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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

研究系统性红斑狼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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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外周血淋巴细胞亚群的变化%方法
!

应用流式细胞仪检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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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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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其中活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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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非活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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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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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健康体检者外周血淋巴细胞亚群%结果
!

与健康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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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患者活动期与非活动期比较!

S-3

细胞数低于稳

定期!

S-&

细胞数明显高于稳定期%结论
!

*1̀

患者外周血淋巴细胞亚群细胞的变化与疾病的病情变化相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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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性红斑狼疮$

*1̀

&是一种自身免疫性疾病#其免疫调

节功能异常在
*1̀

病因及发病中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利用

流式细胞术#检测在疾病不同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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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淋巴细胞的变化#为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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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

存在的免疫功能紊乱#揭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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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病机制提供实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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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本研究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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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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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本院门诊及住

院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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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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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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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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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断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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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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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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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性评分

标准#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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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病情活动性#其中活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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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活动期患者

未用糖皮质激素&#非活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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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健康对照组为本院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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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健康体检者#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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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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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平均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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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本留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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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起空腹采集静脉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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胺四乙酸二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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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凝剂的真空采血管中#轻轻混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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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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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加入试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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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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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流式细胞仪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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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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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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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软件#所有资料均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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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进行数据分析#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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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水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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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多克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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淋巴细胞的活化#产生多种自身抗体

为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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淋巴细胞亚群异常在
*1̀

发病中的作用一直是

国内外风湿病学专家研究的热点问题#既往的研究结果存在争

议+过去多数研究认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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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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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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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变化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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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活动期出现体液免

疫亢进#可能由于
S-&

R细胞亚群具有明显的异质性#活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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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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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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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

!

$

'$'%

&+可能
*1̀

活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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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活性明显降低#对自

身抗体产生的抑制作用减弱#使多种自身抗体产生#这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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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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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结果一致+活动期
*1̀

患者
Ue

细

胞活性降低#在
*1̀

伴肾脏受累的患者中下降更为明显#治疗

后
Ue

细胞活性有所升高#提示
Ue

细胞的变化可以直接反映

机体的免疫失衡状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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淋巴细胞,

[

淋巴细胞,

Ue

细胞的改变在
*1̀

的发病

中起很大作用#检测
*1̀

患者的外周血淋巴细胞亚群的数量

变化#对全面了解患者的免疫状态#正确判断病情和指导临床

治疗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

!

*

TB?C8BS

#

[;5ABD;88BO

#

_G;5M;>

K

-,

#

;?C8$-BG;CG;CA?BDB?

J

B5G

J

G?;6BA8E

=

EG;>

J

?@;6C?7GEG

!

>;

=

7>?7F?@;S75G;5GEG

*?EH

J

>̂7E

=

7F?@; È>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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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分析南京地区泌尿生殖道解脲脲原体"

2E

$的感染情况和耐药情况!更有效地为临床服务%方

法
!

采用珠海迪尔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生产的支原体分离培养药敏试剂盒对
!!/%

例女性泌尿生殖道取材标本进行

检测%结果
!

!!/%

例标本中!

2E

阳性标本为
3##

例!分离率为
#4$"Q

#从药敏结果来看!解放军第四五四医院感

染支原体对强力霉素'交沙霉素'美满霉素'四环素'克拉霉素等药物比较敏感!而对于红霉素'环丙沙星'氧氟沙星'

罗红霉素等药物却显示出较高的耐药性%结论
!

南京地区感染支原体药敏情况值得临床医生关注%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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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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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原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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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脲脲原体$

2E

&是常见的致病菌性泌尿道支原体#近年

来#随着抗菌药物的广泛应用#泌尿道支原体感染呈现上升趋

势#出现大量多重耐药的支原体#并且容易反复发作)

!

*

+为了

给临床提供更科学的依据#作者对解放军第四五四医院
"'!!

年
3##

例支原体阳性标本培养鉴定及药敏结果进行分析#现将

结果报道如下+

$

!

材料与方法

$$$

!

标本来源
!

"'!!

年解放军第四五四医院女性泌尿生殖

道标本支原体培养患者标本#共
!!/%

例+

$$/

!

采样方法
!

以无菌棉拭子在宫颈口
!

!

"A6

处轻轻旋转

取宫颈分泌物#置于无菌试管立即送检+

$$'

!

检测试剂和原理
!

试剂!珠海迪尔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出

产的支原体分离培养药敏试剂盒+原理!试剂盒由支原体培养

基和检测卡组成#培养基中含有支原体基础肉汤,马血清,酵母

提取液,酚红指示剂,混合抗菌药物,生长因子,尿素和精氨酸

等物质#当
2E

生长时#尿素和精氨酸分解生成的碱性物质引

起
=

Z

值上升#培养基由黄色变为红色+

/

!

结
!!

果

本次统计的
!!/%

例女性泌尿生殖道标本中#支原体感染

率为
#4$"Q

#

3##

株
2E

感染标本对
!"

种抗菌药物的药敏结

果见表
!

+

表
!

!

3##

株
2E

感染标本对
!"

种抗菌药物的药敏结果&

Q

'

抗菌药物 敏感 耐药 抗菌药物 敏感 耐药

四环素
/!$4 3$!

氧氟沙星
!&$. 3/$4

左氧氟沙星
#"$! #'$/

美满霉素
/3$/ #$'

红霉素
!"$/ .3$.

罗红霉素
##$' 34$"

交沙霉素
/%$" "$&

阿奇霉素
%"$! 3"$'

强力霉素
/4$% "$&

克拉霉素
."$% !%$.

环丙沙星
4$" 43$4

司巴沙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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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除敏感和耐药外为中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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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非淋球菌性泌尿生殖道炎是一种新的传播疾病#主要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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