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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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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

检测支气管哮喘患儿血浆中白细胞介素
$F

"

K9$F

#的水平!探讨
K9$F

在支气管哮喘发生发展中

的意义%方法
!

收集支气管哮喘患儿和健康对照外周血标本%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W9K&P

#检测血浆中
K9$F

和总
K

@

W

浓度%结果
!

支气管哮喘急性发作期患儿血浆
K9$F

水平高于健康对照组"

!

$

)D)A

#!而临床缓解组和健

康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D)A

#%支气管哮喘急性发作期患儿血浆
K9$F

水平与总
K

@

W

浓度呈正相关%

结论
!

支气管哮喘患儿血浆中
K9$F

水平升高!与疾病的发生发展关系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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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儿支气管哮喘是一种严重危害小儿身体健康的常见呼吸

道疾病#其发病率较高#呈上升趋势#病程较长且反复发作#给家

庭带来麻烦和负担*近年来研究证实#哮喘病是一种慢性气道

炎性反应疾病#大多属于变态反应性质#与气道黏膜局部的
!

细胞活化密切相关#而其中
'IG

_辅助
!

细胞亚群的失衡及其

细胞因子的变化密切相关+

%$(

,

#早先人们一直认为
K9$F

属于
!+(

类细胞因子#但近期研究人们发现在机体内存在一群不同于

!+%

)

!+(

细胞#以分泌
K9$F

)

K9$%)

为特征的
!+F

细胞+

L$A

,

*本

文检测支气管哮喘患儿血浆中
K9$F

水平#并探讨其临床意义*

D

!

资料与方法

DDD

!

资料及标本
!

AG

例支气管哮喘患者诊断标准符合中华医

学会儿科学分会呼吸学组制定的哮喘诊断标准+

M

,

#其中男
(A

例#女
(F

例#平均年龄&

HbG

'岁(分为急性发作组
(H

例#未使用

糖皮质激素)茶碱类药物和
!

受体激动剂#缓解组
(M

例#使用糖

皮质激素治疗
%

周以上#临床症状缓解*健康对照组
L)

例#其

中男
%G

例#女
%M

例#平均年龄&

FbL

'岁*抽取清晨空腹肘静脉

血
L

#

A09

#肝素钠抗凝#离心分离血浆#保存在
dH)Z

*

DDE

!

方法
!

K9$F

)总
K

@

W

测定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试剂盒

分别购自
C2

S

,-!2*+

公司和
&

1

.=,-.>/-,2<27,*+

公司#酶标仪

采用
>/-$!26K.<=,502.=<

公司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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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型*

DDF

!

统计学方法
!

利用
&C&&%(D)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正态

分布的资料以
KbF

表示#采用
B

检验#以
!

$

)D)A

为有统计学

意义*相关性分析采用
&

S

27,07.

相关分析#以
!

$

)D)A

为有

统计学意义*

E

!

结
!!

果

EDD

!

各组血浆中
K9$F

水平比较
!

与健康对照组相比#哮喘急

性发作组患儿血浆中
K9$F

水平明显增高&

!

$

)D)A

'#而缓解组

患儿血浆中
K9$F

水平无明显变化&

!

%

)D)A

'#结果见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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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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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

!

各组血浆中
K9$F

水平测定

EDE

!

哮喘急性组患儿血浆中
K9$F

与总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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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性分析
!

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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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直线相关分析了哮喘急性组患儿血浆中
K9$F

与总
K

@

W

之间

的相关性#结果显示
K9$F

与总
K

@

W

之间呈正相关&

BE)DM)H

#

!

$

)D)A

'*

图
(

!

哮喘急性组患儿血浆中
K9$F

与总
K

@

W

相关性分析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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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

论

支气管哮喘的发生率日趋增加#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

早先研究报道#

'IG

_

!+%

"

!+(

的失衡及
!+(

细胞的优势分

化起着关键性的作用+

%

,

*

!+(

表达的细胞因子&如
K9$G

)

K9$A

)

K9$F

及
K9$%L

'在其免疫应答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近年来对

K9$F

在
!+(

型免疫应答中作用的研究更是成为焦点*长期以

来#人们一直认为
K9$F

属于
!+(

类细胞因子#可由多种炎性反

应细胞&包括淋巴细胞)嗜酸性粒细胞)肥大细胞)中性粒细胞'

分泌#并可作用于炎性反应细胞和上皮组织细胞和平滑肌细

胞#在对抗寄生虫感染和诱导过敏性疾病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K9$F

和支气管哮喘之间的联系是在分析参与气道高反应性基

因时首先发现的#随后利用支气管组织检查及
>P9

分析#进一

步确定了
K9$F

和哮喘之间的关联+

O

,

*

K9$F

能作用于多种炎性

反应细胞和组织细胞#使淋巴细胞)嗜酸性粒细胞)肥大细胞的

数量增多#提高了
K

@

W

的分泌量#增强了肥大细胞对变应原的

反应#诱导黏蛋白的表达#在变应性炎性反应的发生中起了重

要的作用#并促进了
P]B

的发生#有学者认为
K9$F

可作为哮

喘活动期的重要标志+

H

,

*本研究通过检测哮喘患儿血浆中
K9$

F

水平#结果发现哮喘急性发作组血浆中
K9$F

水平明显高于健

康对照组#而哮喘缓解组血浆中
K9$F

水平与健

康对照组无明显差别#相关性分析发现哮喘急性发作组血浆中

K9$F

水平与总
K

@

W

含量呈现正相关#提示
K9$F

与哮喘的发生

密切相关#可作为疾病的重要检测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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