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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综合分析人微小病毒G!$ 感染与儿童特发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 CL0)的关系% 方法%计

算机检索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万方数据库$ 检索时间从 !$$Q a"##< 年$纳入人微小病毒G!$ 感染与儿童 CL0关

系的病例对照研究$对文献数据进行.-,2分析% 结果%共纳入 < 个研究$其中病例组 V!; 例$对照组 "Q; 例% .-,2

分析显示人微小病毒G!$ 感染在病例组的表达高于对照组(30I!J6=!$$VU#)I=6#= a";6V$$2I=6=V$ "O#6

#!)% 结论% 人微小病毒G!$ 感染与儿童CL0的发病有密切相关性%

!中国当代儿科杂志#!""##$$$$!%&### '$""$"

!关%键%词"%人微小病毒G!$#特发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d-,2分析#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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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4*60& ?=@-6023-%L+A,T1B,'-3-52,(+)A'(/ F-,]--) 'T.2) /23X+X(3TAG!$ ()@-9,(+) 2)1 9'(51'++1 (1(+/2,'(9

,'3+.F+9B,+/-)(9/T3/T32(CL0) FB,'-/3()9(/5-+@-X(1-)9-F2A-1 .-1(9()-6A-01.87%02/-3A3-52,-1 ,+,'-3-52,(+)A'(/

F-,]--) 'T.2) /23X+X(3TAG!$ ()@-9,(+) 2)1 9'(51'++1 CL0/TF5(A'-1 F-,]--) !$$Q 2)1 "##< ]-3-3-,3(-X-1 -5-9,3+)(9255B

@3+.,'-&'()-A-*+T3)25AeT55M,-̂,82,2F2A-2)1 ,'-f2)@2)Y82,26L'-A-3-5-X2),/2/-3A+) 92A-M9+),3+5,3(25A]-3-

A,2,(A,(9255BA,T1(-1 FB.-,22)25BA(A6B-7,+07%g(Y',/2/-3A,'2,.-,,'-()95TA(+) 93(,-3(2]-3-()95T1-1 @+3,'(A.-,2

2)25BA(A6e(X-'T)13-1 2)1 A(̂,--) 92A-A+@9'(51'++1 CL02)1 "Q; '-25,'B9+),3+5A]-3--)3+55-16L'-.-,22)25BA(A

A'+]-1 ,'2,,'-()9(1-)9-+@'T.2) /23X+X(3TAG!$ ()@-9,(+) () ,'-CL0Y3+T/ ]2AA(Y)(@(92),5B'(Y'-3,'2) ,'2,() ,'-

9+),3+5Y3+T/ (30I!J6=!$ $VU #)I=6#=M";6V$$ 2I=6=V$ "O#6#!)6C.56+,72.57%DT.2) /23X+X(3TAG!$

()@-9,(+) (A95+A-5B2AA+9(2,-1 ](,' 9'(51'++1 CL06 !C125D C.50-<:E-82*04$ !""#$ $$ ($!)&### '$""$"

%%F-; G.487&%DT.2) /23X+X(3TAG!$# C1(+/2,'(9L'3+.F+9B,+/-)(90T3/T32# d-,22)25BA(A# &'(51

%%特发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CL0) 是儿童比较常

见的血液系统疾病$其发病机制尚不明确$但普遍认

为病毒感染是导致 CL0发病的重要因素之一$又称

为病毒感染相关性血小板减少!!"

% 目前已经发现

!# 余种病毒感染与该病的发生有密切关系$人微小

病毒G!$ 是其中之一% 人微小病毒 G!$ 是动物病

毒中体积最小和结构最简单的一种单链*线状小病

毒$ 可引起传染性红斑*一过性再生障碍性危象*纯

红细胞再生障碍性贫血* CL0和类风湿性关节炎等

多种疾病$ 对儿童健康有很大危害!""

% 为进一步解

读人微小病毒G!$ 感染与儿童 CL0的关系$本研究

采用循证医学的方法对 !$$Q a"##< 年国内期刊上

发表的相关文献进行.-,2分析$为CL0的诊治提供

科学依据%

$H资料与方法

$6$H资料来源

文献纳入标准&纳入公开发表的*研究人微小病

毒G!$ 感染与CL0关系的病例对照研究#病例组为

CL0患儿$对照组均为同期健康儿童(来源于门诊健

康体检儿童)#排除重复发表以及无法提取资料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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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统计分析的文献% 检索策略以-人微小病毒G!$*

CL0*特发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儿童. 等主题词联

合检索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和万方数据库% CL0诊

断标准均符合文献!J"

%

$6!H统计学处理

首先对资料进行一致性检验$ 如存在异质性者

选用随机效应模式计算合并值$ 反之则采用固定效

应模式进行处理% 数据处理采用>-Xd2) Q6"软件%

!H结果

!6$H文献基本情况

最初检索到相关文献 != 篇$ 排除其中研究方

法不符合要求*重复发表及无法提取资料的文献$

共筛选出符合纳入标准的文献 < 篇!Q a!!"

$ 其中病例

组 V!; 例$对照组 "Q; 例%

!I!H纳入文献的<-0*分析结果

V!; 例病例组中人微小病毒 G!$ 阳性 !$" 例$

对照组 "Q; 例中人微小病毒G!$ 阳性 < 例$合并30

($VU #)) 为 !J6=!(=6#= a";6V$)$合并效应量的

检验结果2I=6=V$ "O#6#!$表明人微小病毒 G!$

感染在病例组的表达高于对照组% 见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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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H<-0*分析结果

!6&H敏感性分析

去除样本量较少的文献!;$<"

$纳入资料中 Q=<

例病例组中人微小病毒 G!$ 阳性 !== 例$对照组

"#$ 例中人微小病毒 G!$ 阳性 < 例$合并 30($VU

#)) 为 !"6="(;6J" a"V6;#) $合并效应量的检验结

果2I=6!J$ "O#6####!$表明本研究的敏感性分

析较好% 见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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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H敏感性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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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讨论

CL0是一自身免疫性疾病$其发病机理不十分

清楚$ 目前认为病毒感染是导致 CL0的主要原

因!!""

$是机体对病毒感染后的一种天然免疫反应$

而非病毒直接侵害的结果$病毒或病毒感染改变了

血小板抗原$在与血小板相关抗体结合过程中血小

板作为靶细胞被清除% 另外$病毒或病毒感染所产

生的自身抗体作用于巨核细胞$导致巨核细胞发育

受损$成熟障碍% 关于人微小病毒 G!$ 与 CL0的关

系$ 有不同的报道% 有学者认为人微小病毒G!$ 感

染与CL0发病关系密切!!J$!Q "

% 也有报道认为人微

小病毒 G!$ 不是引起 CL0的常见原因!!V"

% 本研究

利用全部纳入文献的.-,2分析$结果合并30($VU

#)) 为 !J6=!(=6#= a";6V$)$合并效应量的检验结

果2I=6=V$"O#6####!$提示人微小病毒G!$ 感染

在病例组的表达高于对照组$提示人微小病毒 G!$

感染与CL0存在相关性%

CL0的病因及发病机制非常复杂$不同病毒导

致CL0的机制不完全相同% 微小病毒G!$ 可能是通

过非结构蛋白(7E!) 介导的对巨核细胞的细胞毒

作用导致了CL0

!!; "

# 而巨核细胞则可能因受到人类

第 ; 型疱疹病毒(DD4M; )的直接感染$或其他单个

核细胞 DD4M; 感染后所产生的某些细胞因子的影

响$而使其血小板生成功能受到抑制!!=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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