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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性出血热患者血清补体

的检测及其动态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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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对 例 患者血清补体
、

的检 测及 动态 观察 结果 表 明 患 者 补休
、

均值都高于 正常人
,

其 中以 增高较明显
。

根据 患者血清 中补休含量的不

同
,

可分为 水平低下组
,

或 水平增高组
,

或 水平正 常组
。

患者 补

体水平的变化是极为复杂 的
,

既 存在有补体水平的下降
,

又 存 在有补体 水平的升高
。

本

文对此研究结果进行了讨论
。

流行性出血热 的发病机理是一个急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

近年来
,

国内外学

者对 的发病机理作了较多的 研究
,

并对其免疫 致病 机理的问 题 日趋 重视
。

据报

道
,

患者普遍存在免疫功能异常
,

可 见细胞免疫功能受抑制
,

体液免疫增高及补体

平改变 〔‘一 “ ’。

但 因其病情复杂多变
,

发病机理迄今尚不十分明确
。

为了进一步探讨补体系

统在免疫致病机理中的作用
,

我们对 患者进行 了补体
、

的检 测及动 态观水

察
。

材 料 与 方 法

一
、

病例选择 病例选 自 年 月至 年 月 流行季节
,

住院患者

例
,

均结合 特异性 与临床诊断进行确诊
。

其中轻型 例
,

中型 例
,

重型

例
,

危重型 例
。

病人入院后定期采集血标本检测
,

共检测 份系列血清标本
。

二
、

材料与检测方法 补体
、

均采用美国 双波长生化 自动分析仪

程序 自检超级系统检测
。

抗补体
、

血清系美国缅因州 ” “

公司产 品
。

由本品测定正常人血清 含量范围为叉 士 二 士 ,

故以 含量

为水平低下
,

为水平增高
。

正 常人血清 含量范围为叉 士

士 ,

故以 含量 为水平低下
,

为水平增高
。

木文于 年 月 日收到
。

本研究由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资助
,

湖医 附一
,

附二传染病科提供血 清标本
,

特此致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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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果

、

轻型 与重型患者 变化的动态观察

为 了便于比较 我们将轻
、

中型病例归为轻型组
,

重型和危重型病例归为重型组
。

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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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轻型与重型组 患者 检测结果的动态观察

‘

表 可见各病 日轻型组均值高于正常

人
,

重型组均 值除在第
、 、 、

病 日低于正常人外
,

其它病 日的均值

均高于正常人均值
。

根据表 绘出图

可 见轻型组的曲线图较平稳
,

表明

水平变化不大
,

而重型组曲线图则

波动范围较大
,

第
、 、 、 、 、

病 日 处于 高峰
,

第
、 、

了 、

病 日处于低下
,

亦表 明 水 平变

化较大
。

将各病 日轻型
、

重型组均值

与正常人均值进行统计学处理
,

经方

差分析 结果表 明
,

均无 显著性差异
。

妞

表 轻型与霍型 患者 检测结果 的动态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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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轻型与重型患者 变 化 的

动态观察

各病 日轻型与 重型患者 的检

测 结果见表
。

从表 可 见轻型与重

型组 均值高于正 常人均 值
,

经方

差分析结果表明
,

轻型组 除第 病

日外
,

靛 型 组 除 第
、

病 日

外 均值与正常人均值相 比差异具有

非常显著性 意义 或有显

著性意义 。 肠
。

轻型组与重

型组均值相比
,

在第
、 、

病 日
,

重型组均值高于轻型组
,

差异具有非

。 心 子 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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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图 轻型与重型组 患者 检 测结果的动态观察

表 轻型与盆型组 患者 检测结果的动态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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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常显著性意义
。

或有显著性意义
,

其它各病 日差异无显著性意

义
,

根据表 绘出图
,

可见轻型组曲线图比重型组曲线平稳
,

亦说明轻

型组 水平变化小
。

三
、

不同
。

含量例数的检测及动态观察

根据 含量的不同分为三组
。

从表 可见 水平 低下 的例数除第
、 、

了病

日高于 水平增高例数外
,

其它病 日例数均低于 水平增高例数
。

水平低下与

水平增高的例数均低于 水平正常例数
,

约有 左右的病例 含量在正常范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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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患者 水平的动态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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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不同 含量例数的检 测及动态观察

根据 含量的不同分为三组
。

从表 可见 含量低 下的例 数仅在 第
、

病 日

各有一例
,

其它各病 日均无低下者
。

含量增高例数在第 病 日或从第 病 日至 病

日均高于水平正常组例数
。

表 患者 水平的动态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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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论

的发病机理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
,

而探讨 其发病机理 又是 防治本病的重要

环节
。

近年来
,

病毒分离成功
,

并建立特异性诊断后
,

使本病的研究工作进入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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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

仑

个新 的阶段
。

目前
,

人们对 发病机理的研究可以简括为三个方面 病毒直接致

病作用 免疫学发病机理 病理生理研究
。

其中
,

国内外对 的 免 疫致

病机理尤为重视 〔‘一“ , 。

对补体系统是否参与本病的免疫病理过程也是一个急待解决的问

题
。

目前
,

补体成分分离提纯与特异性补体成份抗血清的制备
,

已获得很大进展
,

并运

用在临床实践上进行定量检测
,

以探讨补体系统各种成分的水平与人类某些疾病发生的

免疫学机理和疾病发展的相互关系
。

本文正是应 用了特 异性补体
、

抗血 清 检测

患者
、

水平
,

并进行动态观察
。

结果表明 各型 患者
、

水平均 有

不同程度变化
。

轻型患者补体
、

曲线图较重型患者 平稳
,

重 型患者
、

曲线

图波动范围较大
,

看来是由于重型患者病情复杂多变
。

各型患者 水平有所增 高
,

与

正常值相比差异具有非常显著性
。

或显著性意义
。

根据 患

者血清补体
、

含量的不同
,

可将患者分为三组
。

各组统计的例数表明 各病 日

补体
、

水平变化是极为复杂的
,

补体 既存在水平低下 一
,

水平增高

一
,

及水平正常 一
。

水平的变化以水平增高 和

水平正常为主 一
。

在炎症感染
、

肿瘤病人常可观察到血清中补体的总量较正常值增长 一 倍
,

并多

伴 随个别补体成分水平的升高
,

最多见的如
、

的升高
。

迄今对高 补体 血症的发生

机理尚不清楚
。

补体的作用具有两重性 , 一方面补体的激活是免疫复合物 引起组织损害

的一个主要的环节
,

另一方面它又是免疫复合物能否致病的一个主要的调节因子
。

推测

低补体血症的机理
,

可能是在抗原抗体复合物形成时
,

补体被结合
、

激活与消耗使

补体含量下降
。

高补体血症的机理可 能是抗原抗体复 合物使补 体激活过多
,

在补

体与抗体结合时
,

是通过抗体的 段 与抗体结合
,

但 结合却 十分不 足
,

尽管

都 已被激活
,

但其结合率不超过 〔‘ ,

其结合效应低是 含量增加的原 因之一
。

从血清中补体活性变化可推测体内补体系统激活的途径
。

补体由经典途径激活时
,

、 、

的活性明显下降
。

当补体是由替代途径被激活时
, 、 、

的活性几乎

不下降
,

而
、

的活性下降
。

因此
,

从
、

蛋白量的测定结果
,

可推断是哪种途

径激活
。

从木文
、

的检测结果可 见 患者 水平升高或正常
,

水平在部分

患者有所下降
,

表明这部分患者的补体是 由替代途径激活
。

其机理可 能是 病毒 或

被 病毒侵袭的细胞破坏后释放的溶酶体直接激 活补 体替 代途 径所致
。

因此
,

刘

患者进行补体
、

的检测及动态观察
,

有利于从免疫学方面探讨其发病机理及

观察病情变化
,

为进一步阐明 的发病机理提供依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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