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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探讨白癜风患儿抗核抗体'免疫球蛋白#

M

>

[

'

M

>

T

和
M

>

$

%和补体#

L.

和
L&

%在本病中的临床

价值&方法
!

以调查表形式收集
%&*

例白癜风患儿的临床资料!应用统计学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采用间

接免疫荧光法和免疫印迹法检测患儿血清抗核抗体及
%0

种自身抗体谱!免疫透射比浊法检测
M

>

[

'

M

>

T

'

M

>

$

和

L.

'

L&

&结果
!

调查发现!

%&*

例患儿的病程为
%

个月至
*

年!白斑的初发部位以头面部最为多见!以轻度和散发型

白斑类型居多(大部分患儿病情处于进展期!

.'H.*X

患儿有白癜风或者自身免疫性疾病的家族史&对其血清抗核

抗体检测结果发现!共有
%.

例为阳性!其中
(

例存在特定自身抗体阳性&白癜风组
M

>

[

'

M

>

$

水平明显低于对照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H'%

%!而
M

>

T

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H'*

%&白癜风组患儿
L&

血清水平明显低于对

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H'.*

%!但
L.

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H'*

%&结论
!

白癜风患儿的抗核抗体水

平与健康儿童几乎无异!但存在较为明显的体液免疫功能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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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癜风是一种呈全球分布*临床常见的皮肤黏膜色素脱失

性疾病#累及不同地域和种族间的人群#其患病率为
'H%'X

"

(H''X

#我国人群的患病率达
'H*)X

+

%

,

-白癜风可发生于任

何年龄#高达
*'H''X

白癜风患者在
0'

岁前发病+

0

,

-由于本

病可发生于全身任何部位的皮肤#尤其是暴露部位更易发生白

癜风皮损#严重影响青少年儿童的容貌#造成其学习和交友等

方面的障碍#常给患儿带来巨大的精神压力-

到目前为止#白癜风的发病机制仍不清楚-学者们提出了

多种学说来解释其机制#认为与免疫系统*黑色素细胞自毁*遗

传因素及局部细胞氧化应激等多种因素有关+

.

,

-然而#这些理

论都无法单独解释白癜风的发病原因#推测可能是多因素参与

了其发病机理-自身免疫性假说是目前广泛接受的一种理论-

研究表明#白癜风的发病与自身免疫功能紊乱密切相关#特别

是体液免疫+

&

,

-进一步的研究证实#黑色素细胞特异性抗体的

存在及其补体的作用在白癜风患者疾病发生发展的过程中起

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为了进一步了解白癜风患儿体液免疫功能的状态#本研究

对
%&*

例
%/

岁以下的白癜风患儿及
*1

例同期健康体检儿童

的相关抗体以及体液免疫的各项指标进行了检测#现将研究结

果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H$

!

一般资料
!

*1

例健康儿童均为本院同期健康体检者#无

自身免疫性疾病)其中男
01

例#女
.'

例)年龄
0

"

%/

#平均

%

%%H'/i&H'(

&岁-病例组
%&*

例#男
((

例#女
*/

例)年龄
0

"

%/

岁#平均%

%'H/.i.H/.

&岁)均为本院
0'%&

年
(

月至
0'%*

年

/

月临床确诊的白癜风患者#诊断标准均符合参考文献+

*

,-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0'%)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Q;BT4?L7=+

!

T;8A:0'%)

!

K37H%.

!

#3H)



$H/

!

质量控制
!

临床医生记录其临床特征#调查人员对患儿

本人或其合法的监护人进行流行病学调查-临床特征调查包

括患儿的白癜风类型*面积*部位及病情分期等#流行病学调查

的内容包括患儿姓名*性别*年龄*家庭住址*病程*家族史*危

险因素及伴发的其他疾病-本研究得到了中国医学科学院皮

肤病医院伦理委员会的批准-调查结果由专人录入*检查并核

对#减少误差-

$H'

!

抗核抗体*免疫球蛋白%

M

>

[

*

M

>

T

*

M

>

$

&及补体%

L.

*

L&

&

的检测
!

两组均空腹抽取静脉血
*,Q

*分离血清#采用日本

T"Q

公司产品检测
$#$

抗体#

%0

种自身抗体谱选用德国

RJT$#

公司产品-血清
M

>

[

*

M

>

$

*

M

>

T

以及
L.

*

L&

的检测

均使用免疫透射比浊法#仪器为美国贝克曼
$J)('

全自动生

化分析仪#所有检测均按相关操作规程及试剂盒说明方法进

行-具体操作严格按照说明书进行-

$H1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

6

=?;9;.H%

软件录入数据#采用

aNaa%.H'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正态分布计量资料采用
Ti3

表示#非正态分布采用中位数和四分位数表示)分类变量资料

采用百分数表示-两样本均数间的比较采用
>

检验#多个样本

均数的比较采用方差分析)两样本率的比较采用
!

0 检验或非

参数检验%

c=7A353+

检验&#以
)

$

'H'*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H$

!

一般情况结果比较
!

共有
%&*

例白癜风患儿纳入本项研

究#年龄
0

"

%/

岁-病例组
((

例患儿为男性#占
)'H/X

)

*/

例

为女性#占
.1H.X

#男女比例为
%H*&U%

-对照组
*1

例#男女

比例为
%U%H'.

#其中男
01

例#占
&1H%X

)女
.'

例#占
*'H1X

-

病例组儿童平均年龄%

%'H/.i.H/.

&年#

0

"

*

岁患儿
%.

例#占

(H1'X

)

)

"

%%

岁患儿
)(

例#占
&)H1X

)

%0

"

%/

岁患儿
)&

例#

占
&*H0'X

-对照组儿童平均%

%%H'/i&H'(

&岁#

0

"

*

岁患儿

)

例#占
%'H.&X

)

)

"

%%

岁患儿
00

例#占
./H1.X

)

%0

"

%/

岁患

儿
.'

例#占
*%H/0X

-两组的年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f

'H*/

&#具有可比性-

/H/

!

临床特征
!

%&*

例患儿的病程为
%

个月至
*

年#白斑的

初发部位以头面部%占
).H&&X

&最为多见#其次是四肢*腹部

和胸部#而颈部和背部较为少见-对这
%&*

例患儿进行白斑类

型分类发现#其中散发型最多#占
)'H''X

#局限型占
0)H0'X

#

肢端颜面型最少#仅占
%.H('X

-虽然患儿白斑面积还是以轻

度占多数#占
).H&*X

#但按照病情分期#

/0H./X

的患儿处于

病情的进展期#仅有
0/H).X

患儿处于稳定期-调查发现#

%&*

例患儿中#

&&

例患儿%占
.'H.*X

&有白癜风或者自身免疫性疾

病的家族史-

/H'

!

抗核抗体的检测结果
!

病例组共有
%.

例患儿%

(H1X

&抗

核抗体阳性#占
(H1X

#但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f'H'/0

&-其中
*

例患儿抗体滴度大于
%U&'

#其余
(

例患

儿滴度大于
%U('

-对病例组性别进行分组比较发现#女性患

儿抗核抗体阳性率明显高于男性#两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0

f*H)&

#

)f'H'0

&-随后对
%.

例标本进行
%0

种自身抗体

谱检测#发现其中有
(

例患儿存在不同抗体的阳性#

;+9=-aa$

"

]3-)'

和
;+9=-aa$

"

]3-*0

%

0H%X

&最为常见#其次是
;+9=-?EW-

#$

抗体%

%H&X

&#

;+9=-a,W%

%

'H/X

&和
L!#"-N

%

'H/X

&-见

表
%

-

/H1

!

免疫球蛋白及补体检测结果
!

对
%&*

例患儿进行免疫球

蛋白水平检测#结果显示#病例组患儿血清免疫球蛋白
M

>

$

和

M

>

[

的减少明显多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H'%

&-

两组
M

>

T

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H'*

&-比较两组补体

检测发现#病例组
1

例患儿血清
L.

水平下降
)H0X

#但与对照

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H'*

&-

*%

例患儿出现了
L&

水

平下降
.*H0X

#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

'H'.*

&-见表
0

-有家族史的
&&

例中
M

>

[

异常者占
&.H(X

#

而无家族异常史
%'%

例中
M

>

[

异常者仅占
00H&X

#远远低于

前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H'%/

&#而
M

>

$

*

M

>

T

*

L.

*

L&

差

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

%

'H'*

&-进展期患儿
M

>

[

异常者同样

明显高于稳定期患儿#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H'0'

&-而散

发型患儿
L&

异常者要明显多于其余两种类型%

)f'H'&&

&-

将患儿病程分为
'H*

*

%

*

0

*

.

*

&

*

*

年组#相关指标差异均无统计

学意义%

)

%

'H'*

&-

表
%

!

不同组儿童之间抗核抗体及
%0

种自身

!!!

抗体谱的分布情况(

&

%

X

')

指标 病例组%

&f%&*

& 对照组%

&f*1

&

)

抗核抗体
%.

%

(H1

&

%

%

%H/

&

'H'/0

+FA743E3,4E '

%

'H'

&

'

%

'H'

&

O

?EW#$ 0

%

%H&

&

'

%

'H'

&

%H'''

R=E93+4E '

%

'H'

&

'

%

'H'

&

O

a,W% %

%

'H/

&

'

%

'H'

&

%H'''

J%-E+]#N '

%

'H'

&

'

%

'H'

&

O

aa-$

"

]3)'bW .

%

0H%

&

%

%

%H/

&

%H'''

aa-$

"

]3*0bW '

%

'H'

&

'

%

'H'

&

O

aa-"

"

Q; .

%

0H%

&

'

%

'H'

&

'H**(

aA7-/' '

%

'H'

&

'

%

'H'

&

O

L!#N-" %

%

'H/

&

'

%

'H'

&

%H'''

3̀% '

%

'H'

&

'

%

'H'

&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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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癜风在全球儿童和青少年中是一种比较常见的皮肤问

题#尤其是在我国-虽然目前病因尚不清楚#但自身免疫学假

说已经通过对患者和动物模型的临床检查得到了验证+

)-/

,

-免

疫球蛋白和补体的异常可能是白癜风发病的重要原因之一-

本研究对来自我国东部地区
%&*

例白癜风患儿的临床特征及

体液免疫功能进行了调查研究-

结果表明#东部地区白癜风患儿男女患病率相似-大部分

患儿存在明显的家族史#尤其是一级亲属*二级亲属患有白癜

风的患病率比普通人群高-这一结果提示白癜风发病有一定

的家族聚集性#具有多基因遗传疾病的遗传学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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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癜风通常与其他自身免疫性疾病并存#最为多见是自身

免疫性甲状腺疾病+

(

,

-除了甲状腺疾病#其他自身免疫性疾病

也与白癜风有关-阳性血清中自身抗体的存在#特别是高滴度

的抗核抗体#对自身免疫性疾病的诊断是很重要的-本研究结

果表明#仅有
%.

例患儿抗核抗体阳性#但滴度较低-女性抗核

抗体阳性率明显高于男性#这可能是因为女性在青春期由于雌

激素的大幅波动#更易导致机体内抗核抗体滴度出现阳性+

1

,

-

对
%.

份标本进行
%0

种特异性抗体检测发现#出现频率较高的

抗体分别是
;+9=-aa$

"

]3-)'

*

;+9=-aa$

"

]3-*0

和
;+9=-?EW#$

抗体-研究表明#抗
-]3-*0

*抗
-]3-)'

是自身免疫性疾病患者

血清中检出频率较高的自身抗体#可出现于多种自身免疫性疾

病患者血清中-近年国外有学者研究证实抗
-]3-*0

*抗
-]3-)'

和
;+9=-?EW#$

抗体#可在系统性红斑狼疮临床诊断前多年即

存在#其对系统性红斑狼疮的预测价值是其他自身抗体所不能

替代的+

%'

,

-将以上结果与对照组进行比较发现#病例组阳性

率高于对照组#虽然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但本次研究针对抗核

抗体滴度大于
%U&'

患儿所检出的
.

项特异性抗体应高度重

视#拟在后期的治疗过程中分别进行相关阳性患儿回访及相关

检查#并对其进行了自身免疫性疾病防御知识的宣教及追踪档

案的建立-

本研究结果显示#白癜风患者血清中的
M

>

[

和
M

>

$

水平

明显高于对照组#但
M

>

T

水平与对照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H'*

&#

L&

水平明显低于对照组#而
L.

水平与对照组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

)

%

'H'*

&-

$7=

等+

%%

,发现在
.'

例白癜风患

者
M

>

[

和
M

>

$

水平下降远高于对照组人群#但
M

>

T

水平的变

化是微不足道的-

K4++4<48

等+

%0

,分析了
&0

例进展期白癜风

患者的补体水平#发现其中
/

例患者存在明显的
L&

降低#与对

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H'*

&-通过进一步对病例组患

儿按照病程*型别*是否进展期及是否有家族史进行分组比较#

发现不同型别*是否有家族史及处于进展期患儿出现不同程度

M

>

[

水平和
L&

水平紊乱的现象#但不同病程的患儿之间体液

免疫各项指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H'*

&#原因有待进一步

研究-

目前国内外许多学者虽然对白癜风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其

覆盖面较为广泛#但对体液免疫与白癜风发病的关系的研究甚

少#没有取得很大的进展-白癜风的免疫学因素仍是当前的研

究热点#但是确切的发病机制还不是很清楚-本研究结果再次

证明白癜风患儿的发病与体液免疫功能的异常状态密切相关#

进一步支持了自身抗体与黑素细胞膜抗原结合后#通过补体溶

解作用和抗体依赖性细胞毒性作用两条途径实现对黑素细胞

的破坏的学说-同时结果表明散发型白癜风患儿*进展期患儿

和有家族史的患儿更容易出现体液免疫功能紊乱#容易引起疾

病的发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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