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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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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

探讨了子宫内膜异位症患者治疗前&后血清白细胞介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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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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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应蛋白"

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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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肿瘤坏死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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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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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的变化及临床意义%方法
!

应用放射免疫分析法和免疫比浊法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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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子

宫内膜异位症患者治疗前&后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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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并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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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健康人进行比较%结果
!

在治疗

前!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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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显著的高于健康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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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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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则显著低

于健康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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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
&

个月后再与健康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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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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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宫内膜异位症的发生与发展与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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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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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宫内膜异位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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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细胞介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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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宫内膜异位症是一种激素依赖性疾病#以具有生长功能

的子宫内膜出现在子宫内膜的其他部位$如盆腔内-卵巢等&为

特征)本病的发病机制尚不十分明确#有体腔上皮化生学说-

诱导学说-异常细胞的免疫激素-遗传因素等)其中免疫因素

异常可能是引起并促进子宫内膜异位症的发生与发展的主要

因素之一+

"

,

)作者检测子宫内膜异位症患者治疗前-后血清白

细胞介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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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应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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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肿瘤坏

死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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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的变化#现报道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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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患者组
&!

例均为本院
!$$5

#

!$"$

年妇产科

经临床明确诊断的子宫内膜异位症患者$是指体征-

Q

超-剖腹

探查及病理切片等&)健康对照组
&'

例#均为同期本院体检中

心经过体检的健康者$非月经期-非孕期&)两组对象均无自身

免疫性疾病#并没有应用激素类药物)无心-肝-肺-肾等重要

脏器疾患#肝肾功能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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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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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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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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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检测
!

放射免疫分析

法)试剂盒由北方免疫试剂研究所提供#操作按各自提供的说

明书进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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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清
D*09WX

水平测定
!

免疫比浊法)试剂由伊利康

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提供#操作按说明书进行)

$#'

!

统计学处理
!

所测数据以
O_E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检

验#相关分析采用直线回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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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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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对照组和子宫内膜异位症组治疗前后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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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量检测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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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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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对照组和子宫内膜异位症组治疗前后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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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对照组
&' 4#'_"#! "$"#%_&=#' "#!_$#' $#5=_$#!"

子宫内膜异位症组治疗前
&! %#!_$#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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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宫内膜异位症组治疗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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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与健康对照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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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OA38,E9B1H

!

L,6,+3,G!$""

!

:?B#=

!

R?#!&



/#/

!

子宫内膜异位症患者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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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进行相关性分析
!

结果呈明显负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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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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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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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O0!

是由辅助性
>

淋巴细胞产生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免疫

调节因子#具有促进
>

淋巴细胞增殖的诱导
OA\

细胞#促进
Q

淋巴细胞产生抗体#促进
>

淋巴细胞杀伤作用以及增强自然

杀伤$

RM

&细胞活性等作用#国内已见有多篇文献报道+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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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身免疫性疾病-血液病-肿瘤患者均有明显的血清
]O0!

水平降

低)本研究结果表明#子宫内膜异位症患者血清
]O0!

水平显

著低于健康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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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中西医

结合治疗
&

个月后与健康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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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降低的机制可能是患者产生
]O0!

能力和对
]O0

!

水平的反应性均有不同程度降低之故)

]O0<

是机体内许多细胞产生的一种具有多种生物学活性

的刺激因子#为机体复杂的细胞因子网络中的一个重要成员)

]O0<

为多种细胞表现的复杂的生物学功能#在正常情况下调

节免疫应答#而在病理状态下#其浓度的升高可引起免疫性疾

病的损伤)本研究结果表明#子宫内膜异位症患者血清
]O0<

水平显著高于健康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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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

治疗
&

个月后则与健康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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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其原因可能是患者存在有细胞免疫抑制#

>

-

Q

淋

巴细胞比例失衡之故)另一原因可能是患者体内巨噬细胞在

吞噬或细胞抗原物质时#本身产生一些细胞因子)其中
]O0<

又作用于血管内皮细胞#在正常情况下#可起到抗感染作用#而

在病理状态下可导致病理性损伤#促进了疾病的发生与发

展+

%

,

)

9WX

是在人体肝脏合成中一种典型的急性期反应蛋白#

在组织损伤-放疗或急性感染后人血液中该蛋白浓度会显著升

高#被称为是急性时相反应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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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9WX

对外界病原体和伤

害细胞具有特异的识别功能#能结合于损伤部位#激活补体系

统#消除外界病原体和伤害细胞#加快机体的康复)本研究结

果表明#子宫内膜异位症患者血清
D*09WX

水平显著高于健康

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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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治疗
&

个月后则与

健康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其升高的原

因#作者认为是
9WX

可能与脂蛋白结合#由经典途径激活补体

系统#产生大量的终末攻击复合物和终末蛋白
9'<0X

造成血管

内皮损伤%

9WX

可与单核细胞-粒细胞的
9WX

受体结合#使之

浸润-聚集#产生细胞因子#造成血管损伤)是否还有其他因素

影响#尚待进一步研究和探讨)

>R̂0

!

主要由单核
0

巨噬细胞产生#具有双重的生物学作

用+

4

,

#一方面是机体的免疫防护的重要介质#另一方面可参与

机体的免疫病理损伤#在一些疾病的发生和发展中起重要的作

用)本研究结果表明#子宫内膜异位症患者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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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

显著高于健康对照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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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治疗
&

个月后则与健康对

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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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升高的机制作者认

为是由于患者机体的防御能力降低#刺激单核细胞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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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造成血中
>R̂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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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的升高%

>R̂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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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加强吞噬作用#

引起机体大量而迅速释放超氧化物#因而造成血中
>R̂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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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平的升高#是否还有其他因素参与尚待探讨)

本研究结果还表明#子宫内膜异位症患者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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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呈明显负相关)

总之#作者认为子宫内膜异位症的发生与发展与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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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密切相关#有重要的临床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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