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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的
"

观察甲状腺相关眼病"

*<5

#患者血清可溶性细胞间黏附分子
!

"

9P%<Q;!

#及可溶性血管

细胞黏附分子
!

"

9U%<Q;!

#表达情况!并与病情进行相关性分析$方法
"

将该院
$#!+

年
)

月至
$#!)

年
"

月收

治的
!4#

例
*<5

患者纳入研究!依据临床活动性评分"

%<T

#分为活动期组&非活动期组!按病情严重程度分为

轻度组&中重度组&极重度组!并选取同期
)#

例健康体检者作为对照组!比较各组一般资料及血清
9P%<Q;!

&

9U%<Q;!

水平'分析
9P%<Q;!

&

9U%<Q;!

水平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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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情严重程度的相关性$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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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P;

%<Q;!

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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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高于非活动期组及对照组!对照组与非活动期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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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

不同病情严重程度组的活动期患者血清
9P%<Q;!

与
9U%<Q;!

显著高于组内活动期患者与对照组"

!

$

#3#4

#!极重度组&中重度组&轻度组的水平依次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3#4

#$非活动期患者病情程度与

血清
9P%<Q;!

&

9U%<Q;!

无显著相关性"

!

%

#3#4

#'活动期患者病情程度与血清
9P%<Q;!

&

9U%<Q;!

呈正相

关"

!

$

#3#4

#$结论
"

活动期患者病情越严重!血清
9P%<Q;!

&

9U%<Q;!

表达水平越高!而非活动期患者无此

特点!可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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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状腺相关眼病$

*<5

%临床发病率较高'可对患

者视觉功能及正常生活造成严重影响&自身免疫性

甲状腺病患者为
*<5

高发群体'尤其是
c@EA?9

病'

有调查显示'

c@EA?9

病患者中'高达
$4X

"

4#X

可产

生
*<5

(

!

)

&当前普遍认为'人体内分泌功能障碍与

*<5

有关&以往报道称'可溶性黏附分子参与
*<5

的发病(

$

)

&亦有报道指出'

*<5

影响因素包括眼眶

内皮细胞受到损伤*存在炎性细胞浸润现象等'内皮

细胞受损主要变化为黏附分子表达异常增加(

";'

)

&为

进一步明确可溶性细胞间黏附分子
!

$

9P%<Q;!

%以及

可溶性血管细胞黏附分子
!

$

9U%<Q;!

%在
*<5

发展

中表达情况'本研究纳入
*<5

病例
!4#

例'分析血清

9P%<Q;!

*

9U%<Q;!

表达水平及其与
*<5

病情

关系&

@

"

资料与方法

@3@

"

一般资料
"

将本院
$#!+

年
)

月至
$#!)

年
"

月

期间收治的
!4#

例
*<5

患者纳入研究'入选标准!

$

!

%与欧洲
c5

研究组$

Wac5c5

%提出的诊断标

准(

4

)相符-$

$

%有确切甲亢病史或合并甲状腺功能性

疾病-$

"

%首次发病'近
+

个月未接受免疫抑制剂*抗

甲状腺素药物或者糖皮质激素治疗-$

'

%年龄
&

!)

岁&

排除标准!$

!

%伴随造血系统疾病或者肝肾功能异常-

$

$

%合并肿瘤*自身免疫性疾病或者感染性疾病&包

括男
+)

例*女
)$

例'患者年龄
!,

"

+6

岁'平均

$

4#36,[+3'6

%岁'病程
#3#)

"

#3""

年'平均$

#3$![

#3#"

%年&并将同期
)#

例接受健康体检者纳入并作为

对照组'包括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

岁'平均

$

4#3$"[+3'#

%岁&全部纳入研究者知情且自愿参与

研究&

@3A

"

方法
"

将
*<5

患者依据临床活动度评分

$

%<T

%差异进行分组'

%<T

评分达到
'

分即为活动

期'否则为非活动期'其中活动期组
)"

例'非活动期

组
+6

例&同时按
*<5

病情严重程度进行分组'可以

分为轻度组$

*d')

%*中重度组$

*d44

%*极重度组$

*

d'6

%&记录所有纳入研究者的一般资料(包括性别*

年龄*病程*体质量指数$

.QP

%等)'采集纳入研究者

空腹静脉血
"JS

'经过
!#J8:

离心处理后'获得上层

血清'将其置于
W0

冷冻管之中'且存储于温度为
\)#

h

冰箱内'然后酶联免疫吸附$

WSPT<

%双抗体夹心法

完成
9P%<Q;!

*

9U%<Q;!

浓度测定'采取美国
/]&

公司生产的检测试剂盒&选择
QLHB89fE:QT

全自动

酶标仪$购自美国
*C?@J=TD8?:B8G8D

公司%'调节波长

'4#:J

'进行吸光度$

,

%值测定'以绘制标准曲线方

式获得
9P%<Q;!

以及
9U%<Q;!

水平计算结果&

@3B

"

观察指标
"

比较活动期组*非活动期组与对照

组*不同病情程度亚组的一般资料*血清
9P%<Q;!

*

9U%<Q;!

水平'并进行相关性分析&

@3C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T0TT!,3#

软件完成数据处

理过程'计数资料表示为百分率$

X

%'组间比较采用

!

$ 检验-以
0[D

表示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多组比

较以
L

检验'组间比较进行独立样本
<

检验-应用

0?E@9=:

检验法予以相关性分析&

!

$

#3#4

为比较有

统计学意义&

A

"

结
""

果

A3@

"

%<T

分组及对照组间的比较
"

活动期组血清

9P%<Q;!

*

9U%<Q;!

显著高于其余两组$

!

$

#3#4

%'

且非活动期组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3#4

%'见表
!

&

A3A

"

不同病情程度组及对照组间的比较
"

不同病情

程度组与对照组性别*年龄*

.QP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

!

%

#3#4

%-不同病情程度亚组间病程比较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

!

%

#3#4

%'见表
$

&

表
!

""

%<T

分组及对照组间的比较

指标 活动期组$

*d)"

% 非活动期组$

*d+6

% 对照组$

*d)#

%

!

$

"

L !

性别(

*

$

X

%)

#3$!" #3),,

"

男
"6

$

''34)

%

"!

$

'+3$6

%

"'

$

'$34#

%

"

女
'+

$

443'$

%

"+

$

4"36"

%

'+

$

4634#

%

年龄$岁'

0[D

%

4#3$'[43+! 4!3"'[43+) 4#3$"[+3'# #3)$) #3'")

病程$年'

0[D

%

#3$![#3#" #3$$[#3#' ; !36', #3#)$

.QP

$

f

F

"

J

$

'

0[D

%

$"3#)[$3'$ $$3,6[$3'# $$3)4[$3", #3!)6 #3)"#

9P%<Q;!

$

#

F

"

S

'

0[D

%

$+'3"4[$,36$

$!

!++34)[!)36' !++3!4[!63,+ '6634)' #3###

9U%<Q;!

$

#

F

"

S

'

0[D

%

'',34'['63)#

$!

$"#3')[$'3+, $"#3"4[$'346 !#4#3$4$ #3###

""

注!与对照组比较'

$

!

$

#3#4

-与非活动期比较'

!

!

$

#3#4

-

\

表示该项无数据

#

!+$$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P:BRSE>Q?M

!

T?

K

B?J>?@$#!,

!

U=H3'#

!

1=3!)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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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病情程度组及对照组间一般资料的比较

指标 轻度组$

*d')

% 中重度组$

*d44

% 极重度组$

*d'6

% 对照组$

*d)#

%

!

$

"

Y !

性别(

*

$

X

%)

#3$+# #3,+6

"

男
$!

$

'"364

%

$4

$

'43'4

%

$$

$

'+3)!

%

"'

$

'$34#

%

"

女
$6

$

4+3$4

%

"#

$

4'344

%

$4

$

4"3!,

%

'+

$

4634#

%

年龄$岁'

0[D

%

4#3"+[+3"4 4!3!4[+3'" 4!3$#[+3'4 4#3$"[43'# #3'!4 #36'$

病程$年'

0[D

%

#3$![#3#" #3$$[#3#' #3$$[#3#" ; !3'!# #3$'6

.QP

$

f

F

"

J

$

'

0[D

%

$"3#4[$3'! $"3#$[$3'# $$3,)[$3") $$3)4[$3", #3#,$ #3,+4

""

注!

\

表示该项无数据

A3B

"

不同病情程度和
%<T

分期的患者及对照组
9P;

%<Q;!

*

9U%<Q;!

水平比较
"

不同病情程度组中'活

动期患者血清
9P%<Q;!

*

9U%<Q;!

水平显著高于同

组内非活动期患者及对照组$

!

$

#3#4

%'并且在极重

度组*中重度组以及轻度组中水平的依次降低'组间

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3#4

%&见表
"

&

表
"

""

不同病情程度亚组
%<T

分期患者与对照组

""

9P%<Q;!

%

9U%<Q;!

比较#

#

F

&

S

)

0[D

$

组别
* 9P%<Q;! 9U%<Q;!

对照组
)# !++3!4[!63,+ $"#3"4[$'346

轻度组

"

活动期
$) $"!364[$43")

$(

",)36+['"3+4

$(

"

非活动期
$# !++3!'[!)34# $"#3!4[$'34#

中重度组

"

活动期
"# $6#3"+[$,3!'

$(!

'+#36'[')3"4

$(!

"

非活动期
$4 !++36'[!)3)" $"#3,)[$'36"

极重度组

"

活动期
$4 "#+3'6["$3)4

$(!#

',!36"[',3,)

$(!#

"

非活动期
$$ !++3"6[!)3+$ $"!3!4[$'3)#

""

注!与对照组比较'

(

!

$

#3#4

-与同组内非活动期比较'

$

!

$

#3#4

-与轻度组活动期比较'

!

!

$

#3#4

-与中重度组活动期比

较'

#

!

$

#3#4

A3C

"

相关性分析
"

非活动期患者病情程度与血清

9P%<Q;!

*

9U%<Q;!

无显著相关性$

!

%

#3#4

%-活动

期患者病情程度与血清
9P%<Q;!

*

9U%<Q;!

呈正相

关$

!

$

#3#4

%&见表
'

&

表
'

""

相关性分析

项目
9P%<Q;!

; !

9U%<Q;!

; !

非活动期患者病情严重程度
#3!#$ #3!"4 #3#,4 #3!+6

活动期患者病情严重程度
#3+,4 #3##4 #3)$' #3##$

B

"

讨
""

论

""

当前'医学界尚未阐明
*<5

具体发病机制'考虑

到眼眶属于无淋巴器官部位'故临床对其研究通常将

免疫细胞与免疫分子作为重点(

+;)

)

&免疫球蛋白超家

族包括
9U%<Q;!

与
9P%<Q;!

'这两种物质常见于多

种细胞膜以及细胞外基质'生理与病理机制中'

9U;

%<Q;!

与
9P%<Q;!

分子主要由配体
;

受体结合途径

发挥自身作用&以往报道称'

9U%<Q;!

与
9P%<Q;!

对于白细胞识别*有效转导以及黏附起着介导作用'

而白细胞与相应血管内皮细胞均通过黏附方式形成

级联反应'从而对机体免疫系统起到调节功效(

,;!#

)

&

血清
9P%<Q;!

的来源普遍认为有两种学说!其中一

种是认为细胞膜表面合成并分泌细胞间黏附分子
!

$

P%<Q;!

%'同时于细胞膜结合部位产生蛋白水解反

应'膜外部分主要脱落进入血液系统'并以
9P%<Q;!

形式存在-另一种则认为人体内编码
P%<Q;!

的相应

J/1<

可以经剪切作用将编码跨膜区域以及胞内区

碱基有效去除'然后翻译形成
9P%<Q;!

&有报道指

出'病变组织处合成与分泌的
P%<Q;!

存在一定独特

性'能够进入血液系统转变为
9P%<Q;!

分子'同时结

合体内淋巴功能相关抗原
!

$

SY<;!

%配体'作用于淋

巴细胞'使得静息状态*未激活状态相应免疫活性细

胞大量黏附于病变处'从而发挥定靶功能(

!!;!$

)

&在体

内血液循环带动下'淋巴细胞可以移动至靶器官'

9P;

%<Q;!

分子会结合淋巴细胞表面
SY<;!

'从而对淋

巴细胞有效释放膜信号'最终跨膜游出(

!";!'

)

&

本研究通过观察发现'对照组血清样本内有
9P;

%<Q;!

*

9U%<Q;!

检出'提示健康人体血清里面存在

一定水平的
9P%<Q;!

*

9U%<Q;!

&由于自身免疫性

疾病的发生可导致黏附分子表达水平提高及脱落增

加'造成血清中检测出的可溶性黏附分子呈现异常升

高趋势'因此
*<5

评估指证可能包括可溶性黏附分

子变化&本研究中'活动期组血清样本
9P%<Q;!

*

9U;

%<Q;!

表达明显高于对照组及非活动期组'同时对

照组与非活动期组表达无显著差异'与赵勇(

!4

)研究观

点相符&说明
*<5

活动期患者眼睑部位*甲状腺局

部存在炎症'可加快黏附分子生成速率'但是
*<5

非

活动期患者血清
9P%<Q;!

*

9U%<Q;!

表达正常'可能

因为该时期炎症细胞浸润已经开始消退&本研究中'

不同病情程度组中活动期患者血清
9P%<Q;!

*

9U;

%<Q;!

表达水平较对照组显著增高'而且在极重度

#

$+$$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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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

K

B?J>?@$#!,

!

U=H3'#

!

1=3!)



组*中重度组以及轻度组中呈依次降低'表明活动期

*<5

病情越严重'血清
9P%<Q;!

*

9U%<Q;!

表达水

平越高'对于
*<5

活动期患者而言'病情程度能影响

9P%<Q;!

*

9U%<Q;!

表达&本文相关性分析显示'活

动期患者病情程度与血清
9P%<Q;!

*

9U%<Q;!

表达

呈显著正相关'而非活动期患者则无此相关性'与张

晓斌等(

!+

)观点一致&说明
*<5

活动期'随着病情加

重'将导致
9P%<Q;!

*

9U%<Q;!

水平随之升高&

C

"

结
""

论

""

*<5

活动期病情越严重'血清
9P%<Q;!

*

9U;

%<Q;!

表达水平越高'对其进行检测能为
*<5

诊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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