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卵巢子宫内膜异位症女性
"!X

与免疫水平的研究

季沈杰

"江苏省启东市人民医院检验科
!

++/+..

#

!!

摘
!

要"目的
!

探究子宫内膜异位症"

N!'

#女性抗苗勒管激素"

"!X

#水平与免疫水平$方法
!

选择
+.,-

年
,+

月至
+.,2

年
/

月该院收治的
N!'

患者
01

例作为观察组!其中
,%&

期
+.

例!

-%.

期
+1

例!对照组

为同期住院因输卵管因素不孕行腹腔镜手术患者
06

例$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N#%*"

#法检测
+

组患者血

清
"!X

水平!利用流式细胞仪检测外周血免疫调节细胞
'?,2

&

'F9

J

占
P$0

b

'

细胞比例%

N#%*"

法检测血清

及腹腔液的白细胞介素
&/

"

%#&/

#和肿瘤坏死因子
&

#

"

'T)&

#

#水平$结果
!

观察组
"!X

水平低于对照组!且随

年龄增长!

"!X

呈下降趋势%观察组患者
'?,2

所占
P$0

b

'

细胞比例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

+4,6e

.4/2

#

5

+!且
-%.

期患者*"

/420e+43+

#

5

+高于
,%&

期*"

04/,e.421

#

5

+&

'F9

J

所占
P$0

b

'

细胞比例低

于对照组*"

/4+6e,4+-

#

5

+!且
-%.

期患者*"

34.1e,4,3

#

5

+低于
,%&

期*"

-4/0e,4.+

#

5

+!观察组

'?,2

'

'F9

J

高于对照组"

H

%

.4.-

#%血清及腹腔液炎性因子
%#&/

&

'T)&

#

高于对照组"

H

%

.4.-

#$结论
!

N!'

患者体内
"!X

水平随年龄增长逐渐下降!免疫调节细胞
'?,2

及
'F9

J

存在紊乱现象$

关键词"卵巢%

!

子宫内膜异位症%

!

抗苗勒管激素%

!

免疫水平

中图法分类号"

72,3

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2+&10--

"

+.,6

#

,2&+/3.&.3

!!

子宫内膜异位症$

N!'

%又叫内异症#主要由于具

有生长功能的异位子宫内膜所致#是妇科一种常见的

良性疾病'

,&+

(

)其发病率在育龄女性中高达
3.5

#且

近年来逐渐上升'

3&0

(

)目前
N!'

的发病机制说法不

一#最经典的理论为
,1+,

年
*"!]*(T

提出的经血

逆流种植学说理论)该理论解释#异位的内膜源于子

宫内膜组织#而这些组织通过经血逆流*血管播散*淋

巴传播*医源性种植等方式转移到宫腔外各部位再

生长'

-

(

)

虽然病理组织学表明
N!'

是一种良性疾病#但

也存在浸润*增生*转移等不良风险#所以揭示
N!'

的发病机制是为了更好地进行预防和治疗'

/

(

)较多

研究者发现
N!'

患者的免疫水平可能会改变#但目

前无系统研究)现探讨
N!'

患者的免疫水平#并进

行统计和研究)

$

!

资料与方法

$4$

!

一般资料
!

选择
+.,-

年
,+

月至
+.,2

年
/

月该

院收治的
N!'

患者
01

例作为观察组#均经病理学检

查确证#按照修正的
")*

分期标准#其中
,%&

期为

轻度#

+.

例患者#

-%.

期为重度#

+1

例患者)对照

组为同期住院因输卵管因素不孕行腹腔镜手术患者

06

例)

+

组患者的年龄*产次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

均无统计学意义$

H

&

.4.-

%#具有可比性)见表
,

)

表
,

!!

+

组患者一般资料结果比较

项目 对照组$

+g06

% 观察组$

+g01

%

年龄$

NeD

#岁%

324/6e640/ 31426e64,3

产次$

NeD

#次%

,4+6e.4-/ ,431e.4/+

,%&

期$

+

%

!

+.

-%.

期$

+

%

!

+1

!!

注!

!

表示无数据

$4/

!

纳入与排除标准
!

纳入标准!育龄期女性#月经

规律&术前未接受雌*孕激素治疗&取得患者及家属同

意#并签署知情同意书者)排除标准!合并子宫腺肌

症患者&结核性疾病*免疫性疾病及代谢性疾病患者)

$4'

!

标本采集
!

分别取同一患者标本#同时进行相

应处理#术前晨起采集患者外周血*静脉血#使用肝素

钠管采血#手术直视下采集无血液污染的腹腔液#采

集标本应严格按照无菌操作进行#避免影响检测的准

确性)

$41

!

观察指标及操作方法
!

$

,

%抗苗勒管激素

$

"!X

%!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N#%*"

%法$法国
%II=&

H8>9G?O9GRI;HP8=<>9F

公司%#测定范围
.4./

%

,64.

H

J

"

I#

#相关系数$

>

%

'

.411..

)$

+

%辅助性
'

细胞

,2

$

'?,2

%及调节性
'

细胞$

'F9

J

%细胞所占比例!细

胞流式仪'赛百慷$上海%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取

全血
,..

$

#

加入
P$3)%'P

*

P$6"]P&P̀ 2

*

P$,+2

]N!"O

抗体各
,.

$

#

#避光孵育
+.IBH

#溶解红细

胞#固定*破膜
-.IBH

#其次加入白细胞介素
&,2

$

%#&

,2

%

"#Na"/02

标记的抗体
,.

$

#

#继续避光孵育
-.

IBH

#洗涤细胞后在
]O*

液重悬上机检测
'?,2

及

'F9

J

细胞占
P$0

细胞比例)$

3

%血清和腹腔液白细

胞介素
&/

$

%#&/

%和肿瘤坏死因子
&

#

$

'T)&

#

%水平!分

别取外周血及腹腔液
3

%

-I#

#室温下
3...F

"

IBH

离心
,.IBH

#采用
N#%*"

法$上海酶研生物技术有限

公司%#按照说明书一次性检测血清及腹腔液
%#&/

和

'T)&

#

水平)

$42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24.

统计软件进行数

据分析)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NeD

表示#组间比

较使用
6

检验#组内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计数资

料以例数或百分率表示#应用
!

+ 检验#

H

%

.4.-

为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

.3/+

+

检验医学与临床
+.,6

年
1

月第
,-

卷第
,2

期
!

#;C!9EP<BH

!

*9

K

>9IC9F+.,6

!

S8<4,-

!

T84,2



/

!

结
!!

果

/4$

!

+

组患者血清
"!X

水平结果比较
!

不同组别

不同年龄段
N!'

患者的血清
"!X

水平不同#随年

龄增长其下降)

+

组
"!X

水平比较#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H

%

.4.-

%)见表
+

)

表
+

!!

+

组患者
"!X

水平结果比较%

NeD

#

5

&

"!X

对照组

$

+g06

%

观察组$

+g01

%

,%&

期
-%.

期

)

3.

岁
04,2e.401 +4-/e.40/

C

,46/e.4-,

C

&

3.

%%

0.

岁
34+6e.40, +43/e.436

C

,4-2e.4-3

C

'

0.

岁
+40/e.4-+ ,4/6e.4-0

C

,4,1e.403

C

!!

注!与对照组比较#

C

H

%

.4.-

/4/

!

+

组患者免疫细胞
'?,2

及
'F9

J

所占
P$0

b

'

细胞比例结果比较
!

观察组患者
'?,2

所占
P$0

b

'

细胞比例高于对照组#

'F9

J

所占
P$0

b

'

细胞比例低

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H

%

.4.-

%)见表
3

)

表
3

!!

+

组患者外周血
'?,2

及
P$0

b

'

细胞比例%

NeD

#

5

&

项目
对照组

$

+g06

%

观察组$

+g01

%

,%&

期
-%.

期

'?,25 +4,6e.4/2 04/,e.421

C

/420e+43+

C

'F9

J

5 /4+6e,4+- -4/0e,4.+ 34.1e,4,3

C

'?,2

"

'F9

J

.43/e.4,+ .4-1e.46/

C

,412e,4.3

C

!!

注!与对照组比较#

C

H

%

.4.-

/4'

!

+

组患者血清及腹腔液
%#&/

*

'T)&

#

水平结果

比较
!

观察组血清及腹腔液
%#&/

*

'T)&

#

水平均高于

对照组#且
-%.

期患者水平高于
,%&

期#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H

%

.4.-

%)见表
0

)

表
0

!!

+

组患者血清和腹腔液
%#&/

)

'T)&

#

水平

!!!

结果比较%

NeD

&

项目 对照组$

+g06

%

观察组$

+g01

%

,%&

期
-%.

期

血清

!

%#&/

$

KJ

"

I#

%

3/412e04+1 /643-e,,42+

C

,+/402e,643/

G

!

'T)&

#

$

H

J

"

I#

%

.46/e.4./ .41/e.4./ ,426e.4,,

C

腹腔液

!

%#&/

$

KJ

"

I#

%

3241/e-432 2+416e,340/

C

,+641/e+/42+

!

'T)&

#

$

H

J

"

I#

%

.460e.4.0 .416e.4.0 ,46,e.4,,

C

!!

注!与对照组比较#

C

H

%

.4.-

&与对照组比较#

G

H

%

.4.,

'

!

讨
!!

论

!!

近年来#许多研究表明免疫因素参与了
N!'

的

发病#患者血清中很多细胞因子发生了变化#并在疾

病中发挥了作用#如
"!X

*

'?,2

*

'F9

J

*

%#&/

*

'T)&

#

等'

2

(

)

"!X

是一种新型的*能预测卵巢储备功能的

指标#许多研究通过对
"!X

指标评估其对
N!'

的

影响)有研究报道#年龄和血清
"!X

水平密切相

关#随年龄增加患者
"!X

基础水平逐渐降低'

6

(

)本

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
,%&

期和
-%.

期患者血清

"!X

水平显著低于对照组$

H

%

.4.-

%#且
-%.

期

患者水平低于
,%&

期$

H

%

.4.-

%)同时随年龄的增

长患者
"!X

水平会降低#说明
N!'

患者
"!X

水

平会降低#同时年龄越大
"!X

水平越低)

'?,2

是新发现的一种能够分泌
%#&,2

的
'

细胞

亚群#在机体防御反应和自身免疫性疾病中具有重要

的意义)

'?,2

的特异转录因子为
7(7&

'

>

#参与机体

炎性反应和适应性免疫反应过程#并在对抗胞外特定

病原体上发挥重要作用'

6&1

(

)

'F9

J

是一种控制体内自

身免疫反应性的
'

细胞亚群#主要分泌
%#&,.

*转化生

长因子
/

$

'Z)&

/

%)

'F9

J

的特异转录因子为
)8M]3

#

参与体内自身抗原耐受#保持机体免疫平衡#进而抑

制机体免疫疾病的发生)当机体
'?,2

与
'F9

J

之间

的动态平衡打破#导致自身免疫疾病'

,.

(

)本研究结果

表明#观察组患者
'?,2

所占
P$0

b

'

细胞比例高于

对照组$

H

%

.4.-

%#

'F9

J

所占
P$0

b

'

细胞比例低于

对照组$

H

%

.4.-

%#且
'?,2

"

'F9

J

观察组显著高于对

照组$

H

%

.4.-

%#说明
N!'

患者
'?,2

"

'F9

J

比例更

大#更易使机体免疫失衡)

%#&/

是参与造血*免疫应答的调节及炎性等反应

的细胞因子#其能活化
'

细胞#使
O

细胞前体成为产

生抗体的细胞#能促进原始骨髓源细胞的生长和分

化#增强自然杀伤细胞的裂解功能#并在内分泌和免

疫系统中发挥重要作用'

,,&,+

(

)

'T)&

#

是一种由激活

的巨噬细胞产生的*能抑制成刺激破骨细胞和骨细胞

的细胞因子)具有杀伤肿瘤细胞*调节代谢#同时还

能对女性经期排卵有所调节)另一方面#有研究证实

'T)&

#

通过降低芳香化酶活性抑制雌二醇及酮的生

成#影响卵泡发育'

,3

(

)本研究检测
+

组患者
%#&/

和

'T)&

#

水平#观察组患者血清*腹腔液
%#&/

*

'T)&

#

水平均高于对照组$

H

%

.4.-

%#且
-%.

期患者
%#&/

*

'T)&

#

水平高于
,%&

期$

H

%

.4.-

%#说明
N!'

患

者血清*腹腔液
%#&/

*

'T)&

#

水平升高#且
N!'

后期

较前期升高)

综上所述#

N!'

患者机体
"!X

水平随年龄增

长逐渐下降#免疫调节细胞
'?,2

及
'F9

J

存在紊乱

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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