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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探讨感染性疾病患者血浆内毒素%超敏
Q

反应蛋白"

HE9Q+X

$和肿瘤坏死因子"

KZ\9

.

$水平的

变化及意义'方法
!

应用动态浊度法%免疫比浊法和放射免疫分析法对
$8*

例感染性疾病患者进行了血浆内毒素

和血清
HE9Q+X

%

KZ\9

.

水平检测!并与
:(

例健康人作比较'结果
!

感染性疾病患者血浆内毒素和血清
HE9Q+X

%

KZ\9

.

水平均高于健康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无论是革兰阴性杆菌!还是阳性杆菌!或是血培养阴

性的结果!其血浆内毒素%

HE9Q+X

%

KZ\9

.

水平均显著地高于健康对照者"

!

#

(&($

$'结论
!

内毒素血症是感染性

疾病发病的重要因素之一!联合检测
HE9Q+X

%

KZ\9

.

有助于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有十分重要的临床意义'

"关键词#

!

感染性疾病#

!

内毒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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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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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瘤坏死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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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性疾病为临床上最为常见的疾病#其中以革兰阴性

$

#

U

&杆菌败血症为患者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检测内毒素水

平变化对感染性疾病具有重要的临床价值)

$9%

*

+超敏
Q

反应

蛋白$

HE9Q+X

&是人体肝脏中合成的一种典型的急性时相反应

蛋白)

:

*

+肿瘤坏死因子
9

.

$

KZ\9

.

&是一种活化单核细胞产生

的具有活性作用的细胞因子)

*

*

+国内尚少见有感染性疾病患

者内毒素联合
HE9Q+X

,

KZ\9

.

水平检测的相应报道+为此#作

者进行了探讨#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患者组
$8*

例#其中
#

U 杆菌感染病例
$4%

例#革兰阳性$

#

l

&球菌感染
$%

例#所有病例均经临床明确诊

断$包括体征,

j

线,实验室血液常规检查&+健康对照组
:(

例

均为本院体检中心经体检合格的健康人#无心,肝,肺,肾等重

要脏器疾病#肝,肾功能试验正常#近期无疾病感染史+

$&/

!

方法

$&/&$

!

血浆内毒素测定
!

鲎试验动态浊度法+采用
-TK9

%*.

细菌内毒素分析仪进行测定#具体操作按说明书+

$&/&/

!

血清
HE9Q+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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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血清
KZ\9

.

测定
!

放射免疫分析法+试剂盒由北方

免疫试剂研究所提供#操作按说明书+

$&'

!

统计学方法
!

应用
1X11$:&(

软件统计学分析#所测数

据以
Ga@

表示#组间比较利用
3

校正#相关分析采用直线

回归+

/

!

结
!!

果

/&$

!

健康对照者和感染性疾病患者血浆内毒素和
HE9Q+X

,

KZ\9

.

含量测定结果见表
$

+

表
$

!

两组人员血浆内毒素和
HE9Q+X

%

KZ\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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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量&

Ga@

'

组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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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毒素$

Te

"

O/

&

HE9Q+X

$

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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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Z\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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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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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健康对照
:( (&(%a(&((' $&$a(&6% (&6)a(&%4

患者组
$8* (&)%a(&$'

&

%&)a$&*

&

%&*(a(&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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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与健康对照组进行比较#

"

!

#

(&($

+

/&/

!

健康对照和革兰阴性杆菌感染者和革兰阳性球菌感染者

血浆内毒素,

HE9Q+X

,

KZ\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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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量测定结果见表
%

+

表
%

!

:

组血浆内毒素%

HE9Q+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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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量测定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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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球菌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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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与健康对照组进行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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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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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

l球菌感染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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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性疾病患者血浆内毒素水平与血清
HE9Q+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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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进行相关性分析#结果呈显著正相关$

2d(&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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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6

卷第
'

期
!

/DPC>5QNA;

!

CD=0H%($%

!

Y<N&6

!

Z<&'



'

!

讨
!!

论

内毒素$

T;5<?<RA;

&是革兰阴性细菌细胞壁的结构成分#

这些成分在细菌存活时不分泌至体外#仅在细菌自溶或人工裂

解后才释放出来+内毒素的主要成分是脂多糖$

NA

M

<

M

<N

I

ED09

0HD=A5>

#

/X1

&+经细菌胞壁分泌后被转运到细胞表面构成胞

壁外膜的组成成分#在细菌死亡溶溃后从细胞结构中释放出

来+

/X1

由
:

个成分组成!最外层为特异性多糖#即菌体多糖

$

_

抗原&+它是由几个单糖组成的多个同样重复单位连接而

成#与细菌的侵袭力有关%中间是核心多糖$同一种属之间是相

同的&%内层是类脂
.

#它是一种特殊的糖磷脂#主要起毒性作

用而无种属特异性+特异性多糖的微小变化#即仅是一部分重

复单位的丢失#也可使细菌原有的抗吞噬性能力丧失#使细菌

的毒力发生很大的变化+内毒素对机体可产生致病作用#它作

为外源性致热源作用于粒细胞和单核细胞等#使之释放内源性

致热源#引起发热#它可激活血管活性物质的释放#使末梢血管

扩张#通透性增高#静脉回流减少#心脏输出量减低#导致低血

压并发生休克#因组织供血不足#导致代谢性酸中毒#同时它可

活化凝血因子
/

#导致弥散性血管内凝血$

2!Q

&+内毒素感染

主要见于败血症#革兰阴性杆菌感染常并发内毒素血症#其常

见致病菌为大肠埃希菌,克雷伯菌,产气肠杆菌,沙雷菌,变形

杆菌,铜绿假单胞菌等+这些致病菌多通过泌尿道,肠道,胆道

及呼吸道引起感染#亦可通过创伤,手术,导管检查或留置以及

器械操作等途径而进入血液#并大量繁殖引起败血症#从而造

成内毒素血症+本文检测的结果表明!感染性疾病患者血浆内

毒素水平非常显著地高于健康对照组$

!

#

(&($

&+

#

U杆菌感

染组又明显地高于
#

l球菌感染组$

!

#

(&($

&+这一结果证

实#内毒素在
#

U杆菌组引起的内毒素血症比
#

l球菌组更有

毒力#与文献报道接近)

'

*

+

Q

反应蛋白$

Q9=>D0?AB>

M

=<?>A;

#

Q+X

&发现并应用与临床

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临床研究表明#该蛋白在急性炎症,肿

瘤,心血管疾病中具有较高的阳性检出率+文献报道屡见不

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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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检测结果表明#感染性疾病患者血清
HE9Q+X

水

平非常显著地高于健康对照组$

!

#

(&($

&+

#

U杆菌感染组又

明显地高于
#

l球菌感染组$

!

#

(&($

&+其升高的机制为!$

$

&

HE9Q+X

对外来的病原体具有特异的识别功能#能结合到受损

部位#激活补体系统#消除外来病原体#加强机体的康复#因而

造成血中
HE9Q+X

水平的升高%$

%

&

HE9Q+X

可能与粒细胞,单

核细胞的
Q+X

受体结合#使之浸润,聚集,产生细胞因子#从而

造成血管损伤#引起血清
HE9Q+X

水平的升高+

KZ\9

.

是一种由活化单核细胞产生的具有活化性作用的

细胞因子#它不仅仅是一种有效的肿瘤杀伤因子#而且是机体

炎症反应和免疫应答的重要调节因子#并参与多种生理和免疫

过程的重要介质)

)

*

+本文检测的结果表明!感染性疾病患者血

中
KZ\9

.

水平非常显著地高于健康对照组$

!

#

(&($

&+

#

U杆

菌感染组又明显地高于
#

l球菌感染组$

!

#

(&($

&+其升高的

机制可能是由于患者血中含有较高的
KZ\9

.

#从而导致了患

者的细胞调节因子紊乱#过量的
KZ\9

.

可以抑制
!

"

#

和
!

"

C

的产生#使
K

细胞不能发挥正常的免疫反应功效)

69$(

*

+

本文还对感染性疾病患者血浆内毒素水平与血清
HE9

Q+X

,

KZ\9

.

水平进行了相关性分析#结果呈显著正相关$

2d

(&4$:)

#

(&'6)*

#

!

#

(&($

&+

总之#作者认为#内毒素是感染性疾病发作的重要因素之

一#联合检测血清
HE9Q+X

和
KZ\9

.

水平的变化对疾病的诊断

治疗均具有重要的临床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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