于肝素抗凝真空管中'要求在
')C

内进

行淋巴细胞亚群检测&取流式上样管'分别向试管中

加入抗体
!#

#

S

'再加入肝素抗凝血
!##

#

S

'避光孵

育
$#J8:

后加入溶血剂
4##

#

S

'孵育
$#J8:

后加溶

血剂
!#J8:

'离心*洗涤*定容后立即上机'流式细胞

术进行淋巴细胞亚群检测'

'C

内检测完毕&

@3C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T0TT!+3#

统计学软件进行

数据处理和分析'呈正态分布的数据结果以
0[D

表

示'组间比较采用
<

检验'不同指标对呼吸系统相应

感染性疾病的诊断价值采用
/5%

曲线比较'以
!

$

#3#4

为差异有统计意义&

A

"

结
""

果

A3@

"

儿童常见呼吸系统感染性疾病外周血淋巴细胞

亚群的比较
"

与对照组比较'感染组总
*

细胞

$

%&"

(

%百分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3#4

%-

%&'

(

*

细胞 $

%&"

(

%&'

(

%*

*'

"

*)

*

12

细 胞$

%&"

\

%&!+

(

%&4+

(

%百分比降低'

%&)

(

*

细胞百分比

$

%&"

(

%&)

(

%增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3#4

%&

与对照组比较'感染组
.

细胞$

%&"

\

%&!,

(

%百分比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3#4

%&见图
!

&根据临床诊

断结果将感染组分为
'

组!上呼吸道感染组'支气管

炎组'毛细支气管炎组*肺炎组&与对照组比较'毛细

支气管炎组*肺炎组
%&"

(

*

细胞百分比增高'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

$

#3#4

%'而上呼吸道感染组及支气管

炎组
%&"

(

*

细胞百分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3#4

%&

'

个疾病组与对照组比较'

%&'

(

*

细胞均有不

同程度的降低'而
%&)

(

*

细胞百分比均增高'差异均

有统计学意义$

!

$

#3#4

%&肺炎组
.

细胞百分比高于

对照组$

!

$

#3#4

%'其余
"

个疾病组与对照组比较差异

均无统计学意义$

!

%

#3#4

%&

12

细胞百分比在支气管

炎*毛细支气管炎*及肺炎组均明显降低&见表
!

&

#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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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儿童呼吸道感染性疾病各组外周血淋巴细胞亚群结果#

X

$

组别
* %&"

(

%&"

(

%&'

(

%&"

(

%&)

(

*'

"

*) %&"

\

%&!,

(

%&"

\

%&!+

(

%&4+

(

对照组
!, +,3'[+34 '!3,[+3# $!3)['3$ $3#[#3+ !43'["3$ !$3!['3"

上呼吸道感染组
"+ +'3'[)3) "+3$[436

!

$63!["3)

!

!3+[#34

!

!+3)[436 !#3,['36

支气管炎组
"" +!3"[63' "!36['3$

!

$)3'["3+

!

!3"[#3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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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细支气管炎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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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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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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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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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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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肺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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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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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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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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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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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与对照组比较'

!

!

$

#3#4

-与上呼吸道感染组比较'

$

!

$

#3#4

-与支气管炎组比较'

#

!

$

#3#4

-与毛细支气管炎组比较'

]

!

$

#3#4

""

注!与对照组比较'

!

!

$

#3#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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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

图
!

""

感染组与对照组外周血淋巴细胞亚群的检测

A3A

"

%/0

*

-.%

与
*'

"

*)

比值
"

项指标的水平比较

及
/5%

曲线分析
"

与对照组相比'儿童呼吸系统感

染组
%/0

*

-.%

值明显增高'

*'

"

*)

比值显著降低'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3#4

%'见表
$

&绘制
"

项

指标用于儿童呼吸系统感染性疾病的
/5%

曲线'

%/0

*

-.%

*

*'

"

*)

比 值 曲 线 下 面 积 分 别

为
#364'

*

#364,

*

#3+,+

'当
%/0

的
DLB;=GG

值为
$3$#

J

F

"

S

时'灵敏度*特异度分别为
6'3)

'

443+

-当
-.%

的
DLB;=GG

值为
+3)4̂ !#

,

"

S

时'灵敏度*特异度分别

为
++34X

*

+!3!X

-当
*'

"

*)

的
DLB;=GG

值 为
!3'6

时'灵敏度*特异度分别为
663)X

'

4!3+X

&见图
$

*

表
"

&

表
$

""

%/0

%

-.%

%

*'

&

*)

比值
"

项指标检测水平的比较

组别
* %/0 -.% *'

"

*)

对照组
!) $3"[$3! +34[#3, $3#[#3+

呼吸道感染组
!$!!#3,[!#3'

!

)34$[$3+

!

!3'[#36

!

""

注!与对照组比较'

!

!

$

#3#4

图
"

""

"

项指标用于儿童呼吸系统感染性疾病的
/5%

曲线

表
"

""

%/0

%

-.%

%

*'

&

*)

比值诊断儿童

"""

呼吸系统感染性疾病
/5%

曲线参数

参数 曲线下面积
DLB;=GG

值 灵敏度$

X

% 特异度$

X

%

*'

"

*) #3+,+ !3'6 663) 4!3+

-.% #364, +3)4̂ !#

,

"

S ++34 +!3!

%/0 #364' $3$#J

F

"

S 6'3) 443+

B

"

讨
""

论

""

感染性疾病是儿童发病率最高的一类疾病'往往

具有起病较急*发展快*病情重等特点'是导致儿童死

亡的主要原因之一'其中以呼吸道感染性疾病发病率

最高&幼儿由于其呼吸道系统解剖生理特点以及机

体免疫特点'极易发生呼吸系统感染性疾病&因此'

加强儿童呼吸道感染性疾病研究是很有必要的&感

染性疾病是各种病原体感染引起的'宿主免疫功能是

影响患儿疾病发生*病情发展以及预后的重要因素&

外周血淋巴细胞亚群的测定可以实时反映机体免疫

功能状态'从而帮助临床判断感染类型以及全面*早

期地评估患儿病情'对提高临床疗效*改善预后尤为

重要(

4

)

&

人体的免疫系统主要承担着免疫防护*免疫稳定

以及免疫监视的作用'对外源性抗原物质如细菌*病

毒等病原体的入侵'以及体内出现的异常细胞如肿瘤

细胞*胞内微生物感染细胞等'能及时产生免疫应答

予以杀灭'维护机体内环境的稳态&人体免疫功能主

要靠免疫细胞
*

细胞*

.

细胞以及自然杀伤
12

细

胞'以及免疫球蛋白等炎性介质执行(

+;6

)

&其中
*

细

胞是机体免疫应答的重要参与者'执行细胞免疫功

#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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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

(

*

细胞和
%&)

(

*

细胞是
*

淋巴细胞中功

能相异的两个亚群'其中
%&'

(

*

细胞主要为辅助性

*

细胞$

*C

%'通过分泌细胞因子和表达膜分子发挥效

应功能'起着参与细胞免疫应答'辅助
.

细胞产生调

理性和中和性抗体的作用&

%&)

(

*

细胞主要为细胞

毒性
*

细胞$

*D

%'通过释放毒性蛋白和导致细胞凋亡

杀伤靶细胞&二者形成
*

细胞网络'通过细胞间的直

接接触或通过释放细胞因子'导致或抑制免疫效应'

从而双向调控机体获得性免疫应答&

.

淋巴细胞则

能通过产生分泌各种免疫球蛋白和抗体'从而介导体

液免疫应答(

)

)

&

12

细胞是机体抗感染*抗肿瘤的第

一道 防 线'发 挥 介 导 病 原 体 感 染 细 胞 的 细 胞

毒作用(

,;!#

)

&

本研究检测了
!$!

例常见婴幼儿呼吸道感染性

疾病淋巴细胞亚群变化情况'分析了各指标与疾病的

相关性'结果提示'与健康儿童相比'呼吸道感染组总

*

细胞百分比并没有明显改变'但
%&'

(

*

细胞百分

比显著降低'

%&)

(

*

细胞明显增高'导致
*'

"

*)

比

值显著降低&

.

细胞比例略有升高'提示呼吸道感染

组儿童普遍存在细胞免疫功能低下'体液免疫功能相

对增强现象'个别感染严重患儿甚至出现免疫功能紊

乱&上呼吸道感染*支气管炎*毛细支气管炎*肺炎组

比较'以 肺 炎 组 改 变 尤 为 明 显'

*'

"

*)

水 平 降

至
#3,[#3'

$

!

$

#3#!

%'出现倒置现象'说明该组患

儿细胞免疫功能低下尤为明显'提示儿童呼吸系统感

染性疾病细胞免疫功能紊乱程度与患儿病情严重程

度有一定相关性&有报道亦提出总
*

细胞*

*'

细胞

百分比*

*'

"

*)

*

12

细胞百分比与下呼吸道感染性病

情呈负相关'与
*)

细胞*

.

细胞百分比呈正相关(

!!

)

'

这与本研究结果基本是一致的&

另外'与对照组比较'支气管炎*毛细支气管炎及

肺炎组
12

细胞百分比显著降低&

12

细胞在机体发

挥着非特异性固有免疫的功能'可不依赖抗体*补体

和预先致敏作用即可快速杀伤靶细胞'并与单核细

胞*粒细胞等协同起到抗感染作用(

!!

)

&该结果提示患

儿机体固有免疫功能受到影响'病原体快速清除能力

受到抑制'这可能和患儿易反复发生感染有关&因此

监测
12

细胞水平有助于掌握患儿病情'指导临

床治疗&

本研究还探讨了
*'

"

*)

比值在儿科呼吸系统感

染性疾病的诊断效率和价值&目前儿童传统呼吸道

感染性疾病采用
-.%

*

%/0

*降钙素原等指标来进行

粗略判断(

!";!'

)

&更为准确的血培养和病原学鉴定时

间较长'不适合门诊和急诊患者&因此'探求新型*有

临床价值的检测指标是有必要的&在淋巴细胞亚群

报告中'

*'

"

*)

比值是反映淋巴细胞功能强弱的一个

较为简单和明确的指标&

%&'

(和
%&)

(

*

细胞在感

染进程中发挥着正*负调节作用'形成
*

细胞网络'双

向调控免疫应答&大多病原微生物感染不同程度上

将引起&

%&'

(

*

淋巴细胞数量上的降低'或者
%&)

(

*

细胞反应性增高'二者均可导致
*'

"

*)

比值降低

甚至倒置(

!4;!)

)

&绘制
*'

"

*)

比值用于儿童呼吸系统

感染性疾病的
/5%

曲线'并与临床常用指标
%/0

*

-.%

比较'考察其诊断价值&结果显示'

%/0

*

-.%

*

*'

"

*)

比值曲线下面积分别为
#364'

*

#364,

*

#3+,+

'

表明三者对儿童感染性疾病均有一定诊断价值&与

%/0

*

-.%

相比'

*'

"

*)

比值曲线下面积略低'但灵

敏度较高'当
*'

"

*)

的
DLB;=GG

值为
!3'6

时'灵敏度

为
663)X

'略高于
-.%

和
%/0

&基于上述研究结果

可知'

*'

"

*)

指标的检测对儿童呼吸系统感染性疾病

有良好的诊断价值&但由于本文并未对感染性疾病

病原体进行分类'针对于不同的感染类型'

*'

"

*)

比

值的诊断效率有待进一步验证&

C

"

结
""

论

""

儿童呼吸系统感染性疾病患者普遍存在免疫功

能受损现象'天然免疫受到抑制'而特异性免疫调节

功能下降'甚至紊乱&加强淋巴细胞亚群检测有助于

判断病情'指导临床治疗以及评估预后&针对于免疫

功能较低'反复发生感染的患儿'适当进行免疫调节

治疗'对患儿病情的康复'提高治疗效果可能有一定

的价值&另外'血清
*'

"

*)

比值是一个有较高临床

应用价值的指标'可与
%/0

水平及
-.%

联合检测'

作为诊断儿童感染性疾病的临床常规检查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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