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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进一步探讨儿童哮喘症与白细胞介素
)#

"

/V)#

#$

/V)"

$

/V)#&

$

/V)#9

的相关性!为临床预防和治

疗儿童哮喘症提供理论依据%方法
!

儿童哮喘症患儿
"$

例!男
9&

例!女
#S

例!平均年龄"

91&%T#19

#'儿童哮喘症

患儿又分为急性发作期组
9$

例和缓解期组
&$

例%健康对照组
8$

例!男
&$

例!女
&$

例!平均年龄"

91S6T#1"%

#%

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法检测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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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

$

/V)#9

水平%结果
!

哮喘症患儿
/V)#

$

/V)"

$

/V)#9

较健康对照

组明显升高!

/V)#&

水平较健康对照组明显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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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哮喘症患儿存在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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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增高和紊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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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哮喘症是儿科常见病)多发病#病情迁延不愈)反复发

作#严重影响患儿的生长发育*儿童哮喘症患儿存在着免疫功

能低下或紊乱#且病因较为复杂#与多种因素有关*本文通过

对
"$

例儿童哮喘症患儿的血清白细胞介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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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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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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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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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9

的测定#并与
8$

例健康儿童比较#以进一步了解儿童

哮喘症的发病机制与
/V)#

)

/V)"

)

/V)#&

)

/V)#9

的关系#为临床

预防和治疗儿童哮喘症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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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1$

!

一般资料
!

病例选自本院
&$$7

年
#$

月至
&$#$

年
#$

月

门诊和住院患者$住院患者在未用药之前抽取血样%#诊断标准

参照
&$$8

年0儿童支气管哮喘防治常规$试行%1

+

#

,确诊
"$

例

儿童哮喘症患儿*儿童哮喘症又分为急性发作期组
9$

例和缓

解期
&$

例*其中婴幼儿哮喘症
&#

例#儿童哮喘症
&7

例#年龄

%

个月至
#8

岁#男
9&

例#女
#S

例#平均年龄$

91&%T#19

%岁*

健康对照组
8$

例#男
&$

例#女
&$

例#平均年龄$

91S6T#1"%

%

岁#为同期同年龄段健康体检儿童#均无变态反应性疾病史*

哮喘急性发作期组均在使用糖皮质激素前查血#缓解期组在缓

解期内未使用糖皮质激素时查血*查血前两组均未使用丙种

球蛋白和免疫抑制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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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方法

$1/1$

!

标本采集
!

空腹抽取静脉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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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心后将血清

分装在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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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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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箱保存待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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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

/V)"

)

/V)#&

)

/V)#9

测定
!

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

XV/O5

%法测定#试剂由上海翔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按

操作说明书进行操作*

$1'

!

统计学方法
!

数据结果采用
'T8

表示#采用
O+OO##1"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显著检验采用
4

检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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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

果

哮喘患儿急性发作组
9$

例血清
/V)#

)

/V)"

)

/V)#9

高于健

康对照组(

/V)#&

低于健康对照组#见表
#

*

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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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儿童
/V)#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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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

'

/V)#9

检测

!!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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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别
, /V)# /V)" /V)#& /V)#9

哮喘发作组
9$ 81"&ST$1$$9 S71&T&"17 #$1ST#1& &91&T#1#%

哮喘缓解组
&$ &1988T$1$$" #61"T619 ##19T#18" #717T#18&

健康对照组
8$ $1"98T$1$$8 #"1#8T"1% #817T#1&6 #%18T#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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哮喘急性发作组儿童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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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

)

/V)#9

水平高于健

康对照组#两组间
/V)#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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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9

水平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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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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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水平低于健康对照组#两组间
/V)#&

水平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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哮喘急性发作组血清
/V)#

)

/V)"

)

/V)#9

水平较哮喘缓解

组明显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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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健康对照组和

缓解哮喘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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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

论

儿童哮喘是一种以气道高反应性和气道慢性炎症为特征

的变态反应性疾病#新版的全球哮喘防治会议方案提出了以控

制为中心的哮喘防治模式#使人们的视线从哮喘的严重度转向

了哮喘的控制水平#这是治疗理念的进步*支气管哮喘的发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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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医学与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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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复杂#遗传)呼吸道感染)神经)精神因素)不良环境)运动)

药物和异常的免疫反应均与哮喘发病有关#其中免疫异常与变

态反应是发病机制中的关键因素#这种变态反应主要由于免疫

应答中的
.!

亚群辅助性
.

细胞
.'#

"

.'&

比例的失调*研究

表明在哮喘患儿中存在
.'

细胞功能失衡#主要表现为
.'#

亚

群功能低下#

.'&

亚群功能亢进*诱发哮喘的主要免疫因素包

括!

/

@

X

)嗜中性粒细胞$

X3O

%及细胞因子等#而与哮喘发病有

关的重要细胞因子有
/V)#

)

/V)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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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

)

/V)#&

)

/V)#9

等*

/V)#

又称淋巴细胞刺激因子#主要由活化的单核
)

巨噬细

胞产生#主要生物学功能为局部低深度发挥免疫调节作用#协

同刺激抗原递呈细胞$

5+!

%和
.

细胞活化#促进
P

细胞增殖

分泌抗体*

许多研究都表明
/V)"

由于对
X3O

具有重要的调节作用

从而参与哮喘的发病过程#动物实验也表明
/V)"

可以促使豚

鼠气道反应性显著增高+

&

,

*

/V)"

可提高
X3O

的活性与寿命#

促进
X3O

的分化黏附)增加
X3O

释放组胺#促进气道变态反

应性炎症的发生#参与哮喘的发病*

/V)#&

主要由
P

细胞和巨噬细胞产生#在免疫及抗感染中

具有的重要作用*

/V)#&

是一种具有广泛生物学活性的细胞

因子#主要由激活的炎性细胞产生#具有调节
.'#

"

.'&

细胞免

疫应答的作用#

/V)#&

是公认的可以影响
.'

细胞分化的细胞

因子#在哮喘中发挥保护性作用*这种细胞因子的减少或缺失

导致
.'&

细胞的优势分化#诱发哮喘发生*目前认为
/V)#&

对

哮喘的异常免疫起关键作用#研究表明这种关键性免疫调节细

胞因子在哮喘患者中分泌减少#导致哮喘的发生+

9

,

*

4A?(J(>

等+

8

,采用鼻内滴入
/V)#&

作佐剂了解其在调节免疫反应)肺部

特异性炎症及气道反应性中的作用#发现小鼠模型中采用
/V)

#&

滴鼻可以促使体内
.'&

向
.'#

转换#减轻肺部的炎症和气

道的高反应性*因此深入研究
.V)#&

在哮喘中的发病机制#

有可能为哮喘的防治提供新思路+

"

,

*

/V)#9

是由
.'&

产生#是细胞源性的代表细胞因子#其在

哮喘中控制炎症反应的作用已得到公认#促进单核
)

巨噬细胞

活化和细胞免疫反应+

%

,

*

!AEE>EA(

等+

6

,研究表明#

/V)#9

可影

响嗜酸性粒细胞分泌
X!+

释放的一种核糖核酸#是引起气道

炎症的重要因素之一#能直接损伤道上皮细胞#导致气道的高

反应性#对气道痉挛和肺功能损伤具有重要的作用#

/V)#9

分

泌水平的增高可出现
X!+

水平的升高+

6

,

*王桂兰等+

S

,报道哮

喘模型鼠
P5V0

中
/V)#8

)

/V)#9

水平是反应哮喘炎症的重要

指标*

本实验通过检测儿童哮喘症患者与健康儿童血清
/V)#

)

/V)"

)

/V)#&

)

/V)#9

水平#初步了解
/V)#

)

/V)"

)

/V)#&

)

/V)#9

在儿

童哮喘症中的作用#但还需进一步的实验研究以了解它们机

制#从而为控制哮喘发作)开发新的哮喘治疗药物提供理论依

据及实验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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