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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讨癫
"

患儿外周血单个核细胞中核因子
.

@()RI5-23U2I,+3C_2//2@# 7SC

.

@)活化的变化

及其临床意义% 方法%采用流式细胞学方法检测 8> 例癫
"

患儿治疗前后及 :" 例正常儿的外周血单个核细胞中

7SC

.

@的活化情况% 结果%各实验癫
"

组患儿外周血单个核细胞中 7SC

.

@的活化均明显高于健康对照组(9c

#6#<#或c#6#!)#差异具有显著性意义,全身发作组和分类不明组的癫
"

患儿外周血单个核细胞中 7SC

.

@的活化

明显高于部分发作组(9c#6#!)#且全身发作组高于分类不明组(9c#6#<)% 癫
"

患儿部分发作组$全身发作组及

分类不明组在治疗后外周血单个核细胞中7SC

.

@的活化明显降低(9c#6#!)#差异具有极其显著性意义% 结论%

癫
"

发作患儿外周血单个核细胞7SC

.

@的激活是增加的#与发作的严重程度呈正相关%

!中国当代儿科杂志##EEI#!!$!%&PP HP^"

!关%键%词"%癫
"

,核因子
.

@,单个核细胞,流式细胞学,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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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_)+̀) I52LL(U(I2,(+) M3+R/ (9c#6#<)6=U,-3,3-2,.-),7SC_2//2@2I,(J2,(+) () 0@G&() ,'3---/(5-/LNLRKM3+R/L̀ 2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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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癫
"

是小儿时期最常见的神经系统发作性疾病

之一#其患病率大约为 :w m?w% 已有临床研究证

实小儿癫
"

患病率约为成人的 !# m!< 倍#其发病机

制迄今尚未完全明确#近年来研究认为神经C免疫C

内分泌调节网络的失衡是癫
"

反复发作的病理基

础#其中在癫
"

发病中 7SC

.

@作为转录因子参与了

急性炎症过程#作为细胞因子参与了神经兴奋和H或

神经胶质疤痕的形成% 有研究已证明了癫
"

患者血

中的细胞因子表达有变化!!#""

#7SC

.

@是多种细胞

因子的上游调控因子#因此选择了这一研究指标%

本实验采用流式细胞学方法#即选取 7SC

.

@亚单位

/?< 的核定位作为外周血单个核细胞激活的主要特

征#以探讨癫
"

患儿及其治疗前后外周血单个核细

胞7SC

.

@活化的变化#以期为明确其在癫
"

发作中

的作用及为小儿癫
"

的临床防治提供一个重要的临

床依据%

!"材料与方法

!6!"研究对象

8> 例癫
"

患儿为 "##< 年 ! 月至 "##B 年 ? 月我

院小儿科住院的患儿#结合临床资料$脑电图及 &E

检查确诊#且在住院前均未接受抗癫
"

治疗% 根据

我国小儿神经组 !$8: 年四川自贡专题讨论会议*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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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小儿癫
"

临床分类和治疗的建议+进行分类&全

面发作组 :? 例#男 "! 例#女 !< 例#年龄 8 个月至 !:

岁#平均 <6" 岁,局限发作组(简单$复杂或由部分

演变成全身性)"8 例#男 !B 例#女 !! 例#年龄 ? 个

月至 !" 岁#平均 >68 岁,分类不明组 "# 例#男 $ 例#

女 !! 例#年龄 !! 月至 !> 岁#平均 ?6: 岁,健康对照

组 :" 例#男 !$ 例#女 !: 例#年龄 B 个月至 !: 岁#平

均 <6? 岁% 所有研究对象均排除脑外伤$脑肿瘤$脑

血管疾病$感染性$免疫性$呼吸系统$消化系统及其

他系统疾病#各组具有可比性%

!6#"研究方法

癫
"

患儿在用药前及病情稳定后一个月清晨空

腹抽取静脉血 " .Q#对照组于晨起空腹抽取静脉血

" .Q#置于抗凝管中#经固定透膜(&25,2MQ2K+32,+C

3(-L公司)处理后#使用通过美国@2I_.2) &+R5,-3公

司生产的P/(ILCXQ型流式细胞仪测定血液单个核

细胞7SC

.

@的表达#7SC

.

@/?< 试剂盒购于联科生

物有限公司%

!6$"统计学处理

采用 A0AA!!6< 统计学软件包处理% 计量资料

采用均数 d标准差(VdG)表示#多样本资料采用 S

检验#两两比较采用W检验,配对样本均数比较采用

02(3CA2)/5-EE-L,方法#以9c#6#< 为检验水准%

#"结果

不同发作类型癫
"

患儿外周血单个核细胞中

7SC

.

@的活化比较见表 !% 各实验癫
"

组均明显高

于健康对照组(9c#6#< 或 9c#6#!)#差异具有显

著性意义,全身发作组和分类不明组的癫
"

患儿外

周血单个核细胞中 7SC

.

@的活化明显高于部分发

作组(9c#6#!)#且全身发作组高于分类不明组

(9c#6#<)% 癫
"

患儿部分发作组$全身发作组及

分类不明组在治疗后外周血单个核细胞中 7SC

.

@

的活化明显降低(9c#6#!)#差异具有极显著性意

义(表 ")%

%%表 !"不同发作类型癫
!

患儿外周血单个核细胞中

VNM

#

T活化改变的比较

组别 例数 7SC

.

@(b) W 9

健康对照组 :" #6>> d#6"<

局限发作组 "8

>6B8 d!6<>

2

86?:

!

#6#<

全面发作组 :?

""6": d<6:!

K

8B6:<

!

#6#!

分类不明组 "# !86:? d>68: ?86"?

!

#6#!

S $?6:!

9

!

#6#<

%%2&与全面发作组和分类不明组比较# 9c#6#!, K&与分类不明

组比较# 9c#6#<

%%表 #"不同发作类型癫
!

患儿治疗前后外周血单个核

细胞中VNM

#

T活化改变的比较

组别 例数
7SC

.

@(b)

治疗前 治疗后 = 9

局限发作组 "8 >6B8 d!6<> !68B d#68" >6?$

!

#6#!

全面发作组 :? ""6": d<6:! !:6>? d:6<8 ?6:B

!

#6#!

分类不明组 "# !86:? d>68: !#6B! d:6!< <6?>

!

#6#!

$"讨论

7SC

.

@是一种可快速对外界刺激作出反应的核

转录因子% 其为 A-) 和 @25,(.+3-于 !$8? 年首先从

@淋巴细胞核取提物中检测到一种能与免疫球蛋白

.

轻链基因增强子出序列(\&\=&EEE&)特异结合

的核蛋白#此后发现它能与某些基因的增强子上 @

位点结合#从而启动及促进相应基因转录#故把这类

蛋白分子统称为 7SC

.

@

!:"

% 在静息的细胞中# 7SC

.

@常与其抑制性蛋白(O

.

@)结合存在于胞浆内# 一

旦各种刺激引起O

.

@磷酸化并被降解# 7SC

.

@被激

活# 通常以 /?<H/<# 异二聚体的形式结合至 T7=

上的相应位点# 调控下游靶基因的转录表达!>"

% 我

们通过检测 /?< 的表达来代表 7SC

.

@的活性% 核

转录因子7SC

.

@广泛存在于各种细胞#参与炎症反

应$免疫细胞激活$细胞增殖和细胞凋亡等多种生

理$病理过程% 激活的 7SC

.

@通过与靶基因启动因

子的
.

@位点结合#激活相关基因而影响相应的转

录和翻译#导致其表达增强#参与调节炎症反应$细

胞及组织的分化和发育$免疫应答反应!<"

%

本实验结果显示#不同发作类型癫
"

患儿外周

血单个核细胞中7SC

.

@的活化比较#各实验癫
"

组

均明显高于健康对照组#全身发作组和分类不明组

的癫
"

患儿外周血单个核细胞中 7SC

.

@的活化明

显高于部分发作组#且全身发作组高于分类不明组%

这说明癫
"

发作时#患儿外周血单个核细胞中 7SC

.

@的活化是增加的#且癫
"

的发作程度越重#外周

血单个核细胞中7SC

.

@的表达越多#而本实验关于

7SC

.

@的激活与癫
"

的因果关系仍有待进一步研

究% 鉴于 7SC

.

@活化在癫
"

发病机制中的作用#

@5+)1-2R等!?"研究认为 7SC

.

@活化是癫
"

发病机

制一个关键步骤#国内外有关实验研究发现在癫
"

发病中7SC

.

@作为转录因子参与了急性炎症过程#

作为细胞因子参与了神经兴奋和H或神经胶质疤痕

的形成!B#8"

$神经元的调亡!$"

$突触可塑性!!#"

% 本

课题实验结果还提示#癫
"

患儿部分发作组$全身发

作组及分类不明组在治疗后外周血单个核细胞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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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SC

.

@的表达均明显降低% 结果表明#通过积极有

效的治疗#不同发作类型的癫
"

患儿在控制了癫
"

发作的同时#还降低了外周血单个核细胞中 7SC

.

@

的活化% 据此#可为研究特异性阻断靶细胞 7SC

.

@

活性的药物提供依据#从而为寻求小儿癫
"

的有效

防治开辟新的前景!!!#!""

%

综上所述#通过检测不同发作类型的癫
"

患儿

外周血单个核细胞7SC

.

@的水平发现#癫
"

患儿外

周血单个核细胞中7SC

.

@激活增加#且与癫
"

发作

的严重程度相关#而7SC

.

@被激活与癫
"

之间的因

果关系还远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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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R,L()+LC0+3I'-@# a+)()MP# a2/52) W# S-332)1+) =# \R-C

)+R)+R G# 7-'5(M=# -,25# E-./+325/2,,-3)L+U,'-I-3-K325()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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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

新生儿颅脑 @型超声诊断学习班通知

为提高对围生期脑损伤及其他中枢神经系统疾病的诊断水平#充分利用已有的医疗资源#推广

颅脑超声检查诊断技术#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儿科按计划于 "##$ 年 : 月下旬举办为期 < 天的新生儿

颅脑超声学习班% 本班属国家级教育项目#授课教师为本科及北京市著名专家教授% 学习结束授予

!# 学分% 主要授课内容包括&中枢神经系统解剖,不同疾病颅脑超声诊断,不同影像学检查方法比较

与选择,超声见习% 招收学员对象&儿科$新生儿科专业医师#超声专业医师及技师% 学费&$<# 元%

欲参加者请与我们联系&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儿科(邮编 !###:>)王红梅#周丛乐% 电话&#!#C??<<!!""

转 :>?! 或 :"!:% P.2(5&[L-[[K!!""^!"?6I+.% 如果需要#我们将寄去正式通知%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儿科

#EEF 年 !! 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