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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探讨甲型肝炎病毒"

\7V

%感染对儿童过敏性疾病的影响及
\7V

感染过程中
#?&2

所起作

用'方法
!

收集
')&6

年
*

月至
')&+

年
*

月该院收治的
6&

例急性
\7V

感染儿童及
6&

例健康对照儿童详细临床

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应用
,/[-7

方法检测血清总
[

I

,

及
#?&2

相关细胞因子水平'结果
!

急性
\7V

感染儿童

血清中总
[

I

,

水平低于健康对照组"

I

&

)()+

%!且随肝脏损伤程度增加
[

I

,

水平进一步减少$急性
\7V

感染儿童

#?&2

相关细胞因子水平高于健康对照组"

I

&

)()+

%$

[

I

,

抗体和
[/!&2

水平呈负相关"

EeY)(+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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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论
!

急性
\7V

感染儿童
#?&2

相关细胞因子水平显著升高!可能通过减少
[

I

,

水平介导对抗过敏反应的发生'

"关键词#

!

甲型肝炎病毒性$

!

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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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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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敏性疾病$

!

细胞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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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型肝炎病毒$

\7V

&是导致儿童肝炎的最常见病毒)

&

*

+

\7V

自然感染过程多呈急性反应#可导致广泛的临床表现与

不同程度的肝脏损伤#其损伤程度与多种因素有关+其中#

#?&2

细胞通过产生以
[/!&2

为主的多种细胞因子#参与调节

\7V

#导致儿童病毒性肝炎引起的肝损伤)

'

*

+近年来发现大

多数西方国家
\7V

感染率较低#但过敏性疾病发生率较高%

而发展中国家
\7V

感染率高#但过敏性疾病较少#提示
\7V

感染可能降低过敏反应的发生)

1

*

+

[

I

,

是介导过敏性疾病的

重要成分#有研究显示#部分过敏反应性疾病患者血清中
[

I

,

水平与
#?&2

细胞比例呈负相关)

6

*

#

\7V

感染与过敏性疾病

间的关系可能与
[

I

,

和
#?&2

细胞的相关性一致#但此关系需

要进一步验证+本研究检测
\7V

感染儿童血液中总
[

I

,

及

#?&2

相关细胞因子水平#以探讨
\7V

感染对过敏性疾病的

影响及
\7V

感染过程中
#?&2

细胞所起作用#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本研究选取
')&6

年
*

月至
')&+

年
*

月于本

院进行诊治的
6&

例年龄小于
&+

岁的急性
\7V

感染儿童作

为研究对象#同时选取
6&

例年龄及性别组成与其相似的健康

儿童作为健康对照+收集所有研究对象详细人口统计学资料

和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急性肝炎诊断标准遵循
')))

年中华医学会肝病学分会,传染病与寄生虫病学分会修订的

5病毒性肝炎防治方案6中的诊断标准)

+

*

+所有研究对象均未

接种甲肝疫苗+排除正接受肝毒素药物治疗,合并慢性肝炎及

自身免疫性肝炎的儿童#并排除合并其他急性肝炎病毒的儿

童+本研究通过本院伦理委员会同意#所有患者均由其监护人

签署知情同意书+

$(/

!

方法

$(/($

!

标本采集与分组
!

收集急性
\7V

感染儿童感染后第

1

%

6

周血液标本#由本院检验科检测丙氨酸氨基转移酶

$

7/#

&,天冬氨酸氨基转移酶$

7-#

&和结合胆红素$

".

&等实

验室指标#并根据
".

水平将急性
\7V

感染的患者分为
'

组!

0

轻度肝损伤组#

)(1A

I

"

G/

&

".

&

'A

I

"

G/

%

1

中度肝损伤

组#

".

$

'A

I

"

G/

)

*

*

+

$(/(/

!

抗体及细胞因子检测
!

应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1

卷第
4

期
!

/9D%=G";@:

!

%9

<

')&*

!

V8;(&1

!

R8(4



$

,/[-7

&检测血清中总
[

I

,

及
#?&2

相关细胞因子水平#试剂

盒购于美国
PjQ

公司+相关细胞因子包括!

[/!&

!

,

[/!*

,

[/!

&2

,

[/!'&

,

#Rd!

)

和
#Nd!

!

+严格按照说明书进行操作#并计

算相应水平+

$('

!

统计学处理
!

应用
-O--&1()

软件对所得数据进行统计

学处理与分析+正态分布数据以
>hG

进行描述#应用
A

检验

进行比较+不同变量间相关性使用
O=9C08:

相关系数进行描

述+

I

&

)()+

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一般临床资料
!

所有研究对象年龄,性别等基本临床资

料#见表
&

+根据
".

水平将急性
\7V

感染儿童分为轻度肝

损伤组$

'1

例&,中度肝损伤组$

&3

例&+与轻度肝损伤组相比#

中度肝损伤组的急性
\7V

感染儿童
7/#

和
7-#

水平显著

升高+所有急性
\7V

感染儿童以往均无过敏性疾病病史+

表
&

!

研究对象一般临床资料检测结果

指标 健康对照组 轻度肝损伤组 中度肝损伤组

例数$

.

&

6& '1 &3

平均年龄$岁&

*(13h'(26 2(+1h1('6 *(33h1()+

性别$男"女&

'+

"

&* &6

"

4 &&

"

2

7/#

$

_

"

/

&

'2(&&h&&(14 ++3(4'h'3'(1*

"

&6'4(&)h62&(&4

"

7-#

$

_

"

/

&

&6(+3h*(12 13'(21h&42(1+

"

436('2h1&3('+

"

".

$

A

I

"

G/

&

)(&+h)()4 &(&1h)(+&

"

6(4'h&(3+

"

抗
!\7V[

I

%

阴性 阳性 阳性

抗
!\7V[

I

N

阴性 阴性 阴性

!!

注!与健康对照组相比#

"

I

&

)()+

+

/(/

!

总
[

I

,

水平检测结果
!

\7V

感染儿童血清中总
[

I

,

水

平检测结果显示#轻度肝损伤组和中度肝损伤组患者总
[

I

,

降

低#分别为$

'(1+h&(*1

&和$

&(*'h&(1&

&

EI

"

A/

#均显著低于

健康对照组$

+(&2h'()6

&

EI

"

A/

#

A

分别为
&(413

和
'(&26

#

I

分别为
)()'4

和
)()&2

+中度肝损伤组总
[

I

,

低于轻度肝损

伤组#但
'

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Ae)(3&6

#

Ie)('&)

&+

/('

!

#?&2

相关细胞因子检测结果
!

检测结果显示#急性

\7V

感染儿童
[/!&

!

,

[/!*

,

[/!&2

,

[/!'&

,

#Rd!

)

及
#Rd!

!

水

平均高于健康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I

&

)()+

&%中度肝

损伤组高于轻度肝损伤组#见表
'

+

表
'

!

不同组别研究对象血清中
#?&2

相关细胞因子

!!!!

水平检测结果&

EI

(

A/

'

指标 健康对照组 轻度肝损伤组 中度肝损伤组

[/!&

!

1()2h)(*4 +(+'h&(&2

"

3(43h&(16

"

[/!* &&(*&h&(+'

&2(3+h'()4

"

1&(22h&(31

"

[/!'& &1(16h'(&* ')()1h1(31

"

1'(2+h1(*&

"

[/!&2 )('2h)(*& )(6)h)(24

"

'(3+h&('1

"

#Nd!

!

4&(1&h&'(*+

&&1(*'h&+('3

"

&+)(21h&2()+

"

#Rd!

)

')(&+h'(+6 '4()*h1(&2

"

6)(*&h'(4*

"

!!

注!与健康对照组相比#

"

I

&

)()+

+

/(1

!

[

I

,

与
[/!&2

相关性
!

进一步分析
[

I

,

和
#?&2

特征性

细胞因子
[/!&2

的相关性#结果显示
[/!&2

和
[

I

,

抗体水平间

存在负相关#

Ee

!

)(+11

#

Ie)()))

+

'

!

讨
!!

论

已有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提示
\7V

感染可能降低过敏反

应的发生#但其具体机制尚未明确)

1

*

+

#?&2

细胞通过产生
[/!

&2

,

[/!'&

及
#Rd!

)

等多种细胞因子#参与调节
\7V

引起的

肝损伤及多种不同临床表现的发展)

2

*

+而
[

I

,

又是介导过敏

性疾病的重要成分#因此#分析
\7V

感染儿童
#?&2

细胞相关

细胞因子和
[

I

,

水平变化#对了解
\7V

感染对过敏性疾病的

影响及
\7V

感染过程中
#?&2

细胞的具体作用有一定的临床

意义+

V=@

I

9

等)

3

*研究结果显示 哮 喘 儿 童
\7V

感 染 率 为

&2(+5

#同时发现
32(65

的哮喘儿童
[

I

,

(

)(1+K_

"

/

#但未

对合并
\7V

感染哮喘儿童的
[

I

,

水平进行单独分析+本研

究根据反映肝脏损伤程度的
".

水平将急性
\7V

感染儿童分

为轻度肝损伤组和中度肝损伤组#同时收集健康体检儿童作为

对照#对比总
[

I

,

水平#以明确
\7V

感染儿童
[

I

,

的变化+

结果显示#

\7V

感染儿童与健康对照组相比
[

I

,

水平显著降

低#且中度肝损伤组比轻度肝损伤组更低#回顾性分析所有急

性
\7V

感染儿童的临床记录#未发现过敏史#提示
\7V

感

染可能通过减少
[

I

,

水平介导对抗过敏反应的发生+

人类急性
\7V

感染时
#?&2

相关细胞因子水平变化研究

不多#

g9:

I

等)

4

*构建肝炎病毒感染小鼠模型以分析
#?&2

相

关细胞因子的变化#结果显示小鼠模型血清中
[/!&2

水平显著

升高#且与肝脏损伤程度及病死率呈正相关+本研究检测结果

与上述研究结果相似#急性
\7V

感染儿童多种
#?&2

相关细

胞因子均高于健康对照组#且中度肝损伤组水平高于轻度肝损

伤组#与患者炎性状态一致+

[/!&

!

,

[/!*

,

[/!'&

及
#Nd!

!

是介

导
#?&2

细胞分化及成熟的重要细胞因子)

&)

*

#以上细胞因子水

平升高导致
#?&2

细胞产生的细胞因子$

[/!&2

,

[/!'&

,

[/!''

及

#Rd!

)

等&增加#可能通过增强患者的炎性反应而进一步导致

肝脏损伤增加+

\9

<

90?@G9

等)

&&

*研究显示过敏性皮炎患者
[

I

,

与
#?&2

细

胞比例呈负相关#另有研究显示常染色体显性遗传的
[

I

,

综合

征患者
#?&2

细胞分化受损)

&'

*

#均提示
#?&2

细胞可能参与抵

抗过敏性疾病的发展+本研究分析
[

I

,

与
#?&2

特征性细胞

因子
[/!&2

的相关性#以明确
[/!&2

是否在
\7V

感染儿童的

[

I

,

产生及分泌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结果显示
[/!&2

和
[

I

,

抗体水平间存在负相关#进一步提示在
\7V

感染诱导的临床

反应中
[/!&2

水平增加可能通过减少
[

I

,

水平而发挥预防过

敏性疾病的作用+

本次研究标本量较少#后续还需要大规模的研究以确定在

\7V

感染不同临床阶段过敏性疾病发病率的差异及
#?&2

细

胞在
\7V

感染的过敏性疾病中的作用#以判定
#?&2

相关细

胞因子是否能作为监测
\7V

感染患者过敏性疾病发生,发展

的潜在生物学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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