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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系统性红斑狼疮患者细胞免疫及

体液免疫功能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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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观察系统性红斑狼疮(sysfemic lupus erythematosus，SLE)患者免疫功能的变化，探

讨其发病机制与临床意义。方法选择符合临床诊断标准的SLE患者40例，观察其免疫指标变化，同

时设40例献血员为正常对照组，检测两组免疫球蛋白G(IgG)、免疫球蛋白A(IgA)、免疫球蛋白M

(IgM)、T淋巴细胞总数CD3、T辅助细胞CD4、T抑制细胞CD8及CD4／CD8比值。结果 SLE组与对照

组比较：SLE组IgG、CD8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均<0．01)。CD4、CD4／CD8比值均低于对

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均<0．01)。IgM、IgA、CD3水平两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均>

0．05)。结论SLE有细胞免疫功能紊乱，体液免疫功能亢进的现象，检测SLE患者外周血T细胞和免疫

球蛋白水平，有利于了解机体的免疫状态，对寻找有效方法重建免疫平衡，调节体内免疫失衡状态，具

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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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n，e the change of cellu】ar immunjty and humoml immunjty of 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 (SLE)patients and explore the pathogenesis and the clinical signincance．Methods 40

cases patients with SLE and 40 cases nonnal conn．ols were selected and the changes of their immune pamme—

ters were observed．The levels of IgG，IgA，IgM，the total number of Tlymphocytes CD3，T helper ceU CD4，T

suppressor cell CD8 and CD4／CD8 were detected．Results The levels of IgG and CD8 in SLE group were all

higher than that of contml group and the difkrences all had statistical signincance(P all<0．01)．‘rhe levels of

CD4and CD4／CD8 in SLE gIDup were all lower than that of control gIDup and the difkI℃nces all had statistical

signmcance(P a11<0．01)．There were no statisticaI sign讯cance in the differences of IgA，IgM and CD3 between

SLE group and contmI gmup(P all>0．05)．ConcIIlsion The SLE patients have the dysfunction of cellular im—

munity and the hypemJnctioning of humoml immunity．It plays an imponant mle in adjusting immune state of

SLE patients to observe the changes of the immune parame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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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性红斑狼疮(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

SLE)是一种自身免疫性疾病，累及多器官多系统，

临床表现复杂，病情迁延反复，其病因与发病机制尚

未完全清楚，主要病因与免疫功能紊乱有关，多数文

献⋯也证实患者机体免疫系统失调，并出现T淋巴

细胞调节紊乱及B淋巴细胞功能亢进，产生大量自

身抗体，造成多项免疫学指标异常。为探讨SLE患

者的细胞和体液免疫功能变化，本文采用免疫比浊

法检测SLE患者血清免疫球蛋白G(IgG)、免疫球蛋

白A(IgA)、免疫球蛋白M(IgM)水平；采用流式细胞

术检测T淋巴细胞总数CD3、T辅助细胞CD4、T抑

制细胞CD8和CD4／CD8比值，观察其免疫指标的

变化及规律，探讨其发病机理，现报告分析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选择我院2005年5月至2009年

10月门诊及住院确诊SLE患者40例，其中男2l

例，女19例，年龄18～54岁。诊断标准符合美国风湿

学会1982年修订的SLE诊断标准f2】。正常对照组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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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为我院健康体检者，其中男性17例，女性23例，

年龄18～55岁，已排除相关自身免疫性疾病及器质

性病变，且经平衡检验，两组性别、年龄差异均无统

计学意义(P均>0．05)，具有可比性。

1．2方法 IgG、IgA、IgM检测采用免疫比浊法，仪

器为日立7170型生化分析仪；试剂为日本第一化学

药品株式会社提供。CD3、CD4及CD8检测采用美

国BD流式细胞仪，试剂为原装试剂。

1．3统计学处理采用SPSS 13．0统计软件，计量

数据以菇盐表示，组间比较采用￡检验，以P<0．05

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 SLE组与对照组免疫球蛋白检测结果的比较

如表1所示，SLE组IgG检测结果高于对照组，且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IgA、IgM稍增高，但差异

均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

表1 SLE组与对照组免疫球蛋白检测结果比较(g／L，戈±s)

注：+与对照组比较，氏O．Ol；‘与对照组比较，J口>0．05

2．2 SLE组与对照组T细胞亚群检测结果的比较

如表2所示，SLE组CD8水平高于对照组，且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P<0．01)。CD4、CD4／CD8比值均低于

对照组，差异亦均有统计学意义(P均<0．01)。CD3

水平两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乃o．05)。

表2 SLE组与对照组T细胞亚群检测结果比较(％，挝5)

注：4与对照组比较，尸c0．01；‘与对照组比较，f】>0．05

3讨论

体液免疫与细胞免疫功能异常在SLE中的作

用已日益为人们所重视。正常的免疫功能，有赖于各

种免疫细胞间的相互协调与制约，产生适度的免疫

应答，使之既能清除异物抗原，又不至于损伤自身组

织，已证实CD4、CD8在抑制肿瘤、抗感染和自身免

疫性疾病治疗中起重要作用。本文着重研究SLE发

病过程中，体液免疫IgG、IgM、IgA与细胞免疫CD3、

CD4、CD8及CD4／CD8比值水平变化。结果表明，与

正常对照组相比，SLE患者CD4明显降低，CD8明

显增高，CD4／CD8比值增高，提示SLE存在细胞免

疫功能紊乱。这种改变与SLE的发生、发展和疾病

活动程度有密切关系，与文献B哪报道相一致。SLE患

者CD4降低，与CD8的增高并释放可溶性抑制因子

有关，也有文献嘲报道认为是大量IgG产生抗原抗体

复合物封闭了T细胞的特异受体所致。CD4的减少，

使其分泌的主要细胞因子IL一2及IL一2R发生变化，

也是SLE患者产生自身免疫反应的原因之一。而

CD8的增高，尤其是具有分泌IL一4功能的CD8细

胞增高，对B细胞的增殖和分化具有促进作用。本

文研究中SLE患者组免疫球蛋白IgG明显增高，说

明B细胞功能亢进，并产生大量自身抗体，这些异

常抗体造成对组织器官的损伤，因此IgG水平的变

化在SLE发病中也起重要作用。

由于不同的淋巴细胞亚群具有不同的免疫功

能，故某一亚群的百分比增高或降低，可在SLE发

病中具有不同的意义，本文研究中CD4降低，CD8

增高及IgG的变化也证明在SLE患者体内存在T

细胞和B细胞免疫功能的紊乱。故检测SLE患者外

周血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水平，对了解机体的免疫

状态，寻找有效方法重建免疫平衡，调节体内免疫失

衡状态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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