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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研究!

酵母多糖血凝实验检测单疱病毒性角膜炎患者红细胞

免疫功能的临床应用

程凯灵(

"茅苏萍1

#

!重庆医科大学+

()

附属第一医院检验科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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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技术学院附属医院眼科
!

!"""3"

#

!!

摘
!

要"目的
!

探讨酵母多糖血凝实验在检测单疱病毒性角膜炎!

VHO

#患者红细胞免疫功能方面的临床应用价值$方法
!

应用酵母多糖血凝实验检测
!#

例
VHO

患者!其中活动期
(3

例"非活动期
1$

例#的红细胞免疫功能$并以
!3

例健康献血者为正

常对照组$结果
!

VHO

患者红细胞免疫黏附血凝阳性滴度显著低于健康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3

#(而两组补体稀释滴度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结论
!

酵母多糖血凝实验可以检测
VHO

患者红细胞免疫功能"

VHO

患者红细胞免疫功能较健康者明

显降低"该实验对
VHO

患者的疗效判断及愈后评估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单纯疱疹病毒属(酵母多糖(红细胞免疫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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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疱病毒性角膜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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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HO

)是主要

致盲眼病之一!其临床表现复杂!发病机制不明确&

(

'

"有研究

证实!

VHO

的发生与患者自身的免疫功能改变及免疫调控功

能紊乱等原因有关&

10#

'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机体中发挥

免疫功能的仅仅是白细胞!而对红细胞在人体疾病发生#发展

中起到的免疫作用研究甚少"

(*$(

年
H'>

8

>E

等&

!

'提出红细胞

免疫系统(

:>%;>EE'??<.>-

F

-9>?

!

LIXH

)的新概念!认为人类

红细胞除了具有运输
4

1

和
I4

1

等功能外!还参与机体的免疫

功能"近年来!国内外大量研究证实!红细胞不仅具有识别#储

存#提呈抗原!清除免疫复合物!促进吞噬细胞功能等作用外!

自身还存在完整的调节控制系统!是机体免疫系统的重要组成

部分&

30+

'

"红细胞表面
+

型补体受体(

;&?

D

E>?>.9:>;>

D

9&:

9

FD

>E

!

IL(

)等是红细胞免疫功能的分子学基础!通过红细胞

可与血液循环中含有补体
I#=

受体的免疫复合物相结合&

/

'

!

进而将其运送至肝脏#脾脏以及内皮系统予以清除&

$

'

"此外!

红细胞可通过
IL(

免疫黏附作用传递信息!激活吞噬细胞功

能!促进
B

#

M

淋巴细胞的免疫功能&

*

'

"红细胞免疫黏附功能

的降低会引起整个机体免疫功能下降&

("

'

"本研究应用酵母多

糖血凝实验检测
!#

例
VHO

患者红细胞免疫功能!对患者红细

胞免疫功能及患病机体综合免疫能力作初步评估!现将结果报

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

例
VHO

患者均为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

医院收治的患者!其中
VHO

活动期患者
(3

例!

VHO

非活动期

患者
1$

例*男
1+

例!女
(/

例*发病年龄
(*

!

+$

岁!平均
!#)3

岁"上述患者临床诊断及分型#分期标准参照参考文献&

((

'"

正常对照组为
!3

例体检合格的健康献血者*男
#(

例!女
(!

例*年龄
1/

!

!3

岁!平均
#+

岁"

!)"

!

实验原理
!

在一定的实验条件下!补体致敏酵母多糖上

的
I#=

分子可与多个红细胞表面
IL(

结合而发生凝集!红细

胞凝集强度与红细胞表面
IL(

活性呈正相关"

!)#

!

试剂
!

用
3d("

$

%

?̀

酵母多糖悬液加等体积豚鼠血清!

#/e

水浴
#"?'.

!洗涤
(

次(

(""":

%

?'.

离心
3?'.

)!配成
1

d("

/

%

?̀

补体致敏酵母多糖使用液"

*(1(

重庆医学
1"((

年
!

月第
!"

卷第
(1

期



!)B

!

操作方法
!

将待测红细胞标本(肝素抗凝血)用生理盐水

洗涤
#

次(

(""":

%

?'.

离心
3?'.

)!配成
(d("

$

%

?̀

应用液待

用"在
!

支玻璃试管内用生理盐水稀释补体致敏酵母菌悬液!

分别为原浓度的
(

%

1

#

(

%

!

#

(

%

$

#

(

%

(+

!用微量移液管将不同稀释

度的补体致敏酵母菌悬液移入相应孔中!每孔
/3

"

`

!然后每孔

加
13

"

`

待测红细胞应用液!用振荡器混匀
3?'.

!放入
#/e

孵

箱!

(5

后观察结果"以生理盐水为阴性对照!操作同前"

!)E

!

判定标准
!

全沉淀一点为阴性(

b

)*红细胞凝集度
13@

为阳性(

g

)*

$

13@

!

3"@

为阳性(

gg

)*

$

3"@

!

/3@

阳性

(

ggg

)*

$

/3@

为阳性(

gggg

)"当红细胞阳性(

gg

)补

体致敏酵母多糖悬液稀释为凝集滴度"

!)F

!

统计学处理
!

将所得资料用四格表资料
%

1 计算
@

值!

部分资料用四格表校正
%

1 计算
@

值!以
@

&

")"3

为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VHO

患者与健康者红细胞免疫功能比较
!

不同稀释度

的补体致敏酵母菌悬液中!

VHO

患者红细胞免疫黏附血凝阳

性滴度均低于健康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见表
(

"

表
(

!!

VHO

患者与健康者红细胞免疫

!!!

功能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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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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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血凝阳性滴度

(k1 (k! (k$ (k(+

VHO

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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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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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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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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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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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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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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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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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HO

活动期患者与非活动期患者红细胞免疫功能比较

!

VHO

活动期与非活动期患者红细胞免疫黏附血凝阳性率!

在
(k1

#

(k!

滴度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3

)!见表
1

"

表
1

!!

VHO

活动期患者与非活动期患者红细胞

!!!

免疫功能比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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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别(

*

)

血凝阳性滴度

(k1 (k! (k$

活动期患者组(

(3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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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非活动期患者组(

1$

)

1+

(

*1)*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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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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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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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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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HO

患者不同性别#不同年龄组红细胞免疫黏附血凝阳

性比较
!

VHO

患者不同性别#不同年龄组红细胞免疫黏附血

凝阳性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讨
!!

论

VHO

是由单疱病毒
(

型(

5>:

D

>--'?

D

E>̂ Q':<-9

FD

>(

!

VH]0(

)引起的一种与患者自身的免疫功能改变及免疫调控功

能紊乱等原因有关的常见致盲性眼病"本研究结果表明!在不

同稀释度的补体致敏酵母菌悬液中!

VHO

患者的红细胞免疫

黏附血凝阳性滴度明显低于健康者*在滴度相同时!

VHO

患者

与健康者阳性率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本研究结果提示!当病原体入侵或从体内潜伏部位大量复

制增殖!导致疾病发生或加重时!患者体内循环免疫复合物

(

;':;>E>'??<.>;&?

D

E>̂

!

IXI

)含量增多!红细胞
IL(

黏附大

量免疫复合物(

VH]0

抗体
0

补体)!红细胞
IL(

空位减少或被

封闭"并且!由于病情的发展以及诸多因素的影响(如机体全

面的免疫调控功能紊乱等原因)!使患者红细胞
IL(

活性进一

步降低!血清中红细胞免疫抑制因子增加!红细胞免疫黏附受

到抑制!从而使红细胞清除免疫复合物的能力受到影响!导致

红细胞免疫功能下降&

((0(#

'

"通过对本研究结果分析可以初步

设想!

VHO

患者的红细胞免疫功能的改变!可能对该疾病的发

生#发展#病损程度以及病程迁延不愈有密切关系!这对全面了

解
VHO

患者病理生理的改变!以及全面解释
VHO

发病机制!

并对治疗理念的修正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0(3

'

"

本研究结果显示活动期与非活动期
VHO

患者红细胞免

疫黏附血凝阳性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因此!作者认为酵

母多糖血凝实验对
VHO

患者临床分期#疗效观察以及病情发

展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此外!与国内检测红细胞免疫功能的.花环实验/比较!酵

母多糖血凝实验具有操作简单#工作量降低#检测效率高等优

点!且实验结果更加客观#准确#灵敏!可作为
VHO

患者辅助

诊断的参考依据"

参考文献"

&

(

' 茅苏萍!程凯灵!周韵芬
)

单庖病毒性角膜炎患者外周血

几种细胞因子水平的改变及临床意义&

G

'

)

中国实用眼科

杂志!

1""(

!

(*

(

#

)$

(/30(//)

&

1

' 茅苏萍!程凯灵
)

黄芪对单庖病毒性角膜炎患者

BV(

%

BV1

细胞因子的调节作用&

G

'

)

中国中西医结合杂

志!

1""!

!

1!

(

1

)$

(1(0(1#)

&

#

' 程凯灵!茅苏萍
)

应用硝酸还原酶法检测
VHO

患者血清

一氧化氮水平&

G

'

)

国外医学临床生物化学与检验分册!

1""3

!

1+

(

("

)$

+/30+//)

&

!

'

H>'

8

>EX

!

'̀.B̀

!

N'>';5>:K)B5>:>%;>EE'??<.>-

F

-9>?

&

G

'

)̀6.;>9

!

(*$(

!

1

(

!

)$

33+033$)

&

3

' 丁芳林!刘丛
)

大肠癌患者红细胞免疫功能研究&

G

'

)

海南

医学!

1""/

!

($

(

(

)$

(1(0(1#)

&

+

' 王海滨!张继万!郭静霞!等
)

红细胞天然免疫黏附功能在

肝病不同病期的变化及意义&

G

'

)

中华医学杂志!

1""#

!

$#

(

+

)$

!330!3/)

&

/

'

V6?>.9G

!

['

,

ZV

!

\E>>:2

!

>96E)P.><?&;&;;6E'??<.>

6%5>:>.;>9&5<?6.>:

F

95:&;

F

9>-

&

G

'

)C<:GIE'.X.Q>-9

!

1""#

!

##

(

1

)$

(+*0(/()

&

$

'

I:6'

8

J̀

!

M6.Z&Q';52G

!

B6

F

E&:LP)]'-<6E'_69'&.&R95>

9:6.-R>::>6;9'&.

$

9:6;Z'.

8

'??<.>;&?

D

E>̂>-R:&?>:

F

950

:&;

F

9>;&?

D

E>?>.9:>;>

D

9&:(9& ?6;:&

D

56

8

>-

&

G

'

)IE'.

X??<.&E

!

1""1

!

("3

(

(

)$

#+0#$)

&

*

'

2:&-6\2

!

P>:>':6I\

!

\&.->;62J)L>%=E&&%;>EE-6-

?&%<E69&:-&RB;>EE

8

:&7956.%-<:Q'Q6E

&

G

'

)I<::P56?

[>-

!

1""!

!

("

(

1

)$

(*(0(*#)

&

("

'程凯灵!吴凯南!汪斌
)

癌症患者外周血红细胞
I#=

受体

与
I[!

%

I[$

相关性探讨&

G

'

)

中国肿瘤临床!

(**/

!

1!

(

!

)$

1+*01/()

&

((

'李凤鸣
)

眼科全书&

J

'

)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

$

(#/*0(#$#)

!!!!!!!!!!!

(下转第
(11/

页)

"11(

重庆医学
1"((

年
!

月第
!"

卷第
(1

期



纳米银抗菌水凝胶的治疗效果优于其他药物治疗"

#

!

讨
!!

论

前列腺炎的定义$急性前列腺炎是一种定位于前列腺的急

性感染性疾病!有明显的下尿路感染症状及畏寒#发热和肌痛

等全身症状!尿液#前列腺液中白细胞数量升高甚至出现脓细

胞*而慢性前列腺炎是指前列腺在病原体或(和)某些非感染因

素作用下!患者出现以骨盆区域疼痛或不适#排尿异常等症状

为特征的一组疾病"

前列腺炎的分类$

+

型起病急!可表现为突发的发热性疾

病!伴有持续和明显的下尿路感染症状!尿液中白细胞数量升

高!血液或(和)尿液中细菌培养阳性*

,

型有反复发作的下尿

路感染症状!持续时间超过
#

个月!前列腺液(

CPH

)#精液#按

摩后尿液(

]M#

)中白细胞数量升高!细菌培养阳性*

)

型主要

表现为长期#反复的骨盆区域疼痛或不适!持续时间超过
#

个

月!可伴有不同程度的排尿症状和性功能障碍!严重影响患者

的生活质量*

*

型无主观症状!仅在有关前列腺方面的检查时

发现炎症证据&

1

'

"

慢性前列腺炎病理特征主要为腺体充血!腺液及炎性分泌

物潴留!腺小管梗塞!腺管#腺泡及间质炎性浸润!或有脓肿形

成!或瘢痕组织包围!或病灶周围纤维化等!从而影响局部血液

循环&

#

'

"

影响药物进入前列腺泡主要有下面几个因素$(

(

)被膜屏

障!前列腺是由腺组织和间质构成!并由结缔组织和平滑肌构

成的被膜包裹!被膜#腺组织和间质等结构形成了一道药物难

以进入的解剖屏障!且血管分布在被膜外面!所以!前列腺发生

慢性炎症时大部分药物不能向病灶内扩散*(

1

)血
0

前列腺屏

障!水溶性#酸性#低离解常数及与蛋白质结合多的药物不易透

过前列腺上皮脂质膜!多种药物难以在前列腺组织内达到有效

浓度*(

#

)前列腺液的
D

V

值!慢性前列腺炎患者前列腺液
D

V

值升高!破坏了血浆和前列腺之间的
D

V

值梯度!此时进入腺

体内的药物反弥散到血浆内!使前列腺内的药物浓度降低&

!

'

"

凡能引起前列腺充血的因素!如频繁性冲动#性交过多#尤

其忍精不泄#过度手淫#过量饮酒#喜食刺激性食物#过度劳累#

会阴部长久受压等均可诱发或加重其症状&

3

'

"慢性前列腺炎

发病系综合病因所致!多种药物联合应用可作用于不同的环

节!在临床上有一定的合理性&

+

'

"由于诊断慢性前列腺炎的客

观指标相对缺乏并存在诸多争议!因此!推荐应用前列腺症状

评分&

/

'

"而慢性前列腺炎的治疗目标主要是缓解疼痛#改善排

尿症状和提高生活质量!疗效评价应以症状改善为主"

前列腺炎的治疗原则应采取综合治疗方法"包括健康教

育#心理和行为辅导#药物治疗#其他治疗等"慢性前列腺炎患

者应戒酒!忌辛辣刺激食物!加强体育锻炼!避免憋尿#久坐!注

意保暖!热水坐浴有助于症状的缓解"药物治疗的给药途径主

要包括口服#静脉#外敷#经尿道前列腺灌注#经直肠给药#前列

腺穿刺注射等"

由于前列腺泡上皮类脂质膜屏障可使多种抗生素不能透

入前列腺泡内!影响治疗效果*而且在前列腺内常有感染之小

结石!所以!治疗效果往往不理想"前列腺和直肠周围有丰富

的静脉丛!经直肠用药可在前列腺组织内形成药物高浓度&

$

'

"

直肠静脉与膀胱前列腺静脉丛之间有
1

!

+

条小的痣生殖静

脉!将直肠静脉的血液单向输送到泌尿生殖静脉丛!没有反向

运输&

*

'

"

2

8

g可使细胞膜上蛋白失去活性而杀灭细菌!是重金属离

子!与细菌蛋白质作用使其变性!具有广谱杀菌及不易耐药的

特点"利用纳米技术制备的纳米银具有比银离子更稳定的物

理化学特性"纳米银抗菌水凝胶充分利用了透皮吸收技术!吸

收更迅速#完全"在常规治疗中联合应用邦列安纳米银抗菌水

凝胶可提高前列腺炎的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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