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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敏性紫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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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名白细胞破坏过多性血管炎#是一种

自身免疫性血管炎综合征(其病理基础为广泛的白细胞破碎

性小血管炎#主要临床表现为皮肤紫癜$非血小板减少性&'黏

膜出血'腹痛'肾炎'关节炎'关节痛及胃肠道出血等#常见于儿

童及青少年(其病因复杂#发病机制尚不明确(大量研究表

明#机体免疫功能失调'失衡及紊乱与该疾病的发生'发展及转

归密切相关(而人体血液内的白细胞中的淋巴细胞是构成免

疫系统和执行免疫功能的主要细胞载体#在免疫机制中起到重

要的作用(所以进行淋巴细胞计数和淋巴细胞亚群分析#对于

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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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的免疫功能变化有着非常重要的临床意义(在

临床实践中#以疏风清热'活血化瘀立法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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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了良好

的疗效#但其对患者的免疫功能#特别是淋巴细胞亚群产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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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些影响仍需阐明(本文通过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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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治疗前$急性

期&'治疗后$恢复期&及对照组的白细胞总数'淋巴细胞数'淋

巴细胞亚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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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N#

及调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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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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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加以比较#对以

疏风清热'活血化瘀立法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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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临床效果进行量化#辅助

临床医生评估治疗效果#提高了临床诊疗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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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糖皮质激素等免疫抑制剂及胸腺肽等免疫调节剂(选取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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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管中#采用反向加样的方法加入
#%

%

:

上述抗凝血#混匀#室

温避光
"%JK+

#加入免洗溶血素
I&&

%

:

#室温避光
"%JK+

#应

用流式细胞仪进行检测#

]13'XPA>K'(6

软件进行自动分析#

计算总
6

细胞'辅助性
6

细胞$

6N

&'抑制性
6

细胞$

6=

&'

0[

细胞和
!

细胞的相应比值(依据生物参考区间为!总
6

细胞

%%D

'

8ID

%

6NE"D

'

GGD

%

0[

细胞
%D

'

#HD

%

!

细胞
GD

'

#%D

(

$$'$'

!

6N"

"

6N#

的测定
!

抽取患者收入院时和出院前及健

康人外周静脉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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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素抗凝&#采用密度梯度离心法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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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

'

;:7I

抗体后#振荡#孵育
E&JK+

(加入
"D

胎牛血清
"&&

%

:

#

"&JK+

#加入
E&&

%

:2!'

#上流式细胞仪检测(

$$'$2

!

调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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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测定 取
3/E7123

'

3/I72(

'

3/#%7

];63

鼠抗人荧光单克隆抗体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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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加样管中#混匀后#

采用反向加样的方法加入抗凝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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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匀#室温避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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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检测并分析#计算调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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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应比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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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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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
'2''"E$&

软件进行数据的统计分

析#计量资料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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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

.'2

患者组治疗前'后及与对照组

的比较采用
H

检验#

K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患者组治疗前后及与对照组各项指标的比较
!

.'2

患

者治疗前急性期'

.'2

患者治疗后恢复期及对照组外周血白

细胞总数'淋巴细胞数的检测结果见表
"

#外周血淋巴细胞亚

群的检测结果见表
#

#外周血
6N"

'

6N#

'

6N"

"

6N#

及调节性
6

细胞的检测结果见表
E

(

表
"

!!

.'2

患者组急性期&恢复期和对照组白细胞总数

!!!

与淋巴细胞数的比较#

F"&

C

'

:

%

Oh9

$

组别
7

白细胞总数 淋巴细胞数

.'2

患者组急性期
EG 8$%Ih&$8G

"

I$#Gh&$I&

"

.'2

患者组恢复期
EG G$G&h&$%#

"#

#$&Hh&$##

#

对照组
EG %$EEh&$IH "$8Gh&$"C

!!

注!与对照组比较#

"

K

%

&$&%

%与
.'2

患者组急性期比较#

#

K

%

&$&%

(

表
#

!!

.'2

患者组急性期&恢复期和对照组外周血淋巴细胞亚群的比较#

D

%

Oh9

$

组别 总
6

细胞
6N 6= 0[

细胞
!

细胞

.'2

患者组急性期
GH$E"hE$I&

"

E%$G"h#$#C

"

E"$GChE$%H

"

"#$&Eh"$CI

"

#&$H#h#$%G

"

.'2

患者组恢复期
G%$""h#$8C

#

E&$IHh"$8C

#

EI$G"hE$#E

#

"C$8Ch#$#H

#

"%$"Hh"$GH

"#

对照组
G%$"Hh#$H8 E&$#%h"$H% EI$CHhE$&8 #"$%&h#$8" "E$EEhE$"I

!!

注!与对照组比较#

"

K

%

&$&%

%与
.'2

组急性期比较#

#

K

%

&$&%

(

表
E

!!

.'2

患者组急性期&恢复期和对照组外周血
6N

及调节性
6

细胞的比较#

Oh9

$

组别
6N"

$

D

&

6N#

$

D

&

6N"

"

6N#

调节性
6

细胞$

D

&

.'2

患者组急性期
#H$88h#$CC

"

#G$&#h#$&G

"

"$&8h&$"E

"

I$ICh&$GH

"

.'2

患者组恢复期
#I$EEh"$CH

"#

#&$&#h"$%"

"#

"$##h&$"I

"#

8$#Ch"$&%

#

对照组
"8$%Ih"$%I "G$"Ch"$CI "$"Gh&$"C 8$%%h"$&#

!!

注!与对照组比较#

"

K

%

&$&%

%与
.'2

患者组急性期比较#

#

K

%

&$&%

(

/$/

!

;]07

&

'

;:7I

表达的检测
!

3/I

9

6

细胞内细胞因子
;]07

&

'

;:7I

表达的检测见图
"

'

E

(

/$'

!

随访
!

出院患者随访至
G

个月#

EG

例患者中共有
C

例复

发$占
#%D

&#其症状较轻#以皮肤少量瘀血点为主#明显低于

+

&H%#

+

检验医学与临床
#&"G

年
C

月第
"E

卷第
"8

期
!

:,@X*S3AK+

!

'*

5

>*J@*?#&"G

!

ZBA$"E

!

0B$"8



国内平均复发率$约
I&D

&(

图
"

!!

.'2

患者急性期
3/I

9

6

细胞内
;]07

&

&

;:7I

的表达分析

图
#

!!

.'2

患者恢复期
3/I

9

6

细胞内
;]07

&

&

;:7I

的表达分析

图
E

!!

对照组急性期
3/I

9

6

细胞内
;]07

&

&

;:7I

的表达分析

'

!

讨
!!

论

!!

因为疏风清热'活血化瘀法具有调节免疫功能的作用#所

以临床上可用于免疫功能紊乱者的治疗(

.'2

是一种常见的

血管炎性疾病#在祖国医学中属于/斑疹0/血证0/斑毒0等范

畴)

#

*

(其致病因素以外感风热之邪为主(其病机主要是/风扰

卫虚#营分郁热#血不循经#溢于脉外0(当机体卫表不固之时#

风热之邪内侵#从阳化热#与气血相博结#风盛血热#灼伤脉络#

血溢脉外#血溢肌肤则为紫癜#血溢膀胱则为尿血#血溢肠道则

为便血#溢于四肢关节则为关节肿痛(所以#其治疗当以/疏风

清热'活血化瘀0为主(目前血液科以愈风消斑汤$院内协定

方#其组成为白鲜皮
E&

R

'蝉蜕
"%

R

'当归
"%

R

'丹参
#&

R

'赤芍

"%

R

'牡丹皮
"%

R

'水牛角
E&

R

'生地
#&

R

'紫草
E&

R

'茜草
#&

R

'大黄
"%

R

'土茯苓
#&

R

'地肤子
#&

R

'陈皮
"%

R

'甘草
"%

R

'苍

耳子
"&

R

&为基础方#随症加减#取得了良好效果(

现代医学认为免疫功能失调'失衡和紊乱是其主要的发病

机制之一(通常为具有过敏体质的人群#在环境'食物'吸入物

等致敏因素的作用下发生过敏反应$变态反应&#出现免疫功能

失调'失衡'紊乱和免疫调节机制障碍#从而造成一系列的机体

损伤(现代医学经典观点认为!

.'2

急性期患者免疫功能失

衡'紊乱后#

6N

过度表达#促进了
!

淋巴细胞的增殖和活化#分

泌了大量的
;

R

1

抗体和补体等#在患者正常和紫癜皮肤的毛

细血管内或周围#生成细小的颗粒状免疫复合沉积物#其中补

体可为
;

R

1

激活补体旁路#中性粒细胞可在免疫复合物部位

聚集#进行吞噬并释放蛋白活性物质形成微血栓#加重局部缺

血'组织水肿(内皮细胞与白细胞黏附分子的作用'细胞间相

互作用'血管周围聚集中性粒细胞等均可能参与诱发血管炎#

而后引起紫癜'出血和关节肿痛等相关临床症状(此类患者在

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就诊时#多收入血液科及儿科住院治

疗#也有部分患者收入风湿免疫科及肾内科等科室住院治疗(

其中收入血液科患者多以疏风清热'活血化瘀立法进行治疗#

取得了良好的治疗效果(

.'2

患者的发病机制中较为明确的

有以下三个方面($

"

&其诱因为上呼吸道感染#特别是溶血性

链球菌的感染%$

#

&体液免疫功能紊乱#即免疫复合物增多#免

疫球蛋白
;

R

1

和补体水平增高%$

E

&细胞免疫功能紊乱#即淋

巴细胞数量'淋巴细胞亚群和功能的改变(根据上述发病机制

可知#减少上呼吸道感染#特别是溶血性链球菌的感染#同时调

节人体免疫功能#使免疫功能由失衡恢复到平衡状态(让免疫

功能恢复自稳性#达到动态平衡(同时使外周血白细胞总数'

淋巴细胞数量'亚群和功能维持在合理的区间内#就可以增强

.'2

的治疗效果并提高
.'2

的临床诊疗能力(本研究采用

血细胞分析仪和流式细胞仪检测淋巴细胞数量与淋巴细胞亚

群#着重研究
.'2

治疗前后的细胞免疫功能的变化情况)

E7%

*

(

研究发现#$

"

&

.'2

患者治疗后$恢复期&与治疗前$急性期&相

比较#白细胞数降低$

K

%

&$&%

&#淋巴细胞数降低$

K

%

&$&%

&#

3/E

9降低$

K

%

&$&%

&#

3/I

9降低$

K

%

&$&%

&#

3/8

9升高$

K

%

&$&%

&#

3/"G

9升高$

K

%

&$&%

&#

3/"C

9降低$

K

%

&$&%

&#

6N"

"

6N#

升高$

K

%

&$&%

&#

3/I

9

3/#%

9升高$

K

%

&$&%

&提示治疗后

纠正了淋巴细胞亚群的紊乱#

3/I

9降低的同时
6N"

"

6N#

升高

和调节性
6

细胞升高)

G7H

*

#可能减少了免疫辅助作用#减少了
!

细胞的增殖和活化#减少了免疫球蛋白
;

R

1

'补体的形成和免

疫复合物的沉积($

#

&

.'2

患者治疗前$急性期&与对照组相

比较#白细胞数明显升高$

K

%

&$&%

&#淋巴细胞数升高$

K

%

&$&%

&#

3/E

9升高$

K

%

&$&%

&#

3/I

9升高$

K

%

&$&%

&#

3/8

9降

低$

K

%

&$&%

&#

3/"G

9降低$

K

%

&$&%

&#

3/"C

9升高$

K

%

&$&%

&#

6N"

"

6N#

降低$

K

%

&$&%

&#

3/I

9

3/#%

9降低$

K

%

&$&%

&提示

.'2

患者治疗前$急性期&时炎性反应造成白细胞数增高#同

时免疫功能失衡非常明显#

6N"

"

6N#

降低即
6N"

细胞活性减

弱#

6N#

细胞活性增强#其中
6N"

细胞抑制
!

淋巴细胞分化增

殖'产生抗体的活性减弱#

6N#

细胞辅助
!

淋巴细胞分化增殖'

产生抗体的活性增强(同时#调节性
6

细胞数量和活性明显

降低#提示其免疫抑制活性明显降低是
.'2

患者治疗前$急性

期&免疫失衡的主要机制之一(而后
6N

及
!

细胞的活性增

强#产生了大量的
;

R

1

免疫复合物#沉积于全身小血管壁而致

血管炎($

E

&

.'2

患者治疗后$恢复期&与对照组相比较#白细

胞数升高$

K

%

&$&%

&#淋巴细胞数升高$

K

%

&$&%

&#

3/E

9无差

异$

K

&

&$&%

&#

3/I

9无差异$

K

&

&$&%

&#

3/8

9无差异$

K

&

&$

&%

&#

3/"G

9降低$

K

%

&$&%

&#

3/"C

9升高$

K

%

&$&%

&#

6N"

"

6N#

无差异$

K

&

&$&%

&#

3/I

9

3/#%

9 无差异$

K

&

&$&%

&(可以发

现#首先#白细胞数及淋巴细胞数均有下降的趋势#表明炎性反

应和应激状态都有所恢复)

87""

*

%其次#淋巴细胞亚群的比例恢

复到正常范围内#并且是先于白细胞数及淋巴细胞数的#表明

疏风清热'活血化瘀法调节免疫功能的作用是显著的#在
.'2

的病程中就可以对淋巴细胞亚群的失衡进行调节#到恢复期时

其比例基本和对照组相当#没有统计学差异%最后#

.'2

患者

同时存在着体液免疫功能紊乱和细胞免疫功能失调#并且两者

的相互作用非常复杂)

"#

*

(在研究过程中#笔者发现了
"

个有

趣的现象#

6N"

"

6N#

的比例在
.'2

的恢复期时与对照组相比

较是升高的#提示
.'2

患者出现了
6N"

过度表达'活性过强

和
6N#

表达减弱'活性降低的阶段#预测
6N"

"

6N#

随时间变

化情况应为
.'2

患者治疗前$急性期&时明显下降%

.'2

患者

治疗后$恢复期#约
#&

天时&时升高且高于对照组%后逐渐下降

到正常水平(

同时#文献)

"E7"%

*报道研究发现常规药物治疗
.'2

后#

患者临床症状虽缓解#但复发较多且较重#其原因可能为淋巴

+

"H%#

+

检验医学与临床
#&"G

年
C

月第
"E

卷第
"8

期
!

:,@X*S3AK+

!

'*

5

>*J@*?#&"G

!

ZBA$"E

!

0B$"8



细胞亚群数量'功能和异常活化状态没有改变#特别是
6N"

'

6N#

和调节性
6

细胞的数量和功能没有明显改善#所以引起

复发较多(比较而言#疏风清热'活血化瘀法调节了患者的淋

巴细胞亚群数量和功能#改善了患者的免疫功能#纠正了异常

活化状态#所以临床症状控制明显#复发较少且较轻(提高患

者生活质量#防止病情反复(

综上所述#疏风清热'活血化瘀法治疗
.'2

#对患者的外

周血白细胞总数'淋巴细胞数'淋巴细胞亚群'

6N"

"

6N#

及调

节性
6

细胞的干预作用明显#对患者的免疫功能的调节作用

明确#临床效果显著#极大地提高了临床诊疗能力(同时#可以

早期纠正
.'2

的免疫功能紊乱状态#减少
.'2

的复发且减轻

复发时的临床症状(值得临床关注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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