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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风湿关节炎$

[6

%是一种慢性'以侵犯关节为主要特征'

原因不明的全身性炎性改变的自身免疫性疾病#其特点是持续

性滑膜炎'系统性炎性反应和自身抗体(

$

)

*目前临床治疗
[6

仅能减轻关节炎性反应#抑制病变发展及不可逆骨质破坏#尽

可能保护关节和肌肉功能#病情缓解或降低疾病活动度#尚缺

乏有效的治疗手段*

近年研究发现维生素
d

不仅参与体内钙'磷和骨代谢#作

为一种环境因素#它在调节机体免疫功能方面也发挥着重要作

用(

$).

)

*维生素
d

通过维生素
d

受体$

Yd[

%发挥作用#维生素

d

及
Yd[

可能与发病及
[6

骨代谢失常有关(

,)/

)

*既往研究

发现
[6

及其他自身免疫性疾病患者存在维生素
d

缺乏或不

足(

,

#

+

)

*本文通过研究
[6

患者外周血
#/

羟基维生素
d.

(

#/)

$

S^

%

d.

)水平与
[6

之间的关系#进一步了解维生素
d

在
[6

诊疗过程中的作用#为临床工作提供诊疗依据#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收取本院
#%$+

年
$P&

月体检健康者
$,"

例

作为对照组#其中男
#$

例'女
$#+

例#平均年龄$

+,*,&̀

$%*1&

%岁#纳入者各项生理指标健康#并且排除了高血压'肥

胖'冠心病及肝'肾'甲状腺疾病等*选取同时期本院住院或门

诊收治的
++

例
[6

患者作为
[6

组#其中男
$,

例'女
/#

例#

平均年龄$

+"*..̀ &*&"

%岁#诊断标准均符合美国类风湿病学

会
$1&"

年修订的
[6

分类标准*两组在性别'年龄上差异均

无统计学意义$

O

'

%*%/

%*所有入选对象在入选前至少
.

个

月未使用过激素和维生素
d

制剂*

$*/

!

仪器与试剂
!

仪器!

!8BA(+%$

全自动电化学发光免疫分

析仪$瑞士#罗氏%#

!$+%%%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美国#雅培%#血

沉分析仪$

65Oa6h)7LN7$

#意大利%#

M̂)%&.

"

,)

$

特定蛋白

分析仪$中国#禾柏%#

OXX6UL&%%

免疫化学系统$美国#贝克

曼%*试剂!

#/)

$

S^

%

d.

!罗氏原装配套维生素试剂盒&超敏
!

反应蛋白$

>()![M

%试剂#由石家庄禾柏生物有限公司生产&抗

环瓜氨酸肽抗体$

!!M

抗体%检测采用武汉康珠抗
!!M

测定试

剂盒&类风湿因子$

[a

%检测采用
O33A

4

?

原装配套
[a

试剂*

$*'

!

方法
!

取所有研究对象空腹静脉血
,35

#离心后采用竞

争法检测
#/)

$

S^

%

d.

水平#免疫比浊方法测定抗
!!M

抗体'

[a

&同时取研究对象全血
,35

#用免疫散射速率方法检测
>()

![M

#用魏氏法检测血细胞沉降率$

LN[

%*

$*1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NMNN$+*%

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计

量资料用
G È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9

检验#并用
M?AC(8: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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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水平与其他临床指标的关系*以
O

#

%*%/

为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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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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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组研究对象各项临床指标比较
!

与对照组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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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

5ABX?;!@E:

!

S9=8B?C#%$"

!

Y8@*$,

!

Z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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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徐凤霞#女#主管技师#主要从事遗传性疾病分子诊断方面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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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
>()![M

'

LN[

'抗
!!M

抗体及
[a

等指标的水

平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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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表
$

*

表
$

!!

两组研究对象各项临床指标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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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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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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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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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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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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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与临床指标的相关性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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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患者外周

血
#/)

$

S^

%

d.

水平与
>()![M

呈正相关$

O

#

%*%/

%#与抗
!!M

抗体呈显著正相关$

O

#

%*%/

%#与
LN[

'

[a

无相关性$

O

'

%*%/

%*见表
#

*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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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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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与临床指标的相关性分析

指标
# O

>()![M %*./# %*%$#

LN[ P%*%/1 %*++%

抗
!!M

抗体
%*/++ %*%%$

[a %*%%& %*1+.

'

!

讨
!!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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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是慢性系统性自身免疫性疾病#以全身性骨丢失'受

累关节周围骨丢失和关节骨质破坏为特征#并进一步导致局部

关节畸形或局部乃至全身性骨质疏松*近来研究发现#维生素

d

不仅参与钙'磷代谢#改善
[6

的局部乃至全身的骨质疏松#

而且还具有明显的免疫调节作用(

#

)

*维生素
d

对免疫系统的

影响#主要包括免疫细胞的增殖'分化#免疫球蛋白及炎性因子

的表达等方面(

"

)

*

本研究通过检测研究对象空腹血清
#/)

$

S^

%

d.

水平发

现!

[6

组血清
#/)

$

S^

%

d.

水平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O

#

%*%$

%#与国内外研究结果一致(

&)1

)

*

[6

患者外周

血中
#/)

$

S^

%

d.

水平低于健康人群#与患者自身
Q

细胞功能

亢进和$或%反应性
Q

细胞数量增加有关(

$%

)

&并且
[6

患者关

节腔中可发现淋巴结样组织形成很活跃#以
Q

细胞'

7

细胞'炎

性细胞'滤泡树突状细胞常见#在此微循环中
Q

细胞活化异

常*而维生素
d

与
Q

细胞之间存在着相互制约的关系!即维

生素
d

可抑制
Q

细胞增殖#从而引起免疫球蛋白合成减少#当

患者体内缺乏
#/)

$

S^

%

d.

时#对
Q

细胞的抑制作用会明显降

低&而
Q

细胞功能亢进或活化增多会造成
[6

患者体内
#/)

$

S^

%

d.

水平进一步下降#从而形成恶性循环(

$$

)

*维生素
d

为类固醇类物质#它可以通过抑制胸腺基质细胞树突状细胞分

化为成熟细胞因子#进而抑制免疫反应*有研究表明维生素
d

既可改善和预防
[6

的骨质疏松和$或%关节畸形#又可作为

[6

病情评价指标(

$#

)

*

本研究发现
[6

患者血清
#/)

$

S^

%

d.

水平与
>()![M

呈

正相关$

O

#

%*%/

%#与抗
)!!M

抗体呈正相关$

O

#

%*%$

%#这可

能与疾病活动度有关*国内学者认为#

>()![M

与抗
!!M

抗体

在
[6

诊断中的灵敏度较高(

$.

)

&也有研究认为血清
#/)

$

S^

%

d.

水平与
>()![M

及抗
!!M

抗体无关*这种情况可能与病程

较长有关#也可能与患者用了缓解病情的抗风湿类药物或者其

他治疗有关*

综上所述#本研究结果显示
[6

患者
#/)

$

S^

%

d.

水平明

显降低#且与
>()![M

及抗
!!M

抗体呈正相关#提示
#/)

$

S^

%

d.

在
[6

诊治过程中可起到防治及病情评估的双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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