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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老年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功体各种机能及物质代谢均有

明显改变#包括遗传物质)神经内分泌)微量元素及免疫系统

等*临床上老年人对感染)肿瘤)自身免疫性疾病易感#其重要

原因之一是免疫功能的改变*白细胞介素
)&

$

/V)&

%是细胞免

疫功能的重要指标#而
/V)%

是多功能细胞因子#也是机体重要

的免疫病理因子之一+

#

,

#其水平的改变在机体免疫功能老化的

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本文就外周血
.

细胞亚群)淋巴细

胞分泌
/V)&

能力)血浆可溶性白细胞介素
)&

受体$

(/V)&*

%)

/V)%

及
(/V)%*

水平等变化与增龄的关系作一探讨*

$

!

资料与方法

$1$

!

一般资料
!

选择
&$#$

年
&

!

"

月在南京市大厂医院健康

体检的中老年人
8&&

例#其中男
&9S

例#女
#S8

例#年龄
8#

!

S%

岁*

5

组
#$&

例#年龄
8#

!

"$

岁#男
"8

例#女
8S

例(

P

组
#&9

例#年龄
"#

!

%$

岁#男
%S

例#女
""

例(

!

组
##$

例#年龄
%#

!

6$

岁#男
"7

例#女
"#

例(

\

组
S6

例#年龄
6$

岁以上#男
86

例#

女
8$

例*

$1/

!

样品准备
!

分别抽取各组人群空腹静脉血
"KV

#肝素钠

抗凝#

8i

下
9$$$E

"

K;<

离心分离血浆#再用淋巴细胞分离液

$上海生化试剂二厂%分离出外周血单个核细胞$

+P4!

%#一部

分用作培养#另一部分用作淋巴细胞亚群测定*

$1'

!

/V)&

的诱生和检测
!

用
*+4/#%8$

$

-;CB:

%全培养液将

+P4!

调整浓度至
#U#$

%

"

KV

#在
&8

孔板内#每孔加
$18KV

+P4!

细胞悬液)

$18KV

植物血凝素$

8$

+

@

"

KV

#

O;

@

KA

%#每

一样品做
9

孔*

96i

#

"R!3

&

培养
6&'

#收集上清液*按
/V)

&

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XV/O5

%检测试剂盒$

/KKJ<:?>B'

#法国%

说明书进行检测*

$11

!

淋巴细胞亚群及血浆样本检测
!

+P4!

经磷酸盐缓冲液

$

H

261&

%离心洗涤后#最终浓度调整为
&U#$

"

"

KV

*经涂片#

采用碱性磷酸酶
)

抗碱性磷酸酶复合物法分别测定
!\8

h 和

!\S

h细胞百分率#试剂由邦定生物技术公司提供*血浆
/V)%

)

(/V)&*

及
(/V)%*

检测分别按其酶联免疫吸附试验检测试剂

盒$

/KKJ<:?>B'

#法国%说明书进行*

$12

!

统计学方法
!

采用方差分析中成组设计的多个样本均数

比较*

/

!

结
!!

果

/1$

!

不同年龄组中老年人外周血
.

淋巴细胞亚群分布见表

#

*

!\8

h

.

细胞百分率随增龄逐渐降低#

!\S

h

.

细胞百分率

随增龄逐渐升高*

5

)

P

两组
!\8

h

.

细胞百分率与
\

组比较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1$#

#

!

"

$1$"

%(

5

)

P

)

!

组间比较差

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

#

$1$"

%(

!

组与
\

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

!

#

$1$"

%*

5

组
!\S

h

.

淋巴细胞百分率与
\

组比较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

"

$1$"

%#其余各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

!

#

$1$"

%*

!\8

"

!\S

随年龄增长而减低#

5

组与
!

)

\

组#

P

组与
\

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1$#

#

!

"

$1$"

#

!

"

$1$"

%#其余各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1$"

%*

/1/

!

不同年龄组中老年人外周血淋巴细胞产生
/V)&

的能力

及血浆
(/V)&*

)

/V)%

)

(/V)%*

水平比较见表
&

*

+P4!

培养上

清液中
/V)&

水平随年龄增长而下降#其血浆可溶性受体随增

龄而升高#而血浆
/V)%

及其可溶性受体水平则皆随增龄而

升高*

表
#

!

不同年龄组中老年人外周血
.

淋巴细胞

!!!!

亚群分布%

'T8

+

R

&

组别
!\8

h

!\S

h

!\8

"

!\S

5

组
"%1#8T8166 &S1"$T81&% #176T$18&

P

组
""19&T817# 9$17#T81S& #167T$19#

!

组
"91$#T"1S9 9#1""T"1#$ #1%ST$199

\

组
"$1%"T%1SS 991"8T"1S7 #1"#T$1&7

表
&

!

不同年龄组中老年人
+P4!

培养上清液
/V)&

及血浆
(/V)&*

'

/V)%

'

(/V)%*

水平的比较

组别
/V)&

$

H@

"

KV

%

(/V)&*

$

Y

"

KV

%

/V)%

$

H@

"

KV

%

(/V)%*

$

H@

"

KV

%

5

组
#9S1%$T6#199 8""1&$T#8S19$ S19$T81"# "$188T&&1"S

P

组
#9&1#$T%S1&7 "$91#$T#SS1$$ 71%9T"166 "S197T&#1%"

!

组
#&"16$T%71## "S%1"$T#7%18$ #&1"ST61#% 6$1$"T&619#

\

组
##&17$T6819" %%61S$T&#619$ #"17#T71S& S916ST981"&

/1'

!

5

组与
!

组比较#

/V)&

)

(/V)&*

)

/V)%

)

(/V)%*

水平差异均

有统计学意义$

!

"

$1$"

或
!

"

$1$#

%#而
5

组与
\

组比较差

异也有统计学意义$

!

"

$1$#

%*

P

组与
\

组比较#上述
8

种指

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1$"

或
!

"

$1$#

%*

5

组与
P

组)

P

组与
!

组)

!

组与
\

组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1$"

%*

'

!

讨
!!

论

人体免疫功能随着增龄呈现一定的变化*早期仅对免疫

-

7#8&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S

卷第
#7

期
!

VAC4>I!L;<

!

3B?:C>E&$##

!

W:L1S

!

,:1#7



球蛋白)补体水平以及迟发型变态反应等指标进行检测*这些

指标的改变只是反映免疫细胞内和细胞间一系列复杂反应的

最终结果#而对老化机体免疫功能变化的机制还不清楚*近年

来这方面的研究已深入到细胞水平*有学者提出衰老首先是

.

淋巴细胞功能下降#从而造成免疫系统平衡失调+

&

,

*本研究

结果表明#

!\8

与
!\S

细胞间平衡失调表现为
!\8

细胞减

低#

!\S

细胞增高#

!\8

"

!\S

比值减低*

!\8

细胞根据其分泌

的细胞因子种类不同可分为
.2#

和
.2&

细胞*

.2#

细胞主

要介导与局部炎症有关的免疫应答#在抗胞内病原体如细菌)

病毒和寄生虫等感染中发挥重要作用(

.2&

细胞的主要功能

为刺激
P

细胞增殖并产生抗体#与体液免疫相关*临床上老

年人易发生感染#有时病程反复#迁延不愈#与
!\8

细胞的减

低有一定的相关性*

!\S

细胞根据其生物学功能可分为细胞

毒性
.

淋巴细胞$

!.V

%和抑制性
.

细胞$

.O

%*

!.V

主要发

挥细胞毒作用#而
.O

的功能是抑制免疫应答的活化阶段*临

床上老年人易发生肿瘤及某些自身免疫性疾病$如类风湿关节

炎等%是否与
!\S

细胞的增高有关#还有待进一步证实*

/V)&

是由
.

细胞产生的细胞因子#它对多种免疫效应细

胞的增殖)分化起重要作用*

/V)&

需通过与细胞膜表面的
/V)

&*

特异性结合才能发挥效应*

(/V)&*

是膜型
/V)&*

裂解释

放到血浆中的#它能与
/V)&

结合#抑制
/V)&

活性#对
/V)&

生物

学功能起负调控作用+

9

,

*本文结果显示#随着增龄#

.

细胞分

泌
/V)&

的能力有所下降#同时#血浆
(/V)&*

水平渐渐升高#双

重因素作用的结果导致老年人细胞免疫功能逐步减退*

近来#

/V)%

作为机体重要的免疫病理生理因子正受到人

们的日益重视*令人感兴趣的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血浆
/V)%

和
(/V)%*

也逐步升高*与
(/V)&*

不同的是#

(/V)%*

与
/V)%

结合后可与膜型
/V)%

第二受体$

@H

#9$

%结合而发挥
/V)%

活

性+

8

,

#因此它是
/V)%

生物学功能的正性调控因子*

/V)%

和

(/V)%*

在许多恶性肿瘤$如肺癌)肝癌)白血病等%及某些自身

免疫性疾病$如类风湿关节炎)系统性红斑狼疮等%时升高+

"

,

#

这是否表明老年人对肿瘤和某些自身免疫性疾病易感与
/V)%

和
(/V)%*

升高有关也有待进一步证实*

总之#作者认为#中老年人随年龄的增长#

.

细胞亚群发生

变化和
/V)&

)

/V)%

及其可溶性受体水平的改变#对机体免疫功

能的失衡起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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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方法检测乙型肝炎表面抗原弱阳性标本结果分析

赵忠婵"陕西省旬阳县医院检验科
!

6&"6$$

#

!!

"关键词#

!

乙型肝炎'

!

乙型肝炎表面抗原'

!

弱阳性'

!

胶体金'

!

酶联免疫吸附测定

!"#

!

$%&'()(

"

*

&+,,-&$)./0(122&/%$$&$(&%.2

文献标志码$

P

文章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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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型肝炎$简称乙肝%表面抗原$

2P(5

@

%在我国人群中的

携带率达
71$7R

*作为判断乙肝病毒$

2PW

%感染和诊断

2PW

感染的标志物#

2P(5

@

在感染性疾病标本检测中应用最

为广泛*随着各种免疫标记技术在临床中的应用#发现部分

2P(5

@

低浓度水平表达#由于检测试剂的敏感性)特异性等指

标的差异#导致不同检测方法结果有所差异#造成一定程度的

误诊与漏检#甚至引起医疗纠纷*本文选用经我国药品监督管

理局认可的
9

种试剂对弱阳性标本进行检测#并对其进行评价

与分析*

$

!

材料与方法

$1$

!

试剂与仪器
!

胶体金法选用艾康生物技术$杭州%有限公

司产品#批号
&$#$1#&9&#

"

&1"

(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XV/O5

法%

选用英科新创$厦门%科技有限公司产品#批号
&$#$$S"###

(上

海科华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产品#批号
&$#$$S$68

*酶标仪

和洗板机分别为雷杜
.)%$$$

和雷杜
*.)9$$$

*

2P(5

@

室内

质控产品由陕西省临检中心提供#浓度水平为
#<

@

"

KV

*

$1/

!

样本
!

收集本院
&$$7

年
6

月至
&$#$

年
6

月
2P(5

@

弱

阳性标本
8$

份#样品吸光度值"临界值$

O

"

!3

%由科华试剂检

测#样品
#1$#

"

O

"

!3

"

918$

#血清自然收缩后#

9$$$E

"

K;<

离

心
#"K;<

#无溶血#无脂血#吸取血清#

Z&$i

冰箱保存*

$1'

!

方法
!

严格控制实验条件#室温
#S

!

&"i

#湿度
8$R

!

%$R

#光线充足#严格按试剂说明书进行操作#每份标本平均检

测
9

次#

XV/O5

法检测结果取其平均值*

/

!

结
!!

果

艾康试剂$胶体金法%浓度为
#<

@

"

KV

#

2P(5

@

室内质控

全部阴性*

8$

例弱阳性标本中#

2P(5

@

全为阴性(采用

XV/O5

法)上海科华试剂检测#

8$

例中有
9"

例阳性#

O

"

!3

为

#1$#

!

918$

(英科厦门新创试剂检测
8$

例中有
9S

例阳性#

O

"

!3

值为
&1"

!

"1$

*试验中采用
XV/O5

法
2P(5

@

室内质控

结果均在控制范围内*

'

!

讨
!!

论

2P(5

@

是
2PWO

基因编码含
&&%

个氨基酸的
2PW

外膜

蛋白#常与
\A<>

颗粒并存#因此将
2P(5

@

作为
2PW

感染和

诊断乙肝的指标*由于检测人群血清中存在一定数量的弱阳

性标本#对此各基层医院由于医疗条件的限制#一些
2P(5

@

检测的金标准无法得以应用#只有以多次常用常规方法进行复

-

$&8&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S

卷第
#7

期
!

VAC4>I!L;<

!

3B?:C>E&$##

!

W:L1S

!

,: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