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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

目的
!

通过检测
""&

例葡萄膜炎患者的人类白细胞抗原
R#*

"

aP3!R#*

%的表达!探讨葡萄膜炎患者

aP3!R#*

的表达与性别'年龄的关系&方法
!

采用流式细胞术对
""&

例葡萄膜炎患者外周血进行
aP3!R#*

抗原

表达的检测!根据检测结果分为
aP3!R#*

阳性组和阴性组!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结果
!

在
(#

例男性葡萄膜炎

患者中!

)(

例
aP3!R#*

阳性!而在
&$

例女性患者中!

#*

例
aP3!R#*

阳性
%

男性患者阳性率"

*)%#6

%大于女性患

者"

&'%76

%&四格表
!

#

h(%((

"

/

$

'%'&

%!男性组
aP3!R#*

阳性的相对危险度为
"%)&

!相对危险度的
7&6

可信区

间为
'%71

!

"%7#

&男性葡萄膜患者和女性葡萄膜炎患者的年龄分布无明显差异"

/

%

'%'&

%!而不同性别的
aP3!

R#*

相关性葡萄膜炎患者的年龄分布有差异"

/

$

'%'&

%!男性患者年龄较女性患者小&结论
!

男性是
aP3!R#*

相

关性葡萄炎发生的危险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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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膜又名色素膜#因含有多种异质性色素组织#易发生

自身免疫反应,已有研究表明其与人类白细胞抗原
R#*

$

aP3!R#*

&关系密切)

"

*

,

aP3!R#*

相关性葡萄膜炎即
aP3!

R#*

抗原阳性的葡萄膜炎是非感染性葡萄膜炎最常见原因之

一#约占
"'6

!

#$6

#主要累及青壮年#是致盲的重要原因之

一,研究证实#

aP3!R#*

相关性葡萄膜炎患者复发的风险显

著增高#且有
&'6

患者合并自身免疫性结缔组织病#尤其是男

性患者)

#

*

,但目前国内鲜见关于
aP3!R#*

相关性葡萄膜炎

与性别+年龄关系的研究报道#本研究旨在探讨性别+年龄与

aP3!R#*

相关性葡萄膜炎的关系,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收集
#''1

年
"

月至
#'""

年
"

月本院就诊并

首诊为葡萄膜炎患者
""&

例#其中男
(#

例#女
&$

例,男性患

者年龄
(

!

($

岁#女性患者年龄
7

!

($

岁#见表
"

,

表
"

!

""&

例葡萄膜炎患者的年龄段分布情况%

)

&

性别
年龄$岁&

$

"'

!

#'

!

$'

!

)'

!

&'

!

('

%

('

合计

男性
" ( 1 ## "* * " (#

女性
" " 1 ## "# * # &$

合计
# * "( )) #7 ") $ ""&

$%/

!

方法
!

单克隆抗体)包括异硫氰酸荧光素$

ÔM,

&"藻红

蛋白$

+0

&标记的抗体*均购于美国
R<?C8B.A?_A>8B

公司,采

用
O3,4!?=9AIE5

流式细胞仪按照
aP3!R#*

抗原检测的操作

说明书检测,

aP3!R#*

抗原阳性判断标准!

OP"

&

")*

,根据

aP3!R#*

的检测结果分为阳性组和阴性组,

$%'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4+44"*%'

对数据进行
!

# 检验$计数

资料&+

<

检验$计量资料&+

@

检验$方差齐性检验&以及相对危

险度估计#

/

$

'%'&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h'%"'

水准不拒绝,

/

!

结
!!

果

/%$

!

""&

例葡萄膜炎患者
aP3!R#*

抗原检测结果
!

""&

例

葡萄膜炎患者中
aP3!R#*

抗原阳性者有
*$

例#阳性率为

($%&6

,其中#男
)(

例#女
#*

例,在
(#

例男性患者中#

aP3!

R#*

抗原阳性率为
*)%#6

#而在
&$

例女性患者中阳性率为

&'%76

$表
#

&,四格表
!

# 检验结果
!

#

h(%((

#

/

$

'%'&

,提示

两组
aP3!R#*

阳性率有差别#男性患者的相对危险度$

5<9=!

CAJ<5A>_

#

--

&是
"%)&

#

--

的
7&6

可信区间为
'%71

!

"%7#

,因

此#男性是
aP3!R#*

相关性葡萄膜炎的危险因素,

/%/

!

""&

例葡萄膜炎患者年龄分布的统计分析结果
!

""&

例

葡萄膜炎患者的平均年龄为
$1%1

岁#其中男性患者平均年龄

$

$*%#i"#%)

&岁#而女性患者的平均年龄$

$1%&i""%)

&岁#两

组之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h'%&7

$

/

%

'%'&

&,根据
aP3!

R#*

的表达分组分析结果显示#阳性组年龄$

$1%)i"#%'

&岁和

-

7#7"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1

月第
1

卷第
"(

期
!

P=IQ<D,9AB

!

3E

F

E>C#'""

!

T89%1

!

28%"(



阴性组年龄$

$(%7i""%*

&岁#无明显差异#

/h'%&'

$

/

%

'%'&

&,

aP3!R#*

阳性患者男性年龄$

$&%$i"#%$

&岁#女性

$

)$%'i"'%&

&岁#进行
@

检验#结果
@h'%*$

#

/h'%"7

#

/

%'

$

'

h'%"

&,因此#不认为两组年龄的总体方差不等#进一步的
<

检验分析的
/h'%''1

$

/

$

'%'&

&#故两组
aP3!R#*

相关性葡

萄膜炎患者的年龄分布有差异#男性患者年龄较女性患者小,

表
#

!

不同性别的葡萄膜炎患者
aP3!R#*

阳性率比较

性别
aP3!R#*

阳性$

)

&

aP3!R#*

阴性$

)

&

合计

$

)

&

阳性率

$

6

&

男性
)( "( (# *)%#

女性
#* #( &$ &'%7

合计
*$ )# ""& ($%&

!!

注!

!

#

h(%((

#

/

$

'%'&

,

'

!

讨
!!

论

aP3!R#*

相关性葡萄膜炎的主要临床表现为急性单侧或

双交替性前葡萄膜炎#在前葡萄膜炎患者中#

aP3!R#*

阳性率

约为
1'6

#而本研究中葡萄膜炎患者
aP3!R#*

阳性率为

($%&6

#分析原因可能是在大多数西方国家#前葡萄膜炎占葡

萄膜炎的
&'6

!

1#6

#而在亚洲#比例相对较低#约
#16

!

&'6

)

$

*

,研究表明#葡萄膜炎发病年龄差异较大#

*'

岁以下人

群均有可能发病#尤以
#'

!

)'

岁为高发期#其中
aP3!R#*

阳

性患者比阴性患者发病更早)

)

*

,但本研究认为葡萄膜炎患者

中
aP3!R#*

阳性组与阴性组的年龄分布无明显差异#而在

aP3!R#*

相关性葡萄膜炎患者即
aP3!R#*

阳性组中#男性

的平均年龄比女性患者小#可能提示在
aP3!R#*

相关性葡萄

膜炎患者中男性比女性发病更早#这与国外报道不一致)

&

*

,在

中国#

aP3!R#*

阳性的人群发病率仅
#6

)

(

*

#而在
aP3!R#*

阳性人群中#男性发生
aP3!R#*

相关性前葡萄膜炎的风险是

aP3!R#*

阳性女性的
"%&

!

#%&

倍#在
aP3!R#*

阴性人群中

前葡萄膜炎的发生并无性别差异,本研究结果显示在葡萄膜

炎患者中#男性发生
aP3!R#*

相关性葡萄膜炎的风险是

aP3!R#*

阳性女性的
"%)&

倍,由于两组葡萄膜炎患者的

aP3!R#*

阳性率有差别#提示性别与
aP3!R#*

可能共同参

与葡萄膜炎的发生,在前葡萄膜炎中#

aP3!R#*

阳性患者和

阴性患者的临床表现亦有不同#

aP3!R#*

阳性的前葡萄膜炎

患者较临床阴性患者症状出现早#程度重)

*!1

*

,本研究亦证实

男性是
aP3!R#*

相关性葡萄膜炎发生的危险因素#且男性患

者的发病年龄明显早于女性患者,因此#对男性的葡萄膜炎患

者检测
aP3!R#*

#有助于临床更好的诊断疾病和采取及时的

治疗措施,同时#推测男性和
aP3!R#*

可能共同参与葡萄膜

炎的发生#两者在非感染性葡萄膜炎中的相互作用机制仍有待

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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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本研究结果还提示嗜血杆菌对氯霉素+四环素+头孢呋辛+

头孢克洛等抗菌药物也存在一定的耐药性#因此临床上有必要

加强其耐药性的监测,嗜血杆菌对阿莫西林"克拉维酸+氧氟

沙星+头孢噻肟的敏感性均在
7*%16

以上#可以用来作为首选

药物使用,但对于呼吸道感染患者#由于氟喹诺酮类抗菌药物

在肺泡组织中的药物浓度明显低于血药浓度#尤其是儿科患者

对氯霉素+氟喹诺酮类+四环素类抗菌药物是临床使用禁忌#所

以有必要加强嗜血杆菌的检测和药物敏感试验#积极的指导临

床用药#而避免仅凭经验用药#而加快了多重耐药菌株筛选和

扩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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