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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IV 一 1 感染者的 I g A 类免疫反应的评价
`

彭 宣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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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玉珍
,

B l u m a G B r e n n e r Z

摘 要 目的 深入评价 H IV 感染者 的 I g A 类免疫反应
。

方法 将 Ig A 类免疫反应产物分解为游离 Ig A
、

复合 l g A 和 址A / C 3 双特异性免疫复合物 (I g A / C 3一 T C IC ) 三 种组分
,

分别采用单向扩散法和 E L IS A 技术进行

分析
。

结果 对 68 例 无症状 H IV 感染者
、

12 0 例 A ID S 患者和 36 例健康对照者 的研究表明
,

H IV 感染者 的游离

和复合 I g A 显著升高
,

I g A / C 3 一 T C IC 则 明显下降
,

三 者变化均与病情有一定关系
,

且 其水平均在 p 24 阳性组 显

著高于 p 24 阴性组
。

游离 Ig A 与 C D 4 和 C D 4/ C D S 比率呈负相关
,

而与复合 I g A 和 I g A / C 3一 T C IC 呈正相关
,

但

复合 I g A 和 I g A / c 3 一 T C CI 间无明显相 关性
。

结论 不 同 Ig A 类组分 的免疫学意义有差异
,

其 中复合 Ig A 和

l g A /C 3一 T c l c 是判断 H l v 感染早期及 其进展 的良好指标
,

而游离 Ig A 不失为反映 H l v 感染后期的一个特征性

指标
。

患者血清 I g A 显著升高可 能与抑制性 T 细胞的数量下降和功能障碍有关
。

并提出可考虑通过干扰复合 l g A

的形成和促进复合 I g A 的清除等途径来作为治疗疾病的新手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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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 已证明
,

血清 Ig A 显著升高是 H I V 感

染者的特征性反应
〔 , 〕 。

但迄今为止
,

对其发生

,

加拿大国际发展总署 ( C I D A )和福建省自然科学基金重点

项 目 ( C 9 7 0 1 6 )资助课题

作者单位
:
1

.

厦门大学肿瘤细胞工程国家专业实验室 (厦门
,

3 6 10 0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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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 e G i l l A I D S C e n t e r ,

M e G i l l U n i v e r s i t y
,

M o n -

t r e a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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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理尚不清楚
。

有文献报道
,

这是因在感染过

程中 B 细胞被非特异性活化的结果
〔“

` “ 〕 ,

也有

学者认为
,

活化的 B 细胞主要是针对有关 H l v

抗原决定簇的特异性反应
〔̀

,

弓〕 。

鉴于血清 Ig A

由游离和复合 (结合有抗原 )两部分组合
,

后者

又包括激活和未激活补体两大部分
,

而它们的

免疫生物学意 义有 明显差异
。

故本文通过对

H I V 不同感染状态患者的这三种 I g A 反应产

物进行比较研究
,

旨在加深对患者 Ig A 免疫反

应本质的认识
。

1 材料和方法

1
.

1 研究对象 H IV 阳性血标本由 M c
iG ll

A ID S C e n t e r ,

M e G il l U n i v e r s i t y
,

C a n a d a
提

供
。

患者按 T h e C e n t e r S f o r D i s e a s e C o n t r o l

( C l犯 )标准分类
,

其中无症状组 (C D C 一 2) 68

例
,

A I D S 组 ( C D C 一 4 ) 1 2 0 例
。

健 康对 照组

( C D C 一 0) 血标本 36 例
,

来源同上
。

L Z 实验材料

1
.

2
.

1 羊抗人 C 3 和 H R P 一 抗人 I g A 的羊

Ig G 一 F ( a b )
:
( a
链 特 异 性 ) ;

美 国 O r g a n o n

T e k n ik a C o r p
.

产品
。

1
.

2
;
2 p 2 4 酶联免疫检测试剂盒

;
美国 C o ul

-

t e r C o r p
.

产品
。

1
·

2
·

3 9 6 孔 酶 联 免 疫 反应 板
,

丹麦 N u n e

M a x i s o r p Im m u n o P l a t e s 。

1
.

3
.

3 C D 4 和 C D S 的检 测 常规分离外周

血淋巴细胞 (P B M C )后
,

用流式细胞 自动分析

仪进行计数
,

并按各亚 型在 P B M C 中所占比

例折算其每口 绝对数量和百分比
。

1
.

3
.

4 p 24 的检测 按文献川进行酸溶解后
,

再按试剂盒说明书进行
。

2 结果

2
.

1 不同 H I V 一 1 感染类型的 Ig A 类免疫反

应 不同 H I V 一 1 感染类型的 I g A 类免疫反

应结果见表 l
。

表 1 显示
,

游离 I g A 和复合 Ig A

均 随 H IV 感染 加重 而逐 渐 上 升
,

其 中游 离

Ig A 在 C D C 一 4 分别与 C D C 一 。 和 CD C 一 2

有非常显著性 差异
,

复合 Ig A 在 C D C 一 2 和

C D C 一 4 分别与 C D C 一 。 有非常显著性差异
;

Ig A / c 3 一 T c l c 则因 H l v 感染而明显下降
,

出现临床症状后又上升
,

但仍显著低于正常健

康者
,

C D C 一 2 和 C D C 一 4 分别与 C D C 一 0 有

显著性差异
。

表 1 不同 H IV 一 1 感染类型的 Ig A 类免疫反应
T a b l e Ig A im m u n e r e s p o n s e s

in d i f fe
r e n t t y p e s o f H IV i n -

f e e t io n s

I店床类型
C li

n i e a l
t y P e s

例数
C a s e s

游离 Ig A

F r e e I g A

复合 Ig A

OC m p l e x e d Ig A

I g A C/ 3 双特异
性免疫复合物
I只A / C 3 一 T e xe

x 士 s

C L兀 一 O

C l:犯一 2

C LX二一 4

68

12 0

2 2 4士 1 3

2 4 9士 1 1

3 5 2士 1 0

2
.

7士 0
.

3

6
.

0士 0
.

5

7
.

0士 0
.

4

0
.

5 9士 0
.

0 5

0
.

2 9士 0
.

0 4

0
.

4 1士 0
.

0 3

1
.

2
.

4 免 疫 扩 散 反 应 板 ; 加 拿 大 CI N

B io m e d i e a l s I t d
.

产品
。

L 3 检测方法

1
.

3
.

1 游离和复合 Ig A 的测定 取分离外周

血淋巴细胞 ( P B L C )后的血浆用终浓度 3
.

5%

P E G 沉淀过夜
,

2 0 0 0 9 离心 Z o m i n
,

另管分上

清
,

沉淀用同浓度 P E G 洗 2 次
。

采用单向扩散

法分别测定上 清 Ig A (游离 Ig A ) 和沉淀 I g A

(复合 Ig A )的含量 ( m g / d L )
。

.1 .3 2 Ig A / C 3 双特异性免疫复合物 ( I g A /

C 3 一 T C I C )的 E L IS A 检测 按 文献
〔` 〕
进行

,

以 抗 人 C 3 的 羊 Ig G 包 被 反 应 板
,

来 结 合

T C IC 中的 C 3 ,

再以 H R P一抗人 I g A 的羊 Ig G

为检测抗体与 T CI C 中的 Ig A 反应
,

其含量以

O D 表示
。

2
.

2 Ig A 类免疫反应与 p 24 的关系 1 86 例

检测了血清 2P 4 的患者中
,

67 例阳性
,

n g 例

阴性
。

其 游 离 Ig A
、

复合 I g A 和 Ig A / C 3 一

T C IC 又士 s
在阴性组依次为 2 5 8士 2 0

、

4
.

8士

0
.

4 和 0
.

3 7士 0
.

0 3
,

在阳性组依次为 3 5 0士 1 9
、

7
.

3 士 0
.

6 和 0
.

57 士 0
.

05
,

相互 间均有非常显

著性差异 (尸 < 0
.

0 1 )
,

见表 2
。

表 2 I g A 类免疫反应与 p 24 的关系
T a b le 2 R e l a t io n s h i p s b遇t w e e n Ig A im m u n e r e s p o n s e s a n d

P 24

例数
U s s e s

游离 Ig A 复合 Ig A

F r e e Ig A OC m p l e x e d Ig A

Ig A / C 3 双特异
性免疫复合物

又士 s 又土 s

I名A c/ 3 一 T C cI

又士 s

6 7

1 1 9

2 5 8士 2 0

3 5 0士 1 9
书

4
.

8士 0
.

4

7
.

3士 0
.

6
番

0
.

3 7士 0
.

0 3

0
.

5 7士 0
.

0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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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I g A 类免疫反应与 T 细胞亚群的相关性

采用相关系数法
,

分析 Ig A 类免疫反应与 T

细胞亚群 的相关性
。

结果 发现
,

游离 Ig A 与

C D 4 绝对数
、

C D 4 百分比
、

C D 4 / C D S 比率均呈

显著负相关
,

而其余均无明显相关性
,

见表 3
。

表 3 I g A 类免疫反应与 T 细胞亚群的相关救 ( r )

T a b le 3 P e a r s o n e o r r e la t i o n m a t r i x e o m p a r in g Ig A im m u n e

r e s Po n s e s w i t h t h e n u m be r o r p e r e e n t o f C D 4 a n d

C D S e e l l s in P B M C

ōōùùéó例数 游离 I g A 复合 Ig A

C a s e s F r e e Ig A oC m p le x e d Ig A

一 0
.

3 4
卜

一 0
.

1 6

一 0
.

3 1
替

一 0
.

08

一 0
.

0 4 一 0
.

0 1

一 0
.

1 9

一 0
.

1 6

一 0
.

0 2

几卜éǎ卜内卜é月了月了
ù从Uù .二111.`

C D 4 绝对数
C D 4 A b s o l

u t e N o
.

C D 4 百分比
C D 4 Pe r e e爪

C D S 绝对数
C D S A b s o l u t e N o

.

C D S 百分比
C D S Pe r e e

爪

C D 4 / C D S 比率
C D 4 /C D S R a t i o

1 6 6

1 6 6

一 0
.

1 2 0
.

0 2 0
.

0 6

一 0
.

2 9
’

一 0
.

0 6 一 0
.

2 3

份 P < 0
.

0 1

2
.

4 坛A 类 免疫反应指标间的相关性 采用

相关系数法
,

研究 Ig A 类免疫反应指标间的相

关性
。

结果发现
,

游离 I g A 与复合 Ig A 和 Ig A /

C 3 一 T C IC 间均 呈非 常 显著的正 相关 (尸 <

0
.

0 1 )
,

而复合 I g A 和 Ig A / C 3一 T C IC 间的相

关性不明显
,

见表 4
。

表 4 18 8 例息者 I g A 类免疫反应指标间的相关性 (r )

T a b le 4 P e a r s o n e o r r e l a t i o n m a t r i x e o m Pa r in g I g A i m m u n e

r e s P o n s e s w i t h t h e m s e lv e s

游离 Ig A 复合 I g A

F r e e I g A C o m P l e x e d Ig A

坛A / C 3 双特异
性免疫复合物
Ig A / C 3一 T C IC

游离 Ig A

F r e e Ig A

老息品
; g A

坛A C/ 3 双特异
性免疫复合物 0

.

5 1 0
.

3 6

3 讨论

本研究将 I g A 类免疫反应分解为游离
、

复

合和 Ig A /补体双特异性免疫复合物 ( I g A / C 3

一 T C IC )三种 指标进 行探讨
,

结果 发现其在

H I V 感染者中均发生显著变化
。

其中游离 l g A

的升高是在患者出现了临床症状后表现最为

明显
;
复合 Ig A 的升高是在机体感染 H I V 后

表现最为明显
,

而与患者是否出现临床症状无

关
; I g A / C 3一 T C IC 则表现为 H I V 感染者明

显低于正常健康者
,

且与患者是否出现临床症

状有关
,

有临床症状者较无临床症状者高
。

血

清 Ig A 在 H l v 感染中的预后价值 已被大多数

学者所接受
“

,
8 , 。

本文对 Ig A 类免疫反应的剖

解结果表明
,

复合 Ig A 和 Ig A / C 3 一 T C IC 是

判断 H I V 感染早期及其进展的良好指标
,

而

游离 Ig A 不失为反映 H I V 感染后期的一个特

征性指标
。

同时说明
,

对有关免疫反应产物的

剖析分析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际意义
。

在 3 种 Ig A 类免疫反应指标中
,

游离 I g A

可能包括机体对 H IV 感染的特异性和非特异

性 I g A 类抗体反应
;
复合 Ig A 代表机体以 Ig A

类抗体中和因 H I V 感染出现的有关抗原的免

疫反应产物
; Ig A / C 3一 T C I C 是复合 I g A 中结

合了补体的部分
。

本文有关游离
、

复合 Ig A 和

I g A / C 3一 T C I C 均在 p 2 4 阳性组显著高于 2P 4

阴性组 以及游离 I g A 与复合 Ig A 和 Ig A /C 3

一 T C I C 呈显著正相关的结果
,

说明 H I V 感染

者的 Ig A 类免疫反应主要是针对 H I V 感染及

其可能伴随的机会性感染
。

而游离 I g A 与 C D 4

和 C D 4 / C D S 比率呈 负相关 以及 复合 Ig A 和

Ig A / C 3 一 T C IC 与 之无关 的资料
,

提示 H l v

感染者的 B 细胞被非特异性激活是血清 Ig A

显著升高的重要原因
,

其机理可能与抑制性 T

细胞的数量下降和功能障碍有关
。

值得注意的是
,

作为复合 Ig A 组成部分的

Ig A / C 3一 T C IC 其趋势与复合 Ig A 明显不同
,

表现为在 H IV 感染者反而低于健康者
,

两者

间无明显相关性
。

文献报道
,

结合补体是免疫

复合物被迅速清除的重要前提
。

本文发现 H IV

感染者的 Ig A / C 3一 T C IC 含量下降
,

提示患者

复合 I g A 水平升高与其清除障碍有关
。

免疫复

合物的病理生理意义与其免疫球蛋 白类型密

切相关
,

其中 Ig A 类免疫复合物是疾病慢性化

的重要指标
,

病理意义较大
`卜川

。

免疫复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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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 可能是病毒长期存 在体内的重要 形式
〔 , 2〕 。

因此
,

可以在从 H I V 感染者的复合 Ig A 中找

到病毒存在的直接证据和探讨其在疾病过程

中的意义等的基础上
,

考虑通过干扰复合 Ig A

的形成和促进复合 坛A 的清除等途径来作为

治疗疾病的新手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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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9 7 年 8 月 2 8 日收稿 1 9 9 8 年 l 月 1 5 日修 回

治疗恙 虫病致并发急性溶血 13 例

部宏德
`
柯为 沟

`

1 9 8 5 年 5 月至 1 9 9 5 年 9 月我们收治恙虫病 2 7 3

例
,

其中 13 例并发急性溶血
。

占 4
.

76 %
。

现报告如下
。

1 临床资料

1
.

1 一般资料

男性 11 例
,

女性 2 例
,

年龄 4一 48 岁
,

平均 1 7
.

6

岁
。

其中 1 例院外误诊疟疾曾予氯唆
、

伯氨喳琳抗疟治

疗 d1
,

其余病人均有应用氯霉素
、

氨基比林或扑热息

痛等药物史
.

应用上述药物 2一 4h8 后出现黄疽
。

以往

无黄疽史
,

发病前无进食蚕虫史
,

有 2 例患者的父亲有
“
蚕豆黄

”

病史
。

1
.

2 临床表现

13 例均有发热
,

皮肤溃疡或焦痴
,

浅表淋巴结肿

大
,

皮疹
,

头痛
,

腰痛
,

乏力
,

食欲下降
。

n 例排过酱油

样尿
。

5 例有贫血貌
。

皮肤
、

巩膜轻度黄染 10 例
,

中度

黄染 3 例
.

脾肿大 4 例
。

1
.

3 实验室检查

外周血血红蛋白 60 一 9 0 9 / L 3 例
,

90 ~ 1 1 0 9 /L 6

例
,

1 10 9 / L 以上 4 例
。

网织红细胞升高 n 例
,

尿潜血

顾 小 维
2

宁 文锡
`

试 验 及 尿 胆 原 均 阳性
。

血 清 总胆 红 素 3 4
.

1 ~

14 6
.

6 o m ol 八
J ,

以 间 接 胆 红 素 为 主
,

其 中 小 于

85
.

5件m ol 几 者 9 例
。

高铁血红 蛋白还原 率均小于

74 %
,

其中小于 30 %者 7例
,

最低 n
.

4 %
,

诊断为红细

胞葡萄糖一 6 磷酸脱氢酶 (G 一 6 P D )缺乏
,

抗人球蛋白

( C o o m b s )试验及酸溶血 (H a m )试验阴性
。

有 3 例贫血

者行骨做穿刺检查
,

提示红系增生活跃
,

诊断为增生性

贫血
。

8 例血清变形杆菌 O x k 凝集效价 ) 1 :

16 0
,

阴

性者 5 例行肿大淋巴结穿刺涂片
,
3 例找到恙虫病立

克次体
,

其余 2 例用聚合酶链反应 ( P C R )测恙虫病立

克次体 D N A 阳性
。

1
.

4 治疗

发现黄疽后立即停用氯霉素
,

禁用氨基比林
、

扑热

息痛等药物
,

改用强力霉素片
,

每天 。
.

2
,

连 用 2一 7

天
;
地塞米松

,

每日 1 0一 1 5m 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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