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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感染人类免疫缺陷病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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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3

%导致的慢性

疾病!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发布的'

!"#%

艾滋病疫情

报告( 显示#截至
!"#!

年底全球
N(3

感染者约

% ;%"

万!

!"#!

年新发感染人数仍然高达
!%"

万)

#

*

+

从初始感染
N(3

到终末期!随着病情进展临床表现为

&I8

M

)

淋巴细胞进行性下降)

!

*

!其亚群结构也出现

相应变化+ 中医体质为人体生命过程中!在先天禀赋

和后天获得的基础上所形成的综合且相对稳定的固有

特质!是人类在生长,发育过程中所形成的与自然,社

会环境相适应的人体个性特征)

%

*

!影响着病情变化的

趋势,决定着个体对不同病因的易感性及其发病后病

理变化的倾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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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临床收集
N(3KO(IP

患

者!分析其中医体质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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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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淋巴细胞及其亚群的

关系+

资料与方法

#

#诊断标准#采用中华医学会感染病学分会艾

滋病学组颁发的'艾滋病诊疗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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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病阶段均处于艾滋病期+ 中医体质判定标准#依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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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8

月中华中医药学会拟定的'中医体质分

类与判定(

)

:

*标准!具体判定方法#回答'中医体质分

类与判定表(中的全部问题!每一问题按
;

级评分!

计算原始分及转化分!依标准判定体质类型+ 各条

目分相加为原始分!转化分 %)$原始分 &条目数%

K

$条目数 '

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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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化分
!8"

分者判定为某

一体质+ 平和质需符合转化分
!:"

分!其他
9

种体

质转化分均
S%"

分+ 兼夹体质患者按转化分高者进

行体质评判+

!

#纳入标准#

N(3

抗体确诊试验阳性$免疫印记

法%&年龄
#9

(

$"

岁&智力正常!自愿接受本临床研究

者!均签署知情同意书+

%

#排除标准#既往已行高效抗逆转录病毒疗法

$

D?BD4@ >HU?./ >AU?2-.?2>4 UD/2>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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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O`)

%治疗&

患有严重的精神及神经疾病的患者&合并中枢神经疾

病影响智力者+

8

#一般资料#

;8

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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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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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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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南通大学附属南通第三医院传染科门诊及病房诊

治的
N(3KO(IP

患者!均处于艾滋病期+ 其中男性

%<

例!女性
#;

例!男女比例为
!

!

:

)

#

!平均年龄

$

88

!

:"

*

#!

!

#<

%岁+ 本研究通过南通大学附属南通

第三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核$

,-5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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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体质评判#以现场调查的方式!通

过患者自行填写或由临床医师逐条询问填写的方式

完成中医体质量表$中医体质标准化量表包括气虚

质,阳虚质,阴虚质,特禀质,痰湿质,湿热质,血瘀

质,气郁质,平和质%评估!由经过专门培训的主治及

以上中医师依据'中医体质分类与判定(

)

:

*标准完成

中医体质判定+ 按体质虚实分为虚性体质,实性体

质!虚性体质包括#气虚质,阳虚质,阴虚质,特禀质&

实性体质包括#痰湿质,湿热质,血瘀质,气郁质+ 按

是否存在兼夹体质分为单一体质,兼夹体质&平和质

另列+

:

#观察指标及方法

:

!

#

#中医体质分布#按体质测评量表判定体质

类型!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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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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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的体质类型及分布

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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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外周血标本
; 0Y

!分离

血浆!采用
)>e0>A

实时荧光
R&`

检测试剂!以美国

`-HD/

公司的
&J6OP O0Z4?R2/Z K&J6OP )>e

"

+>A 89

自动载量仪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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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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淋巴细胞及其亚群检测

:

!

%

!

#

#标本采集#采用
=I)O

抗凝真空采血管

采集外周静脉血
#" 0Y

!

8 f : D

内处理标本+ 用
g?

"

H-44

密度梯度分离法分离外周血单个核细胞!并用细

胞自动计数仪进行计数!调整细胞浓度至
#

'

#"

$

K0Y

+

:

!

%

!

!

#

N(3

特异性抗原刺激#每例患者标本分

为
!

个亚组!未刺激组和
N(3

"

]>B

抗原刺激组+

#

'

#"

:个外周血单个核细胞悬液根据分组分别加入细胞

培养基和
N(3

"

]>B

抗原$美国
,(N

赠送!工作浓度

# !BK0Y

%刺激
!8 D

!转
8

+冰箱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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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式细胞术检测#每个样本取
#

'

#"

:个

外周血单个核细胞悬液至
; 0Y

流式管$美国
6I

公

司%!设置空白对照管和单染管!每管加入
! 0Y !Q

g6P

"

R6P

洗
!

遍!加入相应的荧光标记抗体进行细

胞表面染色!如
&I%

"

OR& #" !Y

!

&I8

"

R6 !

!

; !Y

!

&I9

"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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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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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

!

; !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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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 ; !Y

!

g-aR%

"

OR& !

!

; !Y

$以上

均为美国
6I 6?-GH?/AH/

公司购买%!

0(Y

"

!!

"

R6

# !Y

$美国
`I G@GU/0G

公司%充分混匀!避光孵育

#" 0?A

!

! 0Y

及
# 0Y !Qg6P

"

R6P

各洗
#

遍!加入

!"" !Y

破膜剂$美国
6I

公司%置于
8

+冰箱打孔破

膜
8; 0?A

!再分别加入相应细胞因子抗体!如
(g,

"

"

"

R= # !Y

!

(Y

"

8

"

OR&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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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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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

!

; !Y

$以

上均为美国
6I 1?-GH?/AH/

公司购买%进行细胞内染

色!

8

+避光孵育
8; 0?A

+ 染色后的样品用
!Q

甲醛

固定!

gO&PO2?>

流式细胞仪$美国
6I

公司%检测!数

据采用
g4-b'-#"

!

"

!

$

软件分析+ 最终比较
N(3

"

]>B

抗原刺激前后
&I8

M

)

淋巴细胞及其亚群情况+

N(3

"

]>B

抗原刺激后比较不同中医体质
&I8

M

)

淋巴细胞

及其亚群情况!对比组有#虚性体质,实性体质与平和

质&单一体质,兼夹体质与平和质&气虚质和其他虚性

体质+

$

#统计学方法#采用
PRPP #<

!

"

统计软件包

进行统计学处理!计量资料以
a

*

G

表示!计数资料采

用百分比表示+ 两组样本比较采用两样本
U

检验&多

组间比较使用单因素方差分析!组间比较使用
YPI

法&对非正态分布数据采用非参数检验统计分析&计数

资料比较使用
#

!检验!

R S "

!

";

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结##果

#

#中医体质分布比较#

;8

例患者中兼夹体质

%;

例$

:8

!

9#Q

%!单一体质
#!

例$

!!

!

!!Q

%!平和质

$

例$

#!

!

<:Q

%+ 按体质出现频次气虚质$

!%

频次%,

阳虚质$

#;

频次%,气郁质$

##

频次%分列前三+

;8

例

患者中医体质排名前三者为#气虚质
#9

例$

%%

!

%%Q

%,

阳虚质
<

例$

#:

!

:$Q

%,气郁质
$

例$

#!

!

<:Q

%+ 按体

质虚实分#虚性体质
!$

例 $

;"

!

""Q

%!实性体质

!"

例$

%$

!

"8Q

%+

!

#

N(3

"

]>B

抗原刺激前后
&I8

M

)

淋巴细胞及

其亚群情况比较$表
#

%#

N(3

"

]>B

抗原刺激前后!患

者
&I8

M

)

淋巴细胞及其亚群情况比较!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

R T"

!

";

%+

%

#不同中医体质
&I8

M

)

淋巴细胞及其亚群情

况及
N(3

"

`,O

载量比较

%

!

#

#不同中医体质
&I8

M

)

淋巴细胞计数及

N(3

"

`,O

载量比较$表
!

%#所有入组患者
N(3

"

`,O

载量为 $

!

!

;%

*

"

!

$8

% '

#"

:

(\K0Y

!最高
8

!

!

'

#"

:

(\K0Y

!最低
S#"" (\K0Y

!各体质
N(3

"

`,O

载量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R T"

!

";

%+ 与虚性体质比

较!实性体质,平和质
&I8

M

)

淋巴细胞计数增加$

R S

"

!

";

%!而其余各体质
&I8

M

)

淋巴细胞计数比较!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

R T"

!

";

%+

表
!

%各体质
&I8

M

)

淋巴细胞计数及

N(3

"

`,O

载量比较#$

a

*

G

%

中医体质 例数
&I8

M

)

淋巴细胞

计数$个
K!Y

%

N(3

"

`,O

载量

$ '

#"

:

(\K0Y

%

虚性体质
!$ 8<

,

8"

*

8"

,

!! !

,

8!

*

"

,

$9

实性体质
!"

#$"

,

$"

*

#";

,

88

"

!

,

$9

*

"

,

8;

单一体质
#! <9

,

!;

*

<9

,

!$ !

,

;:

*

"

,

:$

兼夹体质
%; <$

,

:!

*

<%

,

8% %

,

"!

*

#

,

"9

平和质#

$

#$%

,

!!

*

#89

,

9#

"

!

,

;8

*

#

,

#!

##注#与虚性体质比较!

"

R S"

!

";

%

!

!

#不同中医体质
&I8

M

)

淋巴细胞亚群情况

比较$表
%

%#与虚性体质比较!实性体质,平和质

)D#

,

)D#$

及
)D!!

水平升高!

)D!

及
)2/B

水平降低

$

R S "

!

";

%+ 且平和质
)D#$

水平较实性体质降低

$

R S"

!

";

%+其余各体质
&I8

M

)

淋巴细胞亚群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R T"

!

";

%+

%

!

%

#气虚质及其他虚性体质
&I8

M

)

淋巴细胞

及其亚群情况比较$表
8

%#与其他虚性体质比较!气

虚质
&I8

M

)

淋巴细胞计数降低 $

U V !

!

$!8

!

R V

"

!

"#:

%+

&I8

M

)

淋巴细胞亚群比较!气虚质及其他

虚性体质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R T"

!

";

%+

表
#

%

N(3

"

]>B

抗原刺激前后
&I8

M

)

淋巴细胞及其亚群情况比较#$

a

*

G

%

分类
&I8

M

)

淋巴细胞计数$个
K!Y

% )D#

$

Q

%

)D!

$

Q

%

)D#$

$

Q

%

)2/B

$

Q

%

)D!!

$

Q

%

未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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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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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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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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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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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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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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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U

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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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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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中医体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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淋巴细胞亚群情况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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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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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

体质
)D# )D! )D#$ )2/B )D!!

虚性体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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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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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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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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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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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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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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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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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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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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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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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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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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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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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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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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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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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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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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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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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实性体质比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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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气虚质及其他虚性体质
&I8

M

)

淋巴细胞及其亚群比较#$

a

*

G

%

体质
&I8

M

)

淋巴细胞计数

$个
K!Y

%

)D#

$

Q

%

)D!

$

Q

%

)D#$

$

Q

%

)2/B

$

Q

%

)D!!

$

Q

%

气虚质
!#

,

#9

*

#9

,

<9 8

,

;;

*

%

,

%9 ##

,

$<

*

#;

,

88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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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9$ 9

,

;;

*

$

,

#!

其他虚性体质
;9

,

88

*

;!

,

%:

"

;

,

99

*

8

,

8# #8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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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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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9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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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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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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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与气虚质比较!

"

R S"

!

";

讨##论

中医学认为
N(3

是一种湿热邪气!易伤及气阴!

N(3

感染者随病情进展!机体元气渐耗损!造成脏腑功

能紊乱!气血运行失常!代谢失调!中晚期多呈现虚实

夹杂证候)

$

*

+

;8

例入组病例均为艾滋病期患者!其中

医体质无论从频次还是按转化分高进行评判!气虚质

均处于首位!提示气虚贯穿着
N(3KO(IP

的始终!中医

药辨治可适当兼顾扶持机体正气+

;8

例入组病例兼

夹体质
%;

例$

:8

!

9#Q

%!表明
N(3

感染者艾滋病期

病情错综复杂,虚实互见+ 本组研究提示气郁质也占

有较高比率!推测与患者情绪抑郁及思虑过度有关+

N(3

感染不仅引起免疫细胞损伤及耗竭!导致免

疫系统缺陷!更是一种慢性炎症性疾病+ 有研究提示

N(3

感染者随病情进展!体内
)

细胞表面激活标记物

NYO

"

I`

表达增加)

9

*

+ 近年来免疫系统的异常持续

激活逐渐被认为是导致
N(3

病情进展最主要的病理

改变!且伴随
N(3

感染的整个过程)

<

*

!长期抗病毒治

疗成功患者的较高病死率也被认为与异常免疫激活有

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

*

+ 本组研究提示
&I8

M

)

淋巴

细胞在
N(3

"

]>B

抗原刺激与非刺激情况下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提示艾滋病期患者机体内
)

细胞处于免疫

激活状态+

对于
&I8

M

)

淋巴细胞计数!虚性体质组较实性

体质组低下!进一步将气虚质组和其他虚性体质组相

比较!气虚质组更为低下+ 考虑到气虚贯穿着
N(3K

O(IP

的发病始终!在
NOO`)

治疗基础上采用补益

正气方法诊治
N(3

感染者!或许可起到了辅助性提高

细胞免疫功能的作用+

N(3

感染后优先选择破坏
)D#$

细胞!导致肠道

微生物及其代谢产物$如毒素%的播散,机体的免疫激

活!影响着宿主对病毒的抵御力)

##

*

+

)2/B

细胞占

&I8

M

)

细胞比值增加!使得
)

细胞抗病毒效应明显

低下!两者协同促进病情进展)

#!

*

+ 此外
N(3KO(IP

患

者在疾病进展过程中!体内会出现从
)D#

向
)D!

漂移

的现象!这种漂移会削弱机体对
N(3

的保护性防御!

是免疫状态恶化的一种表现)

#%

*

+

(Y

"

!!

主要由
)D!!

细胞分泌!其除刺激肠上皮细胞分泌抗微生物移位及

抑制肠粘膜炎症的肽类物质外!尚可维持屏障的完整

性)

#8

*

+ 研究显示
N(3

感染者体内
)D!!

水平明显低

于健康人群!且随病情进展呈下降趋势)

#;

*

+ 本组研究

虚性体质组较实性体质组!有着更为低下的
)D#

,

)D#$

及
)D!!

百分比!而
)D!

,

)2/B

占
&I8

M

)

细胞

百分比则更高!提示虚性体质体内免疫功能损伤更为

严重!结合其
&I8

M

)

淋巴细胞绝对值亦明显低于实

性体质组!推测虚性体质更易出现各种机会性感染及

更早发生终末事件+ 因此从中医体质角度出发对于虚

性体质的
N(3KO(IP

患者!可考虑适当放宽
NOO`)

治疗指征+ 本组研究单一体质与兼夹体质之间比较!

&I8

M

)

淋巴细胞及其亚群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具体有

待于更大样本的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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