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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IgG阳性 SARS患者康复期血清免疫学指标的研究 

阴赤贞宏 王超 文艳 姜利 刘颖 陈疆红 唐淑珍 岳茂兴 贺正一 张淑文 王宝恩 

【摘要】 目的 对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康复期患者的血清免疫学指标进行前瞻性的临床研究。 

方法 动态观察 SARS患者出院后 I、3和 6个月时康复期特异性 SARS—IgG、T细胞亚群和血常规的变化。 

结果 SARS患者血 清特异性抗体可作为 SARS的确诊依据 ，在 SARS患者出院后 6个月时间 内，SARS患 

者血清 IgG均呈较高水平，但随着时间的延长，IgG水平呈下降趋势。首次复查时，55．9 的患者T细胞亚群 

CD4 低于正常，31．2％的患者 CD3 低于正常 ，14．0 的患者 CD8 低于正常 ；第 2次复查时绝大部分 患者的 

T细胞亚群恢复至正常。首次复查时，仍有少数患者外周血 白细胞异常 ，至第 2次复查时均恢复至正常水平 。 

结论 部分 SARS患者康复初期的T细胞亚群、白细胞计数均存在异常，至出院后 6个月内绝大部分患者各 

项指标恢复正常；进一步观察 SARS抗体水平变化规律，以及对相关异常指标进行跟踪观察研究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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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serum immun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in patients convalescent 

from 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SARS)． M ethods In the 1 st， 3 rd，6 th month after their 

discharge，eg．SARS —IgG ·T cell subsets，blood routine，and the blood biochemistry were systemically 

determined in SARS convalescent patients．Results The SARS—antibodies could be used as the diagnostic 

evidence．During the 6 months after discharge，the titers of SARS—antibodies were high，but they lowered 

along with passage of time．At the first recheck。the CD4 1ymphocyte count was 1ower than norma1 1eve1 in 

55．9 of patients，the CD3 1ymphocyte count was 1ower than norma1 1eve1 in 31．2 of patients，and the 

CD8 lymphocyte count was 1ower than normalleve1 in 14．0 of patients．At the second recheck，the 1evels 

of T cel1 subsets recovered tO normallevelin the most patients．Conclusion T cel1 subsets，and the number 

of 1eukocyte are abnorma1 in some patients convalescent from SARS． All the indexes examined recover tO 

normal levels half year after discharge．Therefore，it is necessary tO follow up the changes in the levels of 

SARS—antibo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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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是 由一种新型冠 

状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 ，2003年在我国 

及世界范围内的 30多个国家和地区传播流行，疫情 

控 制 后 ，大 批 SARS患 者 出院 ，进 入 了 康 复 期 。 

SARS患者在发病期 间的免疫学指标，如淋巴细胞 

和 T细胞计数，是临床诊断的重要依据 ，其在康复 

期的变化情况尚少见报道。为进一步了解SARS患 

者的康复过程，我们进行了为期半年的随访研究，系 

统观察 了 IgG阳性 SARS患者康复期血清免疫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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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的变化，现将有关结果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 究对象 ：北京市 SARS定点 医院 2003年 

3—5月期间收治的 115例临床诊断 SARS患者，出 

院后 1个月陆续进入本研究。 

1．2 研究方法 ：应用统一设计 的调查表 ，首 先对 

SARS患者发病初期及治疗情况进行回顾性调查 ， 

然后对康复期患者进行前瞻性研究。患者于出院后 

1、3和 6个 月时进行复查 ，复查项 目主要有 SARS 

抗体、淋巴细胞亚群、血常规。上次复查异常的检查 

项 目须进行下一次复查 ，共进行 3次 ；上次检查结果 

正常的项目则不再进行该项目的下一次复查。 

按照常规方法抽取患者静脉血 ，静置 2 h后， 

1 500 r／rain离心分离血清，一20℃冻存。应用酶联 

免疫吸附法(ELISA)检测 SARS抗体，使用北京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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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吉 比爱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提供的 SARS冠状病 

毒抗体 (IgG、IgM)诊断试剂盒统一检测，结果判定 

方法 ：阴、阳性对照和被测样本底吸光度( 值)减去 

空白对照 值即为计算值。若 阴性对照 值小于 

0．05则按 0．05计算。临界值(cutoff值)的设定： 

SARS—IgG 的临界值 一o．13+阴性 对照 A值均 

值，SARS—IgM 的临界值===0．11+阴性对照 值 

均值。被测样本的 值大于临界值判为SARS冠状 

病毒抗体阳性反应 ，小于临界值判为阴性反应。T细 

胞亚群检测应用 BD公司 FACS Calibur；血常规应 

用全 自动血细胞分析仪 ；血 生化检查应用全 自动血 

生化分析仪进行。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11．0统计软件包进行 

统计 ，用 Descriptive模块 中的 Frequencies计算频 

数 ；用Descriptives计算均数。两组间多个指标比较 

应用单因素方差分析 ，显著性水平采用 P<O．05。 

2 结 果 

2．1 一般情况：由 SARS定点 医院出院后进入本 

研究的临床诊断 SARS患者 115例 ，SARS—IgG 阳 

性者 96例 ，3例患者在复查中途失访 ，研究结束时 

93例患者先后完成了 3次复查。93例 SARS—IgG 

阳性患者中，男 30例 ，女 63例；年龄 15～71岁，平 

均 (39．8±13．7)岁，其 中青年 (15～44岁)6o例 

(占 64．5 )、中年(45～65岁)28例(占 30．1 )、老 

年 (66～71岁)5例 (占 5．4 )。88．2 的患 者 

(82／93例)在 2003年 4月发病 ，17．7 的患者为重 

症 患者。累计住 院 时间 12～70 d，平均 (42．1± 

12．4)d。首次复查时间在病程的 58～135 d，平均 

(83．6±13．5)d；距出院时间 21～42 d，平均(40．0± 

l1．8)d。医务人员 34例 ，非 医务人员 59例；汉族 

83例，回族 3例，满族 3例 ，朝鲜 族 2例 ，蒙 古 族 

2例 ；已婚69例，未婚19例 ，离异5例 ；北京人91例， 

13例，患2种疾病 5例 ，患 3种疾病 2例。68例有明 

确接触史，20例无明确接触 史。5例接触史不确定。 

2．2 SARS患者发病 初期的症状及其一般诊治情 

况：发病初期症状主要为发热 、咳嗽 、胸闷、肌 肉痛、 

呼吸急促、头痛，其他较常见的症状为腹泻、咳痰等。 

发病时体温 37．3～41．0 C，平均(39．8O±0．68)C， 

高热 54例(占 58．1 )，中度热 31例 (占 33．3％)。 

治疗过程 中，75例 (占 80．6 )使 用了激素；70例 

(占 75．3 )未用呼吸机，20例(占 21．5 )使用无 

创呼吸机，3例(占 3．2％)使用有创呼吸机。 

2．3 康复期复查结果 

2．3．1 抗体水平(表 1)：SARS患者的 SARS—IgG 

水平随时间延长逐渐降低，经单因素方差分析，首次 

复查的抗体水平与第 2、3次复查的抗体水平间差异 

有显著性 ，第 2次复查的抗体水平与第 3次复查的 

抗 体水平 间差异无显著性。首次复查 SARS患者 

SARS—IgM 抗体水平时 ，除 2例患者(男女各 1例， 

分别为 0．18和 0．20)仍为阳性外，余均为阴性 。 

表 1 SARS—IgG阳性者康复期抗体水平变化( ± ) 

Table 1 Changes of SARS—lgG levels in the 

positive patients during the recovery phase( 土 ) 

时间 例数(例 )SARS—IgG水平(A值 ) P值 

2．3．2 血常规 (表 2)：93例 SARS患者首次复查 

时 ，仍有 9例 白细胞(WBC)计数降低，至第 2次复 

查时均恢复至正常水平 ，红细胞 (RBC)、血红 蛋白 

(Hb)、血小板计数(PLT)3次复查几乎均正常。 

2．2．3 T细胞亚群(表 3)：康复期 患者首次复 查 

时 ，CD3 异常率 为 31．2 ，CD4 异常率为55．9 ， 

CD8 异常率 为 14．0 ；至第 2次复 查时，除 1例 

非北京人 2例。73例既往 健康 ；既往 患 1种疾病 外 ，其他患者均恢复至正常水平
。 

表 2 SARS—IgG阳性者康复期患者血常规异常情况 

Table 2 Abnorm ality of blood routine in the SARS —lgG positive patients during the recovery phase 

时间 例数 淋巴细胞降低 淋巴细胞升高 中性粒细胞降低 中性粒细胞升高 

(例) 例( ) ；±s( ) 例 ( ) ；±s(％) 例( ) ；±s( ) 例( ) ；±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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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SARS—IgG阳性康复期患者 T细胞亚群异常情况 

Table 3 Abnormality of T cell subpopulatioⅡs in the SARS—lgG positive patients during the recovery phase 

3 讨 论 

SARS是 由新型冠状病毒引起的一种呼吸道传 

染病。 ，2003年爆发流行期北京市 SARS的病死率 

为 7．6 oA。 ，发病机制 尚未完全清楚，主要累及呼吸 

系统 ，引起弥漫性肺损伤等。 。本次回顾性调查结果 

显示 ，SARS患者在患病初期症状 主要 为发热、胸 

闷、咳嗽、肌肉痛 、呼吸急促、头痛 ，与文献报道结果 
一 致“ ，发病以青年、中年为多见。在渡过急性期后， 

SARS患者免疫功能恢复程度如何 ，各种治疗的远 

期效应如何评价，如抗病毒药物、糖皮质激素等治疗 

对 SARS患者的长期影响如何 ，目前 尚缺乏详细的 

观察资料，缺乏循证医学的支持 。因此，SARS患 

者经过急性期诊治后，对其康复期的研究将会为系 

统评价 SARS患者康复过程和了解预后产生重要 

意义。 

SARS患者血清特异性抗体可作为 SARS的确 

诊依据。有研究发现：SARS患者血清 IgM 消失较 

早，其存在是近期感染的标志；IgG在感染后的第 

2周就可以检测到，在第 4周达到高水平并维持至 

12周，IgG的持续存在可能是获得病后免疫力的标 

志 。本研究表明，115例临床诊断的 SARS患者， 

康复期 内有 96例血清 中SARS—IgG阳性 ，阳性率 

为 83．5％，与解立新等的研究订 相似 。提示 SARS 

的临床诊断可能有“过渡诊断”存在 。本组 SARS患 

者在出院[其住院时间平均为 (42．1±12．4)d]后半 

年 内，其血清 IgG均呈较高水平 ，但 随着 时间的延 

长，IgG水平呈下降趋势。96例患者中，2例患者的 

SARS—IgM 抗体于首次复查时仍为阳性 ，表明少 

数患者的SARS—IgM 抗体在血清中可持续至感染 

后 2～3个月左右 ，但患者并不具有传染性。 

SARS患者 的 WBC一般不 升高或 降低 ，多数 

患者淋巴细胞明显减少 。本研究中，在康复初期， 

仍有 9例患者WBC计数降低，但是随着康复期的 

延长而恢复至正常水平。在康复过程中，RBC、Hb 

几乎均在正常水平，PLT在 3次复查中也均无异 

常，提示 SARS患者在发病过程中损害的主要是 

WBC中的淋巴细胞亚群，而对 RBC、Hb、PLT影响 

较 小。本研究表 明，在首次复查 时，55．9 的患者 

CD4 低于 正 常 ，31．2 的 患 者 CD3 低 于正 常， 

14．0 的患者 CD8 低于正常，表 明 sARs病毒对 

免疫系统的损伤仍然存在。至康复期的第 2次复查 

时 ，除 1例患者外，其他患者的 T细胞亚群均恢复 

至正常水平，表 明随着康复期的延长 ，病毒对 T细 

胞活化的影响逐渐消失“ 。 

研究所揭示的 SARS康复期 临床特征、实验室 

检查以及影像学变化，有利于总结 sARs的发病规 

律和指导康复期的治疗 。本研究表明，SARS患者出 

院后半年 内，IgG仍处于较高水平 ；sARs患者康复 

初期虽然 wBc计数正常，但是部分患者 T细胞亚 

群中的 cD3 、CD4 、CD8 还低于正常。随着康复 

期的延长 ，至出院后 6个月时间内绝大部分患者的 

各项指标均恢复至正常 。进一步观察 sARs患者抗 

体水平的变化规律以及对相关异常指标进行跟踪观 

察研究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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