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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观察及分析白癜风患者微量元素及细胞因子指标的变化情况%方法
!

选取
1%$'

年
)

月至
1%$)

年
$

月于浙

江省宁波市第一医院进行诊治的
)1

例白癜风患者为观察组!并选取同阶段的
)1

例体检健康的同龄者为对照组!对两组对象的血

清微量元素及细胞因子水平进行比较!同时比较观察组中不同分级及分期白癜风患者的上述血清指标检测结果%结果
!

观察组

的血清微量元素指标均低于对照组!血清白细胞介素
$%

"

Q<.$%

$水平低于对照组!其他血清细胞因子水平均高于对照组!且观察组

中不同分级及分期白癜风患者的上述血清指标检测结果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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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癜风对微量元素及细胞因

子水平的影响明显!不同分级及分期白癜风对其表达的影响不一致%

"关键词#

!

白癜风'微量元素'细胞因子类

"中图分类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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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癜风是临床中较为常见的一类皮肤疾病#其发病机制并

不明确#与本病的各方面相关研究也十分多见#其中关于本病

发生,发展过程中机体某些方面的变化研究并不少见#而微量

元素方面的变化研究即十分多见&

$.1

'

#但是关于此类患者本方

面的细致变化情况十分不足#而细胞因子作为在临床中研究较

热的指标#其在此类患者中的研究差异十分突出#鉴于上述因

素的存在#作者就白癜风患者微量元素及细胞因子指标的变化

情况进行研究分析#现报道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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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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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资料
!

选取
1%$'

年
)

月至
1%$)

年
$

月于浙江省宁

波市第一医院进行诊治的
)1

例白癜风患者为观察组#并选取

同阶段的
)1

例体检健康的同龄者为对照组)观察组中男
0$

例#女
1$

例(年龄
$:

#

-%

岁#平均$

'-&11b:&)'

%岁(疾病分

级!

$

级患者
$0

例#

1

级患者
$-

例#

'

级患者
$)

例#

0

级患者
$:

例(分期!进展期患者
0%

例#稳定期患者
11

例)对照组中男

0%

例#女
11

例#年龄
$:

#

)(

岁#平均$

'-&%1b:&($

%岁)两组

对象的性别和年龄比较#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具

有可比性)

@&A

!

方法
!

取两组对象的外周静脉血标本进行检测#将血标

本采用离心机进行离心#离心时间为
:5#,

#离心速度为
'%%%

B

"

5#,

#然后取血清进行微量元素及细胞因子指标的检测#微量

元素包括铜$

3M

%,硒$

8@

%,锌$

,̀

%及钴$

3"

%#细胞因子指标包

括白细胞介素$

Q<

%

.)

,

Q<.$%

,

Q<.$-

及其他细胞因子&肿瘤坏死

因子
.

,

$

D4[.

,

%,转化生长因子
.

%

$

DW[.

%

%,干扰素
.

/

$

Q[4.

/

%'#上述指标均采用微量元素分析仪及酶联免疫法$

Y<Q87

%

法试剂盒进行检测)并将两组研究对象的血清微量元素及细

胞因子水平进行分别统计及比较#同时比较观察组中不同分级

及分期白癜风患者的上述血清指标检测结果)

@&B

!

统计学处理
!

数据采用
878)&%

统计软件进行分析#计

量资料以
Ib?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9

检验#以
!

$

%&%:

为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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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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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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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对象血清微量元素比较
!

观察组的血清微量元素均

低于对照组#且观察组中不同分级及分期白癜风患者的上述血

清指标检测结果比较#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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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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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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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对象及观察组不同分级及分期白癜风患者的血清

$($$

重庆医学
1%$-

年
'

月第
0)

卷第
(

期

"

基金项目$慈溪市科技计划项目$

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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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宋贾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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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治医生#本科#主要从事皮肤科临床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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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水平比较
!

观察组的血清
Q<.$%

低于对照组#

Q<.)

,

Q<.$-

均

高于对照组(观察组中不同分级及分期白癜风患者的
Q<.)

,

Q<.

$%

及
Q<.$-

水平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见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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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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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对象血清微量元素比较&

Ib?

'

%a)1

'

5

N

)

<

(

组别
3M 8@ ,̀ 3"

观察组
%&/%b%&$1

I

%&$$b%&%1

I

%&/0b%&$1

I

%&$1b%&%'

I

对照组
$&$:b%&1' %&$)b%&%: $&$%b%&1% %&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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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

!

$

%&%:

#与对照组比较)

表
1

!!

观察组不同分级%分期血清微量元素

!!!

比较&

Ib?

'

5

N

)

<

(

分级,分期
3M 8@ ,̀ 3"

$

级$

%a$0

%

$&$$b%&1$

ICH

%&$:b%&%0

ICH

$&%)b%&$-

ICH

%&1$b%&%0

ICH

1

级$

%a$-

%

%&(%b%&$)

CH

%&$1b%&%'

CH

%&($b%&$'

CH

%&$:b%&%'

CH

'

级$

%a$)

%

%&-)b%&$$

H

%&%/b%&%1

H

%&/%b%&$$

H

%&$%b%&%1

H

0

级$

%a$:

%

%&:-b%&%( %&%:b%&%$ %&)1b%&%/ %&%)b%&%$

进展期$

%a0%

%

%&):b%&$$

!

%&%)b%&%$

!

%&)-b%&$%

!

%&%-b%&%1

!

稳定期$

%a11

%

$&%0b%&$- %&$1b%&%' %&(:b%&$0 %&$)b%&%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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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

!

$

%&%:

#与
1

级比较(

C

!

!

$

%&%:

#与
'

级比较(

H

!

!

$

%&%:

#与

0

级比较(

!

!

!

$

%&%:

#与稳定期比较)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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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对象血清
Q<

水平比较&

Ib?

'

%a)1

'

FN

)

"

<

(

组别
Q<.) Q<.$% Q<.$-

观察组
/&)$b%&-:

I

$%&1:b$&'%

I

$)&'/b$&-1

I

对照组
'&:'b%&0/ $0&))b$&:- /&/0b%&(/

!!

I

!

!

$

%&%:

#与对照组比较)

表
0

!!

观察组不同分级%分期患者血清
Q<

水平

!!!

比较&

Ib?

'

FN

)

"

<

(

分级,分期
Q<.) Q<.$% Q<.$-

$

级$

%a$0

%

)&$%b%&:-

ICH

$'&:'b$&:$

ICH

(&0:b$&$'

ICH

1

级$

%a$-

%

/&11b%&-%

CH

$$&1)b$&':

CH

$'&-1b$&0)

CH

'

级$

%a$)

%

$%&$-b%&/(

H

(&$-b$&$/

H

$/&/:b$&((

H

0

级$

%a$:

%

$'&1:b$&$' -&%:b%&/0 10&($b1&1'

进展期$

%a0%

%

$1&10b$&%:

!

/&$$b%&(%

!

11&:0b1&%)

!

稳定期$

%a11

%

/&$:b%&-: $$&':b$&'/ $1&:1b$&0%

!!

I

!

!

$

%&%:

#与
1

级比较(

C

!

!

$

%&%:

#与
'

级比较(

H

!

!

$

%&%:

#与

0

级比较(

!

!

!

$

%&%:

#与稳定期比较)

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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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对象血清细胞因子水平比较
!

观察组的血清
D4[.

,

,

DW[.

%

及
Q[4.

/

均高于对照组$

!

$

%&%:

%#且观察组中不同

分级及分期白癜风患者的血清
D4[.

,

,

DW[.

%

及
Q[4.

/

水平

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见表
:

,

)

)

表
:

!!

两组对象血清细胞因子水平比较&

Ib?

'

%a)1

(

组别
D4[.

,

$

,

N

"

5<

%

DW[.

%

$

FN

"

"

<

%

Q[4.

/

$

,

N

"

5<

%

观察组
$&))b%&$/

I

$($&:'b$)&/-

I

1:&-1b1&)/

I

对照组
%&/0b%&$% $'%&1/b$1&:- $)&:)b$&/0

!!

I

!

!

$

%&%:

#与对照组比较)

表
)

!!

观察组不同分级%分期患者血清细胞因子水平

!!!

比较&

Ib?

(

分级,分期
D4[.

,

$

,

N

"

5<

%

DW[.

%

$

FN

"

"

<

%

Q[4.

/

$

,

N

"

5<

%

$

级$

%a$0

%

%&(/b%&$1

ICH

$'(&:0b$'&-$

ICH

$-&-$b$&(1

ICH

1

级$

%a$-

%

$&')b%&$:

CH

$)1&:1b$:&))

CH

1$&:/b1&0%

CH

'

级$

%a$)

%

$&-/b%&$(

H

$(/&:'b$-&1%

H

1)&((b1&-'

H

0

级$

%a$:

%

1&1'b%&11 1':&)0b$(&:' '$&:)b'&1$

进展期$

%a0%

%

1&$:b%&1%

!

11%&)/b$/&0:

!

1/&(:b1&('!

稳定期$

%a11

%

$&1:b%&$' $:$&/-b$0&() 1%&-1b1&':

!!

I

!

!

$

%&%:

#与
1

级比较(

C

!

!

$

%&%:

#与
'

级比较(

H

!

!

$

%&%:

#与
0

级比较(

!

!

!

$

%&%:

#与稳定期比较)

B

!

讨
!!

论

白癜风是临床常见的一类皮肤色素脱失性疾病#患者的局

部皮肤呈现一定程度的黑色素细胞功能消失的情况&

'

'

#对于患

者尤其是年轻患者造成的不良影响极为突出)因此对此类患

者进行诊治的需求较高#而与白癜风发生,发展及诊治方面的

研究也极为多见#其中不乏微量元素与本病相关的研究)有研

究认为#微量元素的异常可能导致机体的黑素代谢异常#从而

影响到疾病的发生,发展&

0.:

'

#但是关于这方面的细致探究仍十

分匮乏#因此此方面的探讨价值仍较高)较多研究显示#此类

患者的细胞因子呈现一定程度的异常#而
Q<

$

Q<.)

,

Q<.$%

及

Q<.$-

%及其他细胞因子$

D4[.

,

,

DW[.

%

及
Q[4.

/

%不仅仅对于

局部的炎性包括微炎性状态有积极的反应价值&

)./

'

#对于机体

的免疫调节失衡状态也有较高的临床检测意义&

(.$$

'

#临床中关

于白癜风患者免疫异常情况的研究较为多见#但是关于上述细

胞因子在此类患者中的细致探究仍尚为不足#甚至研究相悖的

情况也较大程度存在&

$1.$'

'

#因此对这方面的细致探究十分必

要)

本研究对白癜风患者微量元素及细胞因子指标的变化情

况进行观察及分析#并与对照组进行比较#结果显示#白癜风患

者的血清微量元素及细胞因子水平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

$

%&%:

%#表现为血清微量元素
3M

,

8@

,

,̀

,

3"

及
Q<.

$%

水平均低于对照组#而其他细胞因子水平则均高于对照组#

且不同分级及分期白癜风患者的上述血清指标也存在明显的

差异#说明上述指标的检测对于疾病的诊断包括分期及分级均

有积极的指导意义#同时对于疾病的治疗也有一定的参考价

值&

$0.$:

'

)

综上所述#本研究认为白癜风患者微量元素及细胞因子指

标的变化明显#且白癜风分级及分期的不同对其表达的影响也

较大#故对于白癜风患者进行上述微量元素级细胞因子的监测

价值较高)

参考文献

&

$

' 张秋鹂#常建民
&

白癜风与维生素
V

$1

,叶酸及微量元素关

系的研究进展&

d

'

&

中国麻风皮肤病杂志#

1%$:

#

'$

$

'

%!

$)0.$))&

&

1

' 王艳东#刘秀华#吕晓红#等
&

大庆地区白癜风患者血清微

量元素测定分析&

d

'

&

齐齐哈尔医学院学报#

1%$1

#

''

$

$

%!

'(.0%&

&

'

'

=̀"M<

#

8=#U<

#

<#T

#

@AI;&Q,HB@I+@!H#BHM;IA#,

N

D=$-

H@;;+I,!@;@LIA@!+@BM5;@L@;+"GDW[.

$下转第
$$(:

页%

1($$

重庆医学
1%$-

年
'

月第
0)

卷第
(

期

This is trial version
www.adultpdf.com



同程度的升高#所以临床医生在使用奥氮平的过程中#既要保

证疗效又要考虑奥氮平带给
3̂ 8

患者的不良反应和身心损

害#需要定期及时检测性激素水平#及早发现及早采取合理的

措施)

本研究表明#奥氮平可以有效治疗
3̂ 8

患者#其对
3̂ 8

患者的体质量,肝功能,

D3

,

>6<

有一定影响#但是由于时间较

短和样本量较小#难免存在一定局限性#还需要进一步长期,大

样本量研究奥氮平对
3̂ 8

患者的影响)

参考文献

&

$

'

3;IBPT

#

4IBB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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