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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沈阳市某学校教师的亚健康情况和分析亚健康状态时外周血淋巴细胞亚群的变化&方法
!

采用现场调

查的方法!对参加体检的教师发放亚健康调查表!判断教师健康状况&同时!检测健康教师和亚健康教师的淋巴细胞亚群&同期

住院肿瘤患者淋巴细胞亚群结果作为对照&结果
!

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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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教师问卷合格!其中健康人群
E&&

例!患病需治疗的
C

例!亚健康

状态人群
#H%

例!亚健康发生率为
IH$&CD

!健康教师淋巴细胞亚群分析中!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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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亚健康状态的临床表现多样!其健康状况不

容乐观&

关键词"亚健康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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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严峰#男#主管技师#主要从事临床免疫学检验方面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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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是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临床研究

型基地#其治未病中心是最具特色的门诊之一(大量处于亚健

康状态的患者到治未病中心就诊(同时#在临床实践中#每天

都有教师行业的患者来到该中心看病或咨询(一方面表明教

师的健康意识较高#另一方面表明教师工作压力较大#容易引

起亚健康状态等相关情况(为调查沈阳地区教师亚健康状况

并分析亚健康状态时淋巴细胞亚群的变化#

#&"#

年
"&

'

"#

月#作者对沈阳市某学校参加体检的教师首先进行了中医量化

的亚健康状态的判断)

"

*

#其次对其淋巴细胞亚群加以检测#最

后进行了全面'综合的分析#其结果报道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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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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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资料
!

将
#&"#

年
"&

'

"#

月前来辽宁中医药大学附

属医院体检中心体检的沈阳市某学校教师纳入本研究#参与研

究者均知情并同意填写亚健康中医证候调查表)

#

*

#均申请了淋

巴细胞亚群检测项目(共
%8I

名教师参与本研究#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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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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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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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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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同时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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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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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于辽宁中

医药大学附属医院肿瘤科住院治疗的肿瘤患者纳入本研究作

为肿瘤组#患者均知情并同意填写临床研究知情同意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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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和试剂
!

!/

公司
]13'3,AK@P?

流式细胞仪(试剂

购自
!/

公司#包括四色免洗淋巴细胞亚群分析试剂盒'

"&F

免洗溶血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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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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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健康状态判定
!

采用现场调查的方式#向前来辽宁

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体检中心体检的沈阳市某学校教师现场

发放亚健康中医证候调查表#在调查员的指导下由调查对象自

己填写#当场回收#调查对象填写完毕后经审核确定是否合格#

剔除不合格量表(根据体检中心查体结果#由两位主任医师共

同判断每一例受检对象是属于健康'亚健康或是疾病状态(其

中健康的判断依据世界卫生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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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标准%亚健康状态

的判断依据
<.\

关于亚健康的定义#并参考世界中医药学会

联合会亚健康专业委员会制定的-亚健康的中医临床研究指导

原则$试行&.中亚健康的判断标准#即!持续
E

个月以上反复出

现的不适状态或适应能力显著减退#但能维持正常工作%无重

大器官器质性疾病及精神心理疾病%尽管具有明确的器质性疾

病或精神心理疾病诊断#但无需用药维持#且与目前不适状态

或适应能力的减退无因果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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淋巴细胞亚群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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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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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软件包处理(采用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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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健康状态的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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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健康状态时淋巴细胞亚群分析
!

健康组与亚健康组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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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人群的淋巴细胞亚群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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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外周血淋巴细胞亚群检测是重要的免疫功能指标#其变

化对人体免疫状态的评估具有重要意义)

I

*

(大量临床实践表

明#在发生肿瘤'血液系统疾病'免疫系统疾病'呼吸系统疾病'

泌尿系统疾病等疾病时淋巴细胞亚群的变化明显#同时淋巴细

胞亚群对分析发病机制'观察疗效及监测预后有重要意义(本

研究通过对
%8I

名参加体检的某学校教师中的
#H%

名在亚健

康状态时淋巴细胞亚群的检测#发现外周血淋巴细胞亚群的变

化与亚健康状态之间同样具有一定的相关性(

免疫学主要研究免疫系统的结构和功能#其中参与免疫应

答或与免疫应答有关的细胞为免疫细胞(在免疫系统中#淋巴

细胞是主要的免疫细胞#依据其表面分化抗原$

3/

&的不同#可

以分为总
6

细胞$

3/E

9

&'

6N

$

3/E

9

"

3/I

9

&'

6=

$

3/E

9

"

3/8

9

&'

0[

细 胞 $

3/E

`

"

3/"G

9

3/%G

9

&'

!

细 胞 $

3/E

`

"

3/"C

9

&等不同亚群#在免疫应答时承担了机体的细胞免疫和

体液免疫等不同的功能#通过淋巴细胞亚群分析就可以全面的

判断这两大功能的状态)

%

*

(根据总
6

细胞'

6N

'

6=

'

0[

细胞

和
!

细胞的比例#就可以初步评估机体的免疫功能状态(

教师是一个品德高尚'为人师表和教书育人的群体#同时#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在承担着教学和科研的任务的

同时#还要担当起社会活动家的重任#承担着很大心理压力(

本研究对象主要为参加体检教师中的健康人群和亚健康人群(

其中/健康0的定义是指生理'心理及社会适应
E

个方面全部良

好的一种状况#而不仅仅是指没有生病或者虚弱(而/亚健康0

是指人体除了健康状态$第一状态&和疾病状态$第二状态&之

外#还存在着一种非健康非疾病的第三状态)

G

*

(这种状态又称

+

#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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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间状态0/过渡状态0/灰色状态0等(自
#&

世纪
C&

年代起#

国内医学界及公众都开始逐渐重视这个新的生物医学状态(

而/亚健康0状态基本上可以归纳到广义的我国中医理论中早

在数千年前就曾提出过的/未病学0的概念中#即机体处在一种

潜在的疾病状态或疾病易感状态$欲病状态&(中医的/治未

病0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广义的/治未病0包括无病$未病养

生'防病于先&'欲病$欲病救萌'防微杜渐&'已病$已病早治'防

其传变&和病愈$瘥后调摄'防其复发&(而亚健康状态与/未

病0中的欲病状态是最为接近的(在国际上#世界卫生组织在

#&&"

年的/全球健康报告0中提请公众'社会及政府应该高度

重视亚健康状态中精神健康这一长期被忽视的问题#同时倡导

放弃偏见#积极预防和治疗精神'心理问题的策略(在国内#

#&&G

年#中华中医药学会组织发布了-亚健康中医临床指南.#

-指南.中阐述了/未病0/亚健康0/亚健康中医证候0等概念及

其包括的范畴(界定了亚健康的范围#并对亚健康的中医临床

调理'调整'干预等进行了规范(为亚健康的中医临床提供了

很好的标准#指明了方向(在日常生活和临床工作中#亚健康

状态者主要包括两类人群!第一类是/有症无据0(即这类人群

主观感觉在身体'心理或社会交往方面存在不适应的征兆或症

状#但经过全面的身体检查并没有出现阳性指标或者出现阳性

指标#但是达不到疾病的诊断标准(这类人群的主诉症状往往

是多种多样的#且很不固定#被称为/不定陈述综合征0(其中

常见的症状有疲倦乏力'手脚发凉'腰背酸痛'咽干'健忘'脱

发'失眠'急躁易怒'记忆力减退'注意力不集中'反应迟钝'工

作困难'无法承担社会角色等%女性亚健康人群容易出现痛经'

乳房胀痛'经期异常'情绪化明显'处理不好家庭关系等(第二

类是/有据无症0(即这类人群经过全面的身体检查发现了阳

性指标#但是达不到疾病的诊断标准(主观感觉身体'心理'社

会交往方面都健康良好(其中可细分两种情况!一是人体在生

物参考区间外的正常波动#随着环境'心态'时间的改变是可以

恢复的(二是不可逆的指标偏差#往往随着时间的推移会转化

为疾病#这是经常被忽略#需要引起重视的方面(

许多研究证明#亚健康状态可导致机体一系列的生物学改

变)

H7"&

*

(而亚健康状态的判定是比较困难的#需要进行量化(

本研究中#首先通过使用亚健康中医证候调查表$中华中医药

学会提供&#合理的在教师体检人群中筛选出亚健康人群#为接

下来的淋巴细胞亚群分析打下了良好基础(其次着重比较健

康状态的教师'亚健康状态的教师和肿瘤患者的淋巴细胞亚群

变化的差异#并分析其机制(

本研究中#亚健康教师人群与健康教师人群的淋巴细胞亚

群比较后#发现总
6

细胞'

6N

比例下降和
0[

细胞比例增加

有统计学意义(健康教师人群的免疫系统是处于动态平衡的

状态#具有免疫耐受'免疫自稳和免疫监视的作用(在不良应

激因素$例如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不良情绪和工作压力等&影

响下#人体易进入亚健康状态#并产生应激因子!如白细胞介素

$

;:

&'肿瘤坏死因子$

60]

&'穿孔素$

2]2

&'颗粒酶$

)?!

&和转

化生长因子$

6)]

&等)

""

*

#而机体的免疫系统是极易受到各种

应激因素和应激因子的影响#反馈性的引起
6N"

'

6N#

'

6N"H

和调节性
6

细胞的变化#从而导致总
6

细胞'

6N

比例降低和

0[

细胞比例增加#

6=

受到短期影响时比例变化不明显#

!

细

胞易活化为浆细胞#细胞活性增加#但外周血中比例未见明显

变化(这时机体会表现为易感冒'易发生各种慢性炎症和溃

疡'甚至发生肿瘤等)

"#

*

(亚健康状态的教师人群会产生三大

类情况#$

"

&免疫功能的低下#其表现为增加了病毒和细菌感染

的概率#在发生感染之前#淋巴细胞亚群分析表现为
6N

比例

降低)

"E

*

#而作为免疫系统的重要的环节#

6N

细胞比例降低会

引起上游的抗原呈递细胞
7

树突状细胞$

/3

细胞&反应性的增

多和下游的效应细胞
7!

细胞活化功能的降低#具体表现为免

疫球蛋白和补体等免疫分子的降低%$

#

&免疫功能的亢进#其表

现为机体处于应激状态时#免疫细胞的自然杀伤功能增强#淋

巴细胞亚群分析表现为
0[

细胞比例增加和活性增强$产生大

量的高活性的
2]2

和
)?!

等&#对健康状态下不具有抗原性的

物质$如自身组织等&也可能产生免疫反应#从而引发自身免疫

性疾病等相关疾病%$

E

&免疫功能的紊乱#其表现为上述两种情

况的交替或交叉效应#其中
6N"

'

6N#

'

6N"H

和调节性
6

细胞

等具有免疫细胞调节功能的亚群在各种应激因素和应激因子

的影响下#其数量和活性发生了变化(这些变化在正反馈反应

的作用下#会出现极化现象#产生瀑布效应#引发疾病(同时#

这些变化在负反馈反应的作用下#会出现调控过度现象$即由

免疫功能低下转化为免疫功能亢进#或者由免疫功能亢进转化

为免疫功能低下&#其结果一般为免疫功能的剧烈波动'失衡和

紊乱(

亚健康教师人群和肿瘤患者的五个指标进行比较#其差异

均有统计学意义(其原因可能为!与亚健康教师人群相比#肿

瘤患者免疫功能更加低下#引起总
6

细胞'

6N

细胞'

6=

细胞和

!

细胞比例降低明显)

"I

*

#在肿瘤患者免疫细胞的数量和活性

明显降低的同时#肿瘤细胞又具有免疫逃逸机制#导致
6N

和

效应细胞
!

细胞的免疫活性下降到极低的水平#而亚健康教

师人群并无明显的免疫逃逸机制#

6N

和效应
!

细胞的免疫活

性处于基本正常的水平#免疫应答能力趋缓但基本正常%与亚

健康教师人群相比#肿瘤患者的
0[

细胞数量和活性随着时间

推移会出现先升高后降低的曲线(其原因为早期肿瘤患者接

受外界因素刺激后#

0[

细胞反应性增加#而晚期肿瘤患者接

受外界因素刺激后#应激性下降)

"%

*

#

0[

细胞反应性由增加转为

降低(亚健康教师人群的
0[

细胞数量和活性基本上维持在中

等水平#没有波动的曲线#但在应激状态下#有增高的趋势(

值得研究的是#健康教师人群的淋巴细胞亚群基本处于生

物参考区间内#无明显升高或降低(亚健康教师人群的淋巴细

胞亚群出现总
6

细胞'

6N

比例下降和
0[

细胞比例增加#余

无明显升高或降低(提示医生早期关注淋巴细胞亚群出现
6N

比例和
0[

细胞比例异常的亚健康教师人群#早期进行科普宣

教'心理咨询和治疗'甚至预防性使用药物等方法#帮助亚健康

教师人群恢复健康(同时提示亚健康教师人群应改善工作生

活环境'释放压力'积极接受心理辅导#防止长期亚健康状态引

发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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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型
;3:

植入#减少了镜片距离对视力的影响#所以
;3:

术后

视力较框架眼镜能有所提高#

1ALB+=B

等)

C

*的研究结果与本研

究结果一致#

ZIO

型晶体手术使术后视力有明显的提高#同时#

本手术与普通型晶体一样#均具有较好的视力矫正水平(

从患者问卷调查结果中可了解到#虽然
ZIO

型晶体与普

通型晶体术后均是满意的#但从夜间眩光现象可知#

ZIO

型晶

体具有更好的视觉质量#增加了患者满意度(可能是因为
ZIO

晶状体植入术无需做虹膜激光打孔#对眼睛的创伤减小#避免

了虹膜激光打孔引起的眩光(同时由于
ZI3

晶体中央小孔的

直径刚好让可见光进入#不会产生光学干涉及散射现象#避免

了术后眩光及视物变形#提高了视觉质量#

CI$EED

的患者植入

ZIO

晶体后不会注意到中心孔的存在而产生相应的视觉障碍#

由此产生的眩光没有临床意义)

"&

*

(而本文中的部分患者出现

了夜间眩光现象#可能与患者术前暗环境下瞳孔直径大小有

关)

""

*

#若
;3:

直径小于瞳孔直径#则通过瞳孔的光线不能完全

透过
;3:

从而导致散光(

总的来说#

ZIO

型晶体植入手术是一种安全有效的手术方

式#但远期疗效和安全性有待进一步的观察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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