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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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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血清中免疫球蛋白轻链
1

和
2

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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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比值以及补体
N

因子"

,ON

#含量的检测在系统性

红斑狼疮"

*)+

#诊疗中的应用价值%方法
!

在特定蛋白仪上!采用免疫速率散射比浊法测定
*)+

患者及对照组血

清中轻链
1

和轻链
2

$

,ON

含量!并计算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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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值%结果
!

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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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对照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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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血清中免疫球蛋白轻链
1

和轻链
2

含量$

1

*

2

比值及

,ON

含量检测对
*)+

的临床诊疗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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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性红斑狼疮$

*)+

%是一种累及多系统#具有多种自身

抗体的自身免疫性疾病+由环境,感染,妊娠,药物,手术等多

种诱发因素刺激#导致机体的免疫应答出现异常#从而使患者

体内免疫功能紊乱+目前实验室检测主要以抗核抗体,抗双链

Q(/

和抗
*3

为主)

#

*

+近年来免疫球蛋白轻链及补体
N

因子

$

,ON

%在
*)+

诊断中的作用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

%

*

+本文

检测了
>#

例
*)+

患者血清中免疫球蛋白轻链及
,ON

含量#探

讨其在
*)+

诊疗中的价值#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L$

!

一般资料
!

*)+

患者组!临床确诊患者病例
>#

例#均符

合美国风湿病学会
#-R%

年的诊断标准+其中男
"

例#女
?>

例#年龄
#8

!

8#

岁#平均
!%L!

岁+对照组!体检健康者
!$

例

$均经临床及实验室检查排除了自身免疫性疾病%#其中男
#%

例#女
#R

例#年龄
%$

!

>"

岁#平均
!"

岁+

$L/

!

仪器与试剂
!

仪器采用美国
NCDa3EG

生产的
b33E

I

C

全

自动特定蛋白分析仪+配套试剂均为美国
NCDa3EG

公司的原

装试剂+

$L'

!

检测方法
!

运用免疫速率散射比浊法测定血清中免疫球

蛋白轻链
1

和轻链
2

,

,ON

含量#并计算出
1

"

2

比值+

$L1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配对
:

检验#在
*,**#$L$

统计分析软

件进行+以
F

#

$L$>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对照者和
*)+

患者免疫球蛋白轻链
1

和轻链
2

含量,

1

"

2

比值以及
,ON

含量各项检测结果的比较见表
#

+由表
#

可见!

患者血清中轻链
1

和轻链
2

均升高#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F

#

$L$#

%#

1

"

2

比值下降#

,ON

含量下降#与对照组相

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

#

$L$#

%+

表
#

!

*)+

患者及对照组免疫球蛋白轻链及
,ON

含量

组别
'

1

$

I

"

)

%

2

$

I

"

)

%

1

"

2

,ON

$

I

"

)

%

*)+

患者组
>##"L>#_"L%8

'

#$L!$_?L!>

'

#L"$_$L!%

'

$L%#?_$L$"!

'

对照组
!$#$L%-_%L$! >L!?_#L%8 #L-R_$L!> $L!?>_$L$#$

!!

注!与对照组比较#

'

F

#

$L$#

+

'

!

讨
!!

论

*)+

是一种多因素参与的#累及多脏器多系统的自身免

疫性疾病#患者血清中可以检测出因淋巴细胞异常增殖而出现

的多种自身抗体和免疫球蛋白的异常+

免疫球蛋白由两条重链和两条轻链由二硫键连接构成#轻

链可分为
1

,

2

%

个型别)

!

*

+免疫球蛋白轻链由编码轻链
1

和轻

链
2

的基因库控制#从而保证血液中的游离轻链维持在一定的

范围内+当机体受某种因素刺激时#浆细胞合成免疫球蛋白片

段失调#或轻链亚结构在装配时发生故障#导致轻链的合成异

常)

?

*

+本试验结果显示#

*)+

患者与对照组相比
1

,

2

轻链均增

高#且
2

轻链的增高较
1

轻链活跃#导致
1

"

2

比率降低+此结

果与王兰兰等)

>

*结果相似+但该免疫学指标的变化与临床症

状和疾病轻重的内在关系#还有待进一步观察+患者经免疫抑

制剂治疗后#浆细胞的异常增殖受到控制#免疫球蛋白轻链是

否恢复正常#有待进一步研究+

,ON

是补体替代激活途径的重要成分#可与
D!F

结合形成

D!FN

#在
Q

因子的作用下裂解成为
D!FN

#从而终止替代途径的

活化+当替代途径被激活#从而过度消耗
,ON

#$下转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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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医学与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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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总有效率$

']X,]

%

%?L#U

(其中初治
"

例中#

?

例有效#有

效率
""L8U

(复发
%!

例中#

?

例有效#有效率
#8L?U

#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F

#

$L$>

%+

/L/

!

不良反应
!

本组患者主要有恶心,呕吐,腹泻,脱发,骨髓

毒性及外周神经感觉异常等#但程度均较轻+未出现肝肾功能

及心电图异常$表
#

%+

表
#

!

两组化疗不良反应对比%

'

'

组别
'

白细胞

计数下降

血红蛋白

下降

血小板

计数下降

恶心

呕吐
腹泻

神经

毒性

观察组$

!$

例%

$

度
#- #> #- #8 %# #R

#

度
- 8 " R " R

%

度
% " % ? % !

!

度
$ # $ # # $

?

度
$ # $ $ $ #

对照组$

%-

例%

$

度
8 #? #8 #R %R %-

#

度
#$ 8 - 8 $ $

%

度
" " % % # $

!

度
> % # % $ $

?

度
# $ $ $ $ $

'

!

讨
!!

论

近年来#大肠癌的发病率呈明显上升趋势#特别是在发达

国家尤显突出+我国大肠癌发病率由
#-8!

年的第
"

位上升到

#--!

年第
?

位+我国大肠癌发病年龄明显提前#中位年龄为

?>

岁左右#大肠癌化学治疗公认有效药物为氟尿嘧啶及其衍

生物+从
%$

世纪
-$

年代后期随着
)0P,

等药问世#晚期大

肠癌的近期有效率及生存期均有了显著提高+自
#->8

年以

来#

>.O5

成为治疗大肠癌最基础的有效药物#虽从其衍生物,

增效剂以及改变给药方式和选择不同的联合方案等方面进行

了大量的研究#但疗效终不理想#特别是对晚期进展期大肠癌

以及对
>.O5

为基础的方案抗拒者#更是缺乏较为有效的药物

及化疗方案)

#

*

+有文献报道#

>.O5

"

'O

和
>.O5

"顺铂有效率仅

分别为
%RU

和
%"U

#且可重复性亦较差)

%

*

+

)0P,

$国际通用

名为草酸铂%是第
!

代铂类抗癌药#与其他铂类药物相同#它以

Q(/

为靶点)

!

*

+铂原子易与
Q(/

链上的
\

共价结合而形成

链内交联,链间交联及
Q(/

蛋白质交联#使
Q(/

损伤#进而

阻断其复制和转录)

?

*

+

P',&

是喜树碱的衍生物#其抗癌机制

是通过抑制拓扑异构酶而干扰
Q(/

复制,抑制肿瘤细胞生

长)

>

*

+对于初治的晚期大肠癌患者#文献报道包含
)0P,

的

化疗方案与包含
P',&

的化疗方案有效率分别为
!8U

!

>$U

和
?!U

!

>%U

#差异并无统计学意义(但对已接受丝裂霉素
X

>.O5

"

'O

化疗后无效的晚期大肠癌患者#有报道前者有效率可

达
!"L8U

#而后者有效率仅为
#!L!U

)

"

*

+

)0P,

对大肠癌细

胞株及顺铂耐药的细胞株等多种肿瘤细胞有显著的抑制作用(

同时#由于
)0P,

是破坏
Q(/

的结构和功能#而
>.O5

是阻碍

Q(/

的合成#因而对
>.O5

有明显的协同作用#并对
>.O5

耐药

者仍然有效#国外资料报道有效率为
!%U

!

>RU

#本组总有效

率达到
?!L!U

#明显高于
P',&

方案组+同时对于复发患者#

含
)0P,

方案组有效率亦明显提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可逆的外周神经毒性是
)0P,

主要的剂量限制性毒性#同时

腹泻亦是其较为突出的不良反应之一#虽均高于对照组#但较

轻微#常规给予甲钴胺及
N

族维生素等营养神经药物治疗#并

同时给予对症止泻即可(而
P',&

主要剂量限制性毒性则是

粒细胞减少#与
)0P,

组相比有明显差异(其余胃肠道反应,

骨髓毒性以及肝肾毒性,脱发等不良反应两组差异并无统计学

意义+

综上所述#

)0P,

联合
>.O5

"

'O

是治疗大肠癌的有效化

疗方案#特别适宜晚期大肠癌以及对
>.O5

耐药的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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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
,ON

含量大量减少+本试验发现#

*)+

组较对照组
,ON

明

显降低#与刘敏等)

%

*的试验结果相似+由于
*)+

患者体内形

成较多的抗原抗体复合物或聚合的免疫球蛋白均可激活补体#

致使补体消耗过多#从而使替代途径增强#

,ON

消耗增加#故

血液中
,ON

含量降低+并且经过进一步深入研究发现#随着

*)+

患者的病情稳定趋向恢复时#

,ON

又逐步恢复到正常水

平)

"

*

+因此#

,ON

的检测可作为
*)+

免疫学辅助诊断指标之

一#用于疾病严重程度的监测及疗效的判断+

综上所述#

*)+

患者血清中免疫球蛋白轻链,

,ON

含量变

化有一定的规律#采用免疫速率散射比浊法对
*)+

患者的免

疫球蛋白轻链,

,ON

进行检测#对
*)+

的诊断有重要意义#可

为临床治疗提供重要的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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