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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性脑炎患儿血清中可溶性细胞间黏附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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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可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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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素的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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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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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

探讨检测病毒性脑炎"

:/

$患儿血清中可溶性细胞间黏附分子
0"

"

*]9;80"

$和可溶性
X0

选择

素的作用%方法
!

应用酶联免疫吸附双抗体夹心法分别检测
!<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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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儿急性期&恢复期及
!$

例正常儿童血清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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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水平%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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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儿急性期血清

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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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素显著高于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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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期患儿血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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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对照组比

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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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儿
*]9;80"

和可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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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素水平与病程密切相关!检测血清
*]0

9;80"

和可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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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素有助于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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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儿病情轻重和评估预后%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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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性脑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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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溶性细胞间黏附分子
0"

#

!

可溶性
X0

选择素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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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4!05%''

"

!$""

$

!&0!='$0$!

!5<56<+7-7@,7>AC>5+-<5;65>>A>:;:D45,+7-87>56A>50":-D,7>AC>5Q0,5>56<+-+-,5;A87@64+>D;5-B+<4=+;:>5-65

9

4:>+<+,

!

$%&'();*

$

89

:

;!"<9*".

=

/>)*)?;>@;6.!;".!

A

#

#9.

:

>9DEF.E

:

)";>.

=

@);*EC-)/.-*"

A

#

();*

4

E-!!&%$$

#

/C)*;

&

'

FC,<;:6<

(

!

"C

*

56<+=5

!

>?*7CE

)

7D,B,@,B*?F*,GC+*?BC3B,1H7,G6,BBCBAGAED,G*1?H+?B,6CB,0"

$

*]9;80"

&

AHE

*?BC3B,X0*,B,671H

$

*X0*,B,671H

&

1H

K

A71,H7*I17D@1GAB,H6,

K

DAB171*#G5<47D,

!

>D,*]9;80"AHE*X0*,B,671H?F7D,*,G0

C+I,G,+,A*CG,E3

)

/O](;?H!<

K

A71,H7*I17D@1GAB,H6,

K

DAB171*1HG,*

K

,671@,B

)

A6C7,

K

DA*,

#

G,6?@,G

)K

DA*,AHE!$

H?G+AB6D1BEG,H#H5,A><,

!

>D,A@,GA

N

,*,GC+B,@,B*?F*]9;80"

+$

&4!#<_""&#<

&

$

N

"

O

,

AHE*X0*,B,671H

+$

&=#!_

"!#"

&

$

N

"

O

,

I,G,+C6DD1

N

D,G1H

K

A71,H7*I17DA6C7,@1GAB,H6,

K

DAB171*7DAH7DA71H7D,6?H7G?B

N

G?C

K

+$

!44#%_=4#=

&

$

N

"

OAHE

$

"5#<_%#!

&

$

N

"

O

,$

#

"

$#$"

&#

I17D?C7*1

N

H1F16AH7E1FF,G,H6,*1H7D,6?H@AB,*6,H7

K

A71,H7*

+$

&$'#!_55#"

&

$

N

"

OAHE

$

!&#<_=#%

&

$

N

"

O

,$

#

#

$#$'

&

#I7-6>A,+7-

!

>D,G,*CB7*1HE16A7,7DA77D,A@,GA

N

,B,@,B*?F*]9;80"AHE

*X0*,B,671HAG,

K

?*171@,B

)

6?GG,BA7,EI17D7D,E,

N

G,,?F@1GAB,H6,

K

DAB171*#(,GC+*]9;80"AHE*X0*,B,671HI1BB6?H7G130

C7,7?+?H17?G1H

N

7D,6B1H16AB6?CG*,?F@1GAB,H6,

K

DAB171*#

'

J5

?

B7;D,

(

!

@1GAB,H6,

K

DAB171*

%

!

*?BC3B,1H7,G6,BBCBAGAED,G*1?H+?B,6CB,0"

%

!

*?BC3B,X0*,B,671H

!!

病毒性脑炎是儿科常见的中枢神经系统$

9R(

&感染性疾

病#其发病率有增高趋势#但发病机制尚未完全清楚)近年来

研究发现黏附分子在病毒性脑炎$

:/

&的发生-发展及转归过

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作者对
:/

患儿进行血清中可溶性细

胞间黏附分子
0"

$

*]9;80"

&和可溶性
X0

选择素水平测定#并

进行分析)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实验组急性期为
!$$=

年
"

月至
!$$5

年
"$

月本院儿科病房收治的符合
:/

诊断标准的患儿
!<

例#年龄
'

个月至
"%

岁#男
"!

例#女
"%

例)恢复期指脑电图基本恢复正

常#而脑脊液常规或细胞学检查正常)对照组为同期在本院外

科择期手术患儿
!$

例#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

岁#近期

无感染及过敏性疾病等病史#无免疫制剂应用史)

$#/

!

标本采集
!

分别采集
:/

患儿急性期$病程
!

#

'E

&及恢

复期$病程
"'E

&静脉血
!+O

#

&4h

水浴
"$+1H

后离心#收集

血清
Z%$ h

冰箱保存备用#对照组同样方法留取血清#放

Z%$h

冰箱保存)

$#'

!

方法
!

用酶联免疫吸附双抗体夹心法检测血清
*]9;80

"

和可溶性
X0

选择素水平)试剂盒由美国
a,H,8A

)

有限公司

提供#使用美国
(7A7FA-!"$$

全自动酶标仪测定)试剂的配制

和操作步骤均严格按说明书进行)

$#1

!

统计学处理
!

计量资料以
O_E

表示#用配对
"

检验进行

统计分析)两组计量资料的显著性检验用
"

检验#

#

"

$#$'

为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病毒性脑炎患儿急性期血清中的
*]9;80"

和可溶性
X0

选

择素水平均升高#其值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而恢复期$指脑脊液常规和细胞学检查正常&血清中

的
*]9;80"

和可溶性
X0

选择素与急性期比较均明显下降#但

仍稍高于对照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见表
"

)

表
"

!

病毒性脑炎患者血清
*]9;80"

和可溶性

!

X0

选择素检测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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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_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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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别
* *]9;80B

可溶性
X0

选择素

急性期
!< &4!#<_""&#< &=#!_"!#"

恢复期
!< &$'#!_55#" !&#<_=#%

对照组
!$ !44#%_=4#= "5#<_%#!

'

!

讨
!!

论

细胞黏附分子是由细胞产生的介导细胞与细胞间或细胞

与细胞外基质之间相互作用的一类膜表面糖蛋白分子#它参与

细胞的信号传导与活化#细胞的伸展和移动#细胞的生长及分

化#炎症-血栓形成#肿瘤转移及创伤愈合等一系列重要的生理

和病理过程+

"

,

)

]9;80"

属于细胞黏附分子免疫球蛋白超家族成员#

]9;8

是一种细胞表面的跨膜糖蛋白#

]9;8

有广泛的组织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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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医学与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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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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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第
=

卷第
!&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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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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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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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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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特异性#表达在各种血源性和非血源性细胞的表面#尤其在

血管内皮细胞表达最高)在生理条件下
]9;80"

仅低量表达#

但可受各种因素的影响而呈诱导性表达)

]9;80"

能通过与

其受体结合而促进
>

淋巴细胞活化及白细胞从血管内向炎症

部位浸润+

!

,

)

]9;80"

的表达可以在细胞内的多个环节上受

到调控#

]9;80"

的受体为淋巴细胞功能相关抗原
0"

$

Ô ;0"

&

和巨噬细胞分化抗原$

8A60"

&#均属于整合素家族+

&

,

#表达于

包括细胞毒性
>

淋巴细胞$

9>O

&在内的所有白细胞表面)黏

附分子的重要性在于可溶性的形式#由于它们的配体在白细胞

上#因此其可能涉及到白细胞
0

内皮细胞相互作用#以及这些分

子在急-慢性炎症及相关组织疾病中可能起的作用)在机体有

炎症时#在白细胞的相互作用刺激下#

*]9;80"

表达上调#含

量升高#而
]9;80"

与受体
9L""

"

9L"=

的相互作用#在中性粒

细胞与血管内皮细胞加强黏附并穿越血管内皮细胞的过程中

是非常重要的)这又进一步促进循环白细胞向炎症部位浸润#

如此构成恶性循环#扩大炎症效应#也进一步加重炎症部位的

损伤)

本组研究结果表明#

:/

患儿急性期脑脊液
*]9;80"

水平

明显高于恢复期及对照组#提示
*]9;80"

参与
:/

的发病过

程)

:/

具有特有的发病机制#通过激活
>

淋巴细胞#从而启

动炎性反应+

%

,

)

>

淋巴细胞被激活后还可产生多种细胞因子#

炎性反应越重#细胞因子释放量越多#诱导
]9;80"

表达增

加+

'

,

#使白细胞附壁-黏附-穿过血管内皮进入病灶部位#出现

急性期脑脊液
*]9;80"

水平升高#而在恢复期#由于炎性反应

的减轻#细胞因子释放的减少#血管内皮表达的
]9;80"

水平

下降)本组资料也表明恢复期患儿
*]9;80"

水平明显降低#

故
*]9;80"

可作为临床诊断和治疗的一个早期指标)

选择素是新近发现的细胞黏附分子中一个家族#

X0

选择素

是细胞黏附分子选择素家族中的一员#是活化血小板及血管内

皮细胞表面的一种膜糖蛋白)主要参与细胞间选择性识别-黏

附#在肿瘤转移-炎性反应-血栓形成及其他疾病中起重要作

用+

<

,

#在炎症过程的早期尤为重要)可溶性
X0

选择素借助于

细胞表面的黏附分子与血管内皮细胞及靶细胞的黏附作用#参

与并最终导致组织损伤-微血管病变等一系列病理过程+

4

,

)

X0

选择素通常情况下存在于血小板
!

0

颗粒和内皮细胞的

P,13,B0XABAE,

小体内#内皮细胞和血小板表面无
X0

选择素表

达或呈持续低表达状态#当血小板及血管内皮细胞受到刺激而

活化时#导致
X0

选择素基因激活#使细胞表面表达
X0

选择

素+

=

,

)当选择素与白细胞表面的配体结合后#即开始介导白细

胞的滚动作用#并将其锚定于内皮细胞表面上#从而介导稳定

的黏附作用)

M?3A

)

A*D1

等+

5

,认为#内皮细胞"血小板表达的

X0

选择素是内皮细胞活化白细胞
0

内皮细胞黏附及白细胞介导

器官损伤的标志物)抑制
X0

选择素的表达可大大缓解炎症程

度#减少白细胞对组织的损伤)本研究结果表明#与对照组比

较#治疗前
:/

患儿血清可溶性
X0

选择素水平明显增高#治疗

后降至正常水平#提示可溶性
X0

选择素水平的下降也与
:/

患

儿病情的好转密切相关)因此#血清
*]9;80"

和可溶性
X0

选

择素参与了
:/

的发生-发展过程#动态监测血清
*]9;80"

和

可溶性
X0

选择素水平对判断
:/

患儿病情转归具有重要参考

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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