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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探讨支气管哮喘患者外周血黏附分子和细胞因子的变化及其临床意义$方法
!

将本院收治并

诊断为支气管哮喘发作期的患者
,Q

例作为研究组!同时选取本院门诊体检的健康志愿者
,Q

例作为健康对照组!采

用流式细胞仪检测两组外周血清细胞间黏附分子
+"

"

(PO)K+"

#水平!并应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检测血液中内皮细

胞黏附分子
+"

"

'O)K+"

#'白细胞介素
+3

"

P1+3

#'

P1+Q

及肿瘤坏死因子
+

'

"

9SN+

'

#水平$结果
!

"

"

#与健康对照组相

比!研究组患者外周血
(PO)K+"

'

'O)K+"

表达显著增高!两组数据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5

$

#-#"

#%"

.

#研究组患

者血清
P1+3

'

P1+Q

及
9SN+

'

水平显著高于健康对照组!两组数据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5

$

#-#2

#$结论
!

支气管哮

喘发作患者外周血
(PO)K+"

'

'O)K+"

'

P1+3

'

P1+Q

及
9SN+

'

水平显著提高!提示黏附分子和细胞因子异常是参与

支气管哮喘发病的重要机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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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气管哮喘是呼吸系统的常见病与多发病#随着我国社会

的发展#其发病率逐年上升+根据世界卫生组织$

i%e

%近十

年的调查表明#我国目前至少有哮喘患者
.###

万人#且发病

人数逐年升高)

"

*

+目前#哮喘的发病机制仍不十分明确#但可

以肯定的是该病是有多种免疫细胞及细胞因子共同参与的呼

吸气道慢性炎性反应+其中细胞因子,趋化因子及黏附分子在

哮喘的发生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为进一步探讨细胞

因子及黏附分子在支气管哮喘疾病发生与发展中的作用#作者

对支气管哮喘发作期的患者和健康志愿者进行了随机对照研

究#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取本院
.#"#

年
"#

月至
.#""

年
3

月间收

治并诊断为支气管哮喘发作期的患者
,Q

例作为研究组#诊断

标准参照
"88$

年第二届全国哮喘会议上修订的支气管哮喘诊

断标准)

.

*

#所有患者均知情并同意#排除取血前曾应用糖皮质

激素治疗者+其中男
"2

例#女
.,

例#年龄
.Q

#

22

岁#平均

$

!"-Q]2-Q

%岁+同时选取本院门诊体检的健康志愿者
,Q

例

作为健康对照组#其中男
"3

例#女
..

例#年龄
.Q

#

22

岁#平均

$

!,-"]3-#

%岁+两组性别组成,年龄等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具

有可比性+

$-/

!

方法
!

两组受检者均清晨取肘静脉血
!01

#其中
.01

用于流式细胞仪检测#

. 01

血液用于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

Y1PI)

%检测+采用流式细胞仪检测两组外周血清细胞间黏

附分子
+"

$

(PO)K+"

%水平+并采用
Y1PI)

检测血液中内皮细

胞黏附分子
+"

$

'O)K+"

%,白细胞介素
+3

$

P1+3

%,

P1+Q

及肿瘤坏

死因子
+

'

$

9SN+

'

%水平+并采用
'O)K+"

,

P1+3

,

P1+Q

及
9SN+

'

试剂盒$美国
*

?/

*=

0?

公司生产%#操作步骤按说明书进行+

$-'

!

统计学方法
!

数据以
E]>

表示#应用
IVII"#-#

统计软

件统计分析#采用
?

检验#

5

$

#-#2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两组外周血黏附分子水平比较
!

研究组外周血
(PO)K+

"

为$

.$Q-",],,-#Q

%

/

*

"

1

,

'O)K+"

为$

23-Q!].#-3.

%

/

*

"

1

#

健康对照组外周血
(PO)K+"

为 $

".3-!.]"!-..

%

/

*

"

1

,

'O)K+"

为$

.$-$$]"#-$Q

%

/

*

"

1

#研究组患者外周血
(PO)K+

"

,

'O)K+"

表达显著增高#两组数据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5

$

#-#2

%+两组外周血
(PO)K+"

,

'O)K+"

水平比较见表

"

+

/-/

!

两组外周血细胞因子水平比较
!

研究组患者血清
P1+3

,

-

$2!"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3

月第
8

卷第
".

期
!

15JK?6OAB/

!

R</?.#".

!

':A-8

!

S:-".



P1+Q

及
9SN+

'

水平显著高于健康对照组#两组数据间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5

$

#-#2

%+两组外周血
P1+3

,

P1+Q

及
9SN+

'

水

平比较见表
.

+

表
"

!

两组外周血
(PO)K+"

(

'O)K+"

水平比较%

/

*

&

1

'

组别
) (PO)K+" 'O)K+"

研究组
,Q .$Q-",],,-#Q 23-Q!].#-3.

健康对照组
,Q ".3-!.]"!-.. .$-$$]"#-$Q

? _ ,-.$. ,-8Q2

5 _

$

#-#"

$

#-#"

!!

注!

_

表示无数据+

表
.

!

两组外周血
P1+3

(

P1+Q

及
9SN+

'

水平比较%

/

*

&

1

'

组别
) P1+3 P1+Q 9SN+

'

研究组
,Q "#Q-,.]"$-#Q 82-,!]8-,! 23Q-"!]..#-Q,

健康对照组
,Q Q.-!!]"$-$Q $2-,.]8-$" .!.-Q3]".#-$2

? _ .-,!Q .-3!" ,-$$8

5 _

$

#-#2

$

#-#2

$

#-#"

!!

注!

_

表示无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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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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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经典的支气管哮喘病理学认为#多种炎性反应细胞和细胞

因子共同作用引起的支气管平滑肌痉挛是支气管哮喘的主要

发病机制)

,

*

+其中细胞因子,趋化因子及黏附分子在哮喘的发

生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炎性反应细胞黏附到支气管

内皮细胞是引起炎性反应的关键步骤)

!

*

+哮喘发作时嗜酸性

粒细胞和淋巴细胞从血液中移行于黏膜下#必须依赖于黏附分

子的相互作用#而在这种作用中细胞因子同样发挥着不可替代

的作用+

'O)K+"

又称诱导性细胞黏附分子#它表达于白细胞表

面#在哮喘发作的起始阶段可以作用于中性粒细胞,单核细胞

及淋巴细胞#诱导炎性反应细胞向气道炎性反应部位移行+

(PO)K+"

则广泛分布于血管内皮,白细胞,成纤维细胞等部

位#白细胞可以与其相互作用#并激活白细胞释放多种活性物

质#增加气道的高反应性#引起哮喘发作或气道高反应性+有

研究表明#

(PO)K+"

的表达程度与哮喘气道炎性反应部位的

白细胞浸润程度呈正相关)

2

*

+本文研究结果表明#哮喘发作的

患者外周血
(PO)K+"

,

'O)K+"

表达显著增高#可见
(PO)K+

"

,

'O)K+"

在哮喘发生与发展中起到重要作用#并与病情变

化有密切关系+

9SN+

'

主要由活化的单核或巨噬细胞产生#对多种炎性

反应细胞有趋化作用#同时可以刺激内皮细胞表达黏附分子#

与黏附分子协同作用#促进炎性反应细胞与内皮细胞牢固黏

附+

P1+Q

也是中性粒细胞重要的趋化因子)

3

*

+

M5/?L:

等)

$

*研

究表明#哮喘患者支气管上皮细胞
P1+Q0WS)

表达较健康人

显著升高+本研究中直接检测哮喘患者外周血
P1+Q

水平也证

实了这个观点+

P1+3

是已被证实的在炎性反应中起重要作用

的细胞因子#它可以促进急性期蛋白和前列腺素的合成#在哮

喘的炎性反应过程中起到重要的作用+本研究中支气管哮喘

患者血清
P1+3

,

P1+Q

及
9SN+

'

水平显著高于健康人#说明
P1+

3

,

P1+Q

及
9SN+

'

等细胞因子在哮喘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由此可见#支气管哮喘发作患者外周血
(PO)K+"

,

'O)K+

"

,

P1+3

,

P1+Q

及
9SN+

'

水平显著提高#提示黏附分子和细胞因

子异常是参与支气管哮喘发病的重要机制之一+随着对气道

炎性反应机制的不断认识#人们一方面可以通过对细胞因子和

黏附分子的研究不断深入揭开支气管哮喘的发病机制#也可以

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和免疫学手段在分子水平上阻断气道炎性

反应的发生#为支气管哮喘的治疗提供新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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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与统计量

描述总体特征的数值为参数#通常是未知的#一般用希腊字母表示#如
!

,

"

,

#

等+描述样本特征的数值为统计量#是已

知的或可计算获得的#用英文字母表述#如
:

,

5

等+从总体中随机抽样可获得样本#以样本为基础,通过统计推断$参数估

计,假设检验%可获得对总体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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