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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艾滋病患者血清中的表达水平及临床意义

黄富强

"湖北省丹江口市第一医院检验科
!

((*0''

#

!!

摘
!

要"目的
!

探讨
9?=/*+</+

7

及
UcU.&*

在艾滋病患者血清中的表达水平及临床意义$方法
!

选取

*'&1

年
&

月至
*'&,

年
&*

月该院收治的艾滋病患者
0'

例为研究组!选取同期健康体检人员
0'

例为对照组!对

比两组研究对象血清中
9?=/*+</+

7

及
UcU.&*

表达情况$结果
!

研究组患者
9?=/*+</+

7

过表达情况显著高于

对照组研究对象!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4'1

#)研究组患者
UcU.&*

过表达情况显著高于对照组研究对象!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

$

'4'1

#$结论
!

艾滋病患者血清当中普遍存在着
9?=/*+</+

7

及
UcU.&*

的过表达!临床

上可以作为病情诊断及预后评估的重要指标!需要引起医务人员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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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小核糖核酸$

9?CW$

%属于长度为
*'

个左右的

核苷酸联合组成的非编码
CW$

#主要作用在于调节

人体当中神经元细胞及其他细胞的分化及凋亡#同时

参与人体的免疫应答及信号传导过程当中的
9CW$

处理*血清当中特定
9?CW$

的表达可以作为艾滋病

的新型诊断指标*研究人员认为
9?=/*+</+

7

与艾滋

病的发生)发展存在着密切的联系&

&

'

*

UcU.&*

作为

趋化因子
UcU

家族的一员#主要由骨髓细胞分泌生

成#并且分泌的过程是持续不断的#是持续表达的一

种趋化因子*人体当中没有病原体侵入的情况下表达

较低#艾滋病发病之后表达水平会显著上升&

*

'

*本研究

检测艾滋病患者血清当中的
9?=/*+</+

7

及
UcU.&*

表

达#分析其在艾滋病诊断及治疗中的临床意义*

$

!

资料与方法

$4$

!

一般资料
!

选取
*'&1

年
&

月至
*'&,

年
&*

月本

院收治的艾滋病患者
0'

例为研究组*纳入标准!患

者符合艾滋病相关诊断标准&

+

'

(应用抗病毒治疗方案

$

$_Dh+DUhWV\

%(未服用其他药物*排除标准!

妊娠哺乳期女性患者(合并严重肝)肾功能障碍的患

者(合并结核及肿瘤疾病患者*选取同期健康体检人

员
0'

例为对照组*两组研究对象的一般资料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4'1

%#具有可比性#一般资料

见表
&

*本试验参与研究者均知情同意#并经医院医

学伦理委员会批准*

表
&

!!

两组研究对象一般资料对比

组别
+

年龄

$岁#

I5?

%

男"女
学历水平&

+

$

]

%'

初中及以下 高中 大学及以上

对照组
0'+14&5&4, +-

"

+* &,

$

**4)

%

&)

$

*04&

%

+1

$

1'4'

%

研究组
0'+04*5&4& +(

"

+, &-

$

*140

%

**

$

+&4(

%

+'

$

(*4)

%

!

*

"

! &4*,- &4'*1 &4+*-

"

%

'4'1

%

'4'1

%

'4'1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1

卷第
1

期
!

.<LR;JUG?:

!

R<=BF*'&-

!

V>G4&1

!

W>41



$4/

!

方法
!

采集两组研究对象
+9.

静脉血#

*'''

=

"

9?:

持续离心
+9?:

#之后收集血清#以
+'''=

"

9?:

持续离心
19?:

#并应用
!\

管收集血清#在
Y,'Z

条

件下保存待检*提取血清
CW$

时#根据操作说明书

取
CW$

#反转录反应
B#W$

#并将
B#W$

储存于

Y+'Z

的冰箱待检#应用实时荧光定量方法进行检

测&

(

'

*

$4'

!

统计学处理
!

数据采用
"\""&-4'

分析处理#计

数资料以百分数表示#两组结果比较采用
!

* 检验#以

"

$

'4'1

为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4$

!

两组研究对象
9?=/*+</+

7

过表达情况对比
!

研

究组患者过表达水平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

$

'4'1

%#见表
*

*

表
*

!!

两组研究对象
9?=/*+</+

7

过表达水平分析%

+

#

]

$&

组别
+

9?=/*+</+

7

表达情况

过表达 表达正常

研究组
0' (-

$

,-4,

%

**

$

+&4(

%

对照组
0' &1

$

*&4(

%

11

$

0-4,

%

/4/

!

两组研究对象
UcU.&*

过表达对比
!

研究组患

者过表达情况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4'1

%#见表
+

*

表
+

!!

两组研究对象
UcU.&*

过表达水平分析%

+

#

]

$&

组别
+

UcU.&*

表达情况

过表达 表达正常

研究组
0' (,

$

,140

%

*(

$

+(4+

%

对照组
0' &*

$

&04&

%

1-

$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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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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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CW$

能够参与到人体神经系统的各项生理过

程#同时调控信号表达#例如神经细胞的分化)树突棘

的生成)神经系统的发育及保护等&

1

'

*有研究认为#

血清当中的
9?CW$

主要来源于人体组织细胞#在生

成分泌之后持续进入到血液循环当中#血清
9?CW$

的表达能够在一定程度体现病变组织中的情况&

,

'

*

研究人员发现#大鼠艾滋病模型当中的大脑组织及外

周血血清中的
9?CW$

表达#在变化方面比较一致#两

者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

0/-

'

*

9?=/*+</+

7

在胶质瘤当

中的表达同样存在显著上升的问题#并且在胶质瘤
&

级患者中的表达水平更高#这意味着
9?=/*+</+

7

参与

到胶质细胞分化的调节过程当中&

0

'

*而研究显示#匹

罗卡品诱发的艾滋病大鼠的模型#在持续
*(F

之后#

大鼠海马当中的
9?=/*+</+

7

表达会显著升高#并且大

鼠海马当中的突触重建情况比较活跃&

-

'

*有学者通

过分析耐药性艾滋病患者血清当中的
9?=/*+</+

7

表

达水平#结果显示
9?=/*+</+

7

能够影响神经细胞的增

生)炎性反应及突触重建等#通过这些途径来参与到

耐药性艾滋病患者病情的发生发展#为耐药性艾滋病

的治疗提供了新的研究途径#但具体的作用方式还需

要后续的深入研究&

0

'

*

UcU.&*

过表达对比方面#研究组患者过表达情

况显著高于对照组研究对象$

"

$

'4'1

%#同相关研究

的结果相符&

)

'

*这提示
UcU.&*

对艾滋病的发生)发

展同样存在重要的影响*趋化因子是有着趋化功能

的细胞因子#由
-'

个左右的氨基酸组成#可以吸引免

疫细胞聚集到免疫应答位置#从而影响免疫调节及人

体的免疫反应*截止到目前为止#国内学者关杨等&

&'

'

报道#发现的趋化因子种类数量超过
1'

种#是细胞因

子中种类数量比较多的一类*

UcU.&*

最早在小鼠

骨髓细胞当中发现#因其在
#

细胞的分化增生当中有

着重要的影响#而被认为是
#

细胞的刺激因子

$

\["Q

%*借助于克隆表达的方法#能够分离得到
B#/

W$

*小鼠及人体当中的
UcU.&*

高度雷同#人体当

中的
UcU.&*

基因主要在
&'

号染色体#与其他趋化

因子主要在
(

号染色体及
&0

号染色体*同其他趋化

因子不同的是#

UcU.&*

主要是由人体的基质细胞生

成分泌的#并不受炎性因子的影响*

UcU.&*

广泛表

达在人体的各种组织及细胞当中#例如心脏)大脑)肝

脏)肾脏及免疫细胞等*

UcU.&*

的生物学轴能够参

与人体的白细胞浸润)器官发育及细胞迁移等病理过

程及生理过程当中&

&&

'

*相关研究的结果表明#

Uc/

U.&*

对人体心脏组织及淋巴细胞都有着重要的影

响#

UcU.&*

能够导致神经细胞及内皮细胞的迁移#

说明
UcU.&*

可以调节人体当中造血干细胞及巨核

细胞的分化*最新研究结果显示#

UcU.&*

及
UcUC(

可以互相作用而形成反应轴#在艾滋病的发生)发展

过程当中有重要的影响#这对于艾滋病的治疗有重要

的临床意义&

&*

'

*

本研究中#研究组
UcU.&*

过表达患者的比例要

显著高于对照组$

"

$

'4'1

%#这是由于人类免疫缺陷

病毒$

3%V

%外壳同靶细胞膜之间的融合#是病毒侵入

细胞的首要步骤*如果能阻断结合的过程#就能有效

控制
3%V

感染靶细胞*当前根据这一作用机制研发

得到的抗
3%V

药物包括
$R#+&''

)

D&('

及
D**

等*

非肽类抑制是
UcU.&*

抑制剂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

是双环拉胺类及其衍生物能够有效抑制
UcU.&*

活

性*研究人员在早在上世纪
-'

年代发现
3\$/*+

拥

有抗
3%V

活性的效果#而在试验过程当中发现其对

人体的胃肠道有着明显的不良影响#需要借助于非肠

道的途径完成吸收&

&+

'

*在此过程中#化合物在人体当

中的滞留会带来不良反应#同时对艾滋病的治疗效果

也不够理想*因此借助于改造结构#发现通过使用氮

原子来替代
3\$/*+

当中的氧原子#连接苯二亚甲基

在两 个 环 间#结 果 得 到 抗
3%V

效 果 更 强 的

$R#+&''

*

$R#+&''

属于小分子
UcU.&*

抑制剂

的一种#能够与
UcU.&*

外环当中的氨酸残基进行结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1

卷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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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具体作用机制的试验显示#

$R#+&''

能够作用

于
3%V

感染患者的早期环节#特异性将
UcU.&*

作

为靶点从而阻断
3%V

进入到人体细胞当中#但是不

会作用于其他的受体*因为
$R#+&''

分子量及阳

离子都影响到分子过膜及吸收#因此口服用药的活性

水平比较低#因此应用更小杂环进一步改造结构#改

善药 物 的 口 服 效 果*使 用 吡 啶 甲 胺 基 来 取 代

$R#+&''

的拉胺环#从而得到单环拉胺
$R#+(,1

#

抗
3%V

感染的活性同
$R#+&''

比较接近#这提示两

个大环并不属于
3%V

的重要结构*近来有研究人员

报道新型的
UcU.&*

抑制剂
$R#&&'0'

#分子量要显

著低于
$R#+&''

#同时有着理想的抗
3%V/&

效果*

但临床试验结果显示#

$R#&&'0'

的肝毒性比较明

显#因此在安全性及实用性方面还需要后续的研

究&

&(

'

*因此研究人员进一步改进
$R#&&'0'

结构#

使用的其他杂环取代苄基#从而得到新型抑制剂#并

且细胞实验结果显示化合物抗
3%V

活性效果理想*

从大环带正电
$R#+&''

发展到单环
$R#+(,1

及

$R#&&'0'

#研究人员不断降低药物的分子大小及电

荷#同时提高药物的口服活性#并且作用于
UcU.&*

的位点也各不相同&

&1

'

*

本研究的测序结果表明#研究组艾滋病患者的

9?=/*+</+

7

过表达及
UcU.&*

过表达均显著高于对

照组研究对象#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4'1

%*本试

验持续随访患者的时间为
+

个月#血清在冰箱当中的

保存时间比较长#测序结果表明
9?CW$

存在一定的

降解#因此需要后续改进研究*而血清标本通过及时

处理反转录成为
;#W$

#检测的结果可信度比较高*

综上所述#艾滋病患者血清中的分子表达特征能

够帮助医务人员判断其病情进展*艾滋病患者血清

当中普遍存在着
9?=/*+</+

7

及
UcU.&*

的过表达#需

要引起医务人员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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