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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复热性惊厥患儿免疫功能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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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

!

目的
!

近代医学研究证实免疫功能异常参与了部分癫痫及惊厥性疾病发生)发展的病理过程'该

文通过观察反复热性惊厥$

@'

%患儿免疫功能的异常情况&探讨热性惊厥复发的高危因素&为防治反复热性惊厥提

供实验依据'方法
!

采用散射速率比浊法&流式细胞法及双抗体夹心间接
ABCDE

法分别测定了热性惊厥组和正

常对照组患儿的血清免疫球蛋白水平$

C

F

%)

G

细胞亚群及血清可溶性白介素
#

受体$

HCBI#J

%浓度'结果
!

热性惊

厥组(

C

F

K"7<#L#7#&

F

+

B

&

C

F

E$7!<L$7&!

F

+

B

均降低#

'M

%

N

<!7!&OL"7<>O

降低)

'M

P

N

<$7P$OL=7<!O

增

高)

'M

%

N

+

'M

P

N

&7##L$7&&

降低#

HCBI#J=$"L#P%Q

+

B

增高&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显著性意义$

!

"

$7$&

%'结

论
!

反复热性惊厥患儿存在细胞免疫及体液免疫功能的紊乱#这一紊乱的机制可能参与了热性惊厥的发生&也可

能是复发的重要原因之一#提示免疫调节剂的治疗对改善
@'

的预后和防止其复发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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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性惊厥$

S.T4)6.:,*UV6H),*H

&

@'

%是儿科常

见急症&首次
@'

后&约
<$O

!

%$O

患儿可能再次发

作&其中一半会有
&

次以上多次复发&有
#O

!

<O

@'

患儿可转化为癫痫!

&

!

<

"

'本文通过测定反复
@'

患儿血清免疫球蛋白$

C

F

%)

G

细胞亚群及血清可溶

性白介素
#

受体$

HCBI#J

%水平&旨在了解
@'

患儿

细胞免疫及体液免疫功能的异常情况&探讨
@'

复

发的高危因素&为防治
@'

复发提供实验依据'

(

!

对象和方法

(7(

!

对象

@'

组
<$

例&为
#$$&

年
&$

月至
#$$<

年
>

月我

院儿科的住院病人&均符合
@'

诊断标准!

%

"

(

"

首次

发病年龄在
%

月至
<

岁&最后复发年龄不超过
!

!

=

岁#

#

发热在
<P7"W

以上&惊厥多发生于发热
#%(

内#

$

惊厥呈全身性抽搐&伴有意识丧失&持续数分

钟以内&发作后很快清醒#

%

无中枢神经系统感染及

其他脑损伤'其中男
&>

例&女
&&

例&年龄
!

月至
"

岁&平均年龄
#

岁
P

月&全部病例均有
#

!

"

次复发&

原发病均为上呼吸道感染'对照组
#$

例&为同期体

检正常的健康儿童&其中男
&#

例&女
P

例&年龄
&

岁

至
"

岁&平均年龄
#

岁
!

月'

(7!

!

方法

@'

患儿于抽搐发作后
#%(

内抽取静脉血
%

/6

&一部分标本分离血清&

;%$W

保存待测&另一部

分标本经溶解红细胞后制备成单细胞悬液$

&

!

"X

&$

!

+

/6

%&上流式细胞仪$

R.:Y/3*:,V6-.4A

0

):H

ZB

%检测
G

细胞亚群&试剂盒由法国
',V6-.4

公司

提供#血清免疫球蛋白测定采用散射速率比浊法&试

剂 盒

由 贝克曼公司提供#血清
HCBI#J

测定采用双抗体

夹心间接
ABCDE

法&试剂盒由白求恩医科大学

提供'

(7&

!

统计学处理

各组测定结果采用
#

" L#

表示&两组间比较采

用
$

检验'

!

!

结果

!!

@'

组血清
C

F

K

&

C

F

E

降低&

HCBI#J

增高&

'M

%

N

降低)

'M

P

N增高)

'M

%

N

+

'M

P

N比值降低&与对照组

比较差异有显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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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代医学研究证实免疫功能异常参与了部分癫

痫或惊厥性疾病发生发展的病理过程'本实验结果

显示(

@'

患儿血清
C

F

K

及
C

F

E

降低&

HCBI#J

明显增

高&

'M

%

N降低)

'M

P

N增高)

'M

%

N

+

'M

P

N 比值降低&

与国内外文献报道一致!

";P

"

&提示
@'

患儿存在细

胞免疫及体液免疫功能紊乱&此紊乱可能是
@'

发

作)复发的原因之一'

表
(

!

两组免疫球蛋白)

G

细胞亚群及
HCBI#J

的变化 $

#

"L#

%

组别 例数$

*

%

C

F

K

$

F

+

B

%

C

F

E

$

F

+

B

%

C

F

[

$

F

+

B

%

'M

%

N

$

O

%

'M

P

N

$

O

%

'M

%

N

+

'M

P

N

HCBI#J

$

Q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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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照组
#$ =7%>L&7P% $7P>L$7&> &7"$L$7<% %#7=<L%7P% ##7<=L"7"& &7>PL$7#= <!PL&"=

@'

组
!

<$ "7<#L#7#& $7!<L$7&! &7%%L$7#= <!7!&L"7<> <$7P$L=7<! &7##L$7&& =$"L#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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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7$&

$

$7$"

"

$7$&

"

$7$&

"

$7$&

"

$7$&

!!

'M

%

N细胞和
'M

P

N细胞对机体的细胞免疫及

体液免疫有重要调节作用'正常情况下&

'M

%

N

+

'M

P

N比值维持动态平衡&保持机体免疫功能稳定'

由于
'M

%

N细胞降低&可以导致
G:

)

8\

)巨噬细胞和

R

细胞一系列功能异常&尤其是
G

细胞在
R

细胞成

熟分化和分泌免疫球蛋白过程中起重要作用&

G

细

胞功能障碍使自身完好的
R

细胞功能发生障碍&而

产生免疫球蛋白或抗体缺乏'国外学者对
@'

患儿

C

F

亚类及
G

细胞亚群的研究发现(

@'

患儿存在

C

F

K

%

及
C

F

K

#

降低&

'M

%

N降低)

'M

P

N 增高)

'M

%

N

+

'M

P

N比值降低&认为这种
C

F

K

亚类的缺陷及细胞免

疫功能的受损可能与
@'

的发病机制有关!

=

&

P

"

'

HCBI#J

是活化的淋巴细胞膜的
&

链成分&由细胞膜

释放入血循环所形成&感染时尤其是呼吸道感染时&

G

细胞被激活&释放
CBI#

的同时&大量
HCBI#J

脱落

入血&与
/CBI#J

竞争结合
CBI#

&封闭由
CBI#

+

/CBI

#J

调节的免疫反应&

R

细胞分化增殖受阻&

8\

细

胞活性降低&产生细胞因子减少&导致
G

细胞诱导

的
R

细胞产生减少&免疫球蛋白产生减少&使机体

免疫反应全面受抑'有学者认为
HCBI#J

水平增高

为免疫功能受损表现!

>

"

'

综上所述&

@'

患儿尤其是反复
@'

时机体存在

细胞免疫及体液免疫功能紊乱&这一受损的免疫机

制可能参与了
@'

的发生&也可能是
@'

复发的重要

原因之一'提示我们在常规抗感染)抗惊厥治疗的

基础上&配合免疫调节剂&以提高患儿免疫功能&对

改善
@'

预后和防止
@'

复发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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