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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探讨!

急性呼吸道腺病毒感染患儿血清
)TQ

%

<QT6

0

及
<A6"(3

水平变化及临床意义

温大科!陈灏健!李天宇!郁志伟#

"江苏省无锡市儿童医院儿内科
!

$"%'$&

$

!!

摘
!

要"目的
!

探讨急性呼吸道腺病毒感染患儿血清中肿瘤坏死因子"

)TQ

$%干扰素
0

"

<QT6

0

$及白细胞介素
6"(3

"

<A6"(3

$

水平变化及其临床意义&方法
!

选取
$'"4

年
&

月至
$'"@

年
&

月到该院就诊的急性呼吸道腺病毒感染患儿
"(

例为观察组!另选

"(

例健康儿童为对照组!采用流式液相蛋白定量技术检测患儿血清中
)TQ

%

<QT6

0

及
<A6"(3

水平变化!分析其临床意义&

结果
!

观察组急性期血清中
)TQ

水平显著高于对照组"

!

$

':'4

$!恢复期
)TQ

水平显著低于急性期"

!

$

':'4

$!与对照组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4

$&观察组急性期血清中
<QT6

0

水平显著低于对照组"

!

$

':'4

$!恢复期
<QT6

0

水平显著高于急性期

"

!

$

':'4

$!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4

$&与对照组相比!观察组急性期%恢复期血清中
<A6"(3

水平显著降低

"

!

$

':'4

$!恢复期
<A6"(3

水平显著高于急性期"

!

$

':'4

$&结论
!

儿童急性呼吸道腺病毒感染会引起血清中
)TQ

%

<QT6

0

及

<A6"(3

水平变化!可能与病情的发生发展有关&

关键词"呼吸道'

!

腺病毒'

!

肿瘤坏死因子'

!

干扰素
0

'

!

白细胞介素
6"(3

!"#

!

$%&'()(

"

*

&+,,-&$)./0(122&/%$.&$2&%22

文献标志码"

3

文章编号"

"@($6>%44

"

$'"(

$

"46$&""6'$

!!

儿童的免疫系统发育尚不完善#极易引起急性呼吸道感

染'腺病毒$

3GW

%是一种不含包膜的双链
*T3

病毒#分为
@

个亚群#

4"

个血清型#多感染
@

月至
&

岁的儿童#是儿童急性

呼吸道感染的主要病原之一(

"6$

)

'

3GW

不同的血清型导致多

种不同的疾病#如
3GW

血清型
?

*

4@

会导致流行性角结膜

炎(

&

)

'

3GW&

型和
(

型可引起肺炎#其中
3GW

肺炎是儿童肺

炎严重的类型#病死率高(

%

)

'目前关于
3GW

感染的发病机制

尚不完全清楚'研究发现#急性呼吸道
3GW

感染与多种炎性

细胞因子有关(

4

)

'本研究旨在通过检测急性呼吸道
3GW

感染

患儿血清中肿瘤坏死因子$

)TQ

%*干扰素
0

$

<QT6

0

%及白细胞

介素
6"(3

$

<A6"(3

%水平的变化#分析探讨其临床意义#现将结

果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取
$'"4

年
&

月至
$'"@

年
&

月到本院就诊

的急性呼吸道
3GW

感染患儿
"(

例为观察组#所有患儿均表现

为发热*咳嗽*气促等临床症状'急性期患儿为未经抗病毒药

物*激素等药物治疗&恢复期为经过药物治疗后体征消失或减

轻'经间接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VA<93

%和荧光定量
8!7

检测

3GW

为阳性'患儿中男
"'

例#女
(

例&年龄
?

个月至
4

岁#平

均$

$@:4Z@:(

%月&支气管炎
>

例#支气管肺炎
?

例'另选
"(

例健康儿童为对照组#其中男
""

例#女
@

例&年龄
4

个月至
4

岁#平均$

$@:?Z@:>

%月'两组年龄*性别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

!

%

':'4

%#具有可比性'

$:/

!

方法
!

采集所有患儿空腹
"$5

外周静脉血#室温静止
&'

/DK

#

"$''I

"

/DK

离心
4/DK

#保存于
]?'g

冰箱备用'

VA<93

法检测
3GW

!$

"

%室温平衡试剂
"4/DK

左右&$

$

%向孔中加入血

清#设置临界质控孔#阳性对照孔和阴性对照孔#封板&$

&

%加入

酶标物#室温放置
&'/DK

&$

%

%弃去孔内液体#加入底物#室温放

置
"4/DK

&$

4

%加入终止液后
&'/DK

内比色'比值
=

患儿吸光

度"临界质控吸光度'根据比值判定结果#比值
$

':?

为阴性#

比值为
':?

"$

":"

为可疑阳性#比值
%

":"

为阳性'荧光定

量
8!7

检测咽拭子核酸病毒!采集住院当天的咽拭子标本#抽

提标本
*T3

#进行荧光定量
8!7

反应#体系如下!

8!7

反应液

$'

%

A

#

)J

#

酶
':$

%

A

'反应程序如下!

>% g

#

$/DK

&

>% g

#

"42

&

44g

#

"42

&

($g

#

$'2

&

4

个循环&$不收集荧光%

>%g

#

4

2

&

44g

#

&42

&

&$

个循环$

44g

时收集荧光%'把报告基团设为

Q3+

#淬灭基团设为
)3+73

'根据
!E

值判定结果#

!E

值
'

&'

为阳性#

!E

值
%

&'

为阴性'

VA<93

结果和
8!7

结果均为

阳性入选观察组'流式液相蛋白定量技术检测患儿血清中

)TQ

*

<QT6

0

及
<A6"(3

水平#步骤如下!$

"

%向检测管中加入稀

释好的标准品和待测标本&$

$

%加入各种因子的捕获微球混合

液&$

&

%加入
8V

检测试剂#室温避光孵育
&5

&$

%

%用洗涤缓冲

液洗涤#

"4''I

"

/DK

离心
&/DK

#弃上清&$

4

%加入洗涤缓冲液

重悬标本&$

@

%流式细胞仪上样检测'

$:'

!

统计学处理
!

使用
9899"(:'

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

析#计量资料用
7ZE

表示#多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

以
!

$

':'4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与对照组相比#观察组急性期血清中
)TQ

水平显著升高

$

!

$

':'4

%&观察组恢复期
)TQ

水平与对照组相比#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

!

%

':'4

%&观察组恢复期
)TQ

水平显著低于急性

期#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4

%'与对照组相比#观察组急

性期血清中
<QT6

0

水平显著降低$

!

$

':'4

%#恢复期
<QT6

0

水

平与对照组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4

%&与急性期相

比#恢复期
<QT6

0

水平显著升高$

!

$

':'4

%'与对照组相比#

观察组急性期*恢复期血清中
<A6"(3

水平显著降低$

!

$

':'4

%#恢复期
<A6"(3

水平显著高于急性期$

!

$

':'4

%'见

表
"

'

表
"

!!

&

组研究对象
)TQ

%

<QT6

0

及
<A6"(3

!!!

水平比较#

0C

)

/A

'

7ZE

$

组别
) )TQ <QT6

0

<A6"(3

对照组
"( "':4(Z$:&% "@:%4Z%:>@ ""@:$&Z$?:@%

观察组急性期
"( "$:@?Z$:4@

"

>:(&Z":>@

"

?4:(>Z$":4$

"

观察组恢复期
"( "':?"Z$:"'

$

"%:&$Z&:?$

$

>@:%"Z$&:?4

"$

!!

注!与对照组比较#

"

!

$

':'4

&与观察组急性期比较#

$

!

$

':'4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4

期
!

AJL+HG!-DK

!

31

C

12E$'"(

!

WB-:"%

!

TB:"4



'

!

讨
!!

论

!!

临床上通常采用
VA<93

法检测血清或血浆中的细胞因

子#但该法
"

次只能测量
"

种因子#浪费血清标本'本研究采

用流式液相蛋白定量技术检测血清中
)TQ

*

<QT6

0

及
<A6"(3

水平#克服了以上缺点#可以
"

次从单个标本中测量多种细胞

因子#所需的标本量少#并且具有灵敏度高*重复性好等优点#

是一种新的蛋白测量方法(

@

)

'其工作原理如下!首先用特异性

的捕获抗体包被不同荧光强度的微球#形成捕获微球#和待测

样本混合#微球上的特异性抗体和样品中的细胞因子特异性结

合#然后加入荧光标记的检测抗体#形成三明治夹心复合物#上

流式细胞仪检测'

3GW

感染是儿童常见的疾病之一#可发展为严重的
3GW

肺炎#甚至会引起严重的并发症(

(

)

'机体的免疫反应是影响

3GW

感染疾病发生发展的最重要的因素'机体对
3GW

的免

疫包括体液免疫和细胞免疫#体液免疫主要通过分泌抗体#与

病毒特异性结合来保护气管*肺部等组织'细胞免疫则直接作

用于病毒内部蛋白来发挥抗感染作用#在对抗病毒感染中起主

要作用'

3GW

感染后#可以活化
)

细胞产生大量细胞因子'

人类辅助性
)

细胞中#

)5"

型
)

细胞主要分泌
)TQ

*

<QT6

0

等#

)5"

细胞分泌
<A6"(3

*

<A6"(Q

等细胞因子#其中
<A6"(3

具

有很强的促炎症作用#可以与
)5"

*

)5$

*调节性
)

细胞共同参

与机体的免疫防御过程(

?

)

'研究发现#

<A6"(3

能增强
)TQ

诱

导的
<A6@

的表达#从而激活免疫反应(

>6"'

)

'

)TQ

是一种能使

肿瘤出血坏死的细胞因子#对肿瘤细胞和病毒感染细胞有抑制

作用和细胞毒性作用#通过激活巨噬细胞*

T̂

细胞等间接发

挥抗病毒作用'

<QT6

0

是一种典型的
)5"

型细胞因子#可以抑

制或干扰病毒的复制#具有促进组织相容性抗原的表达*诱导

R

细胞产生抗体等作用'

<QT6

0

水平降低#可能导致机体清除

病毒的能力降低'研究发现(

""

)

#呼吸道病毒感染患儿血清中

<QT6

0

降低#

<A6%

升高#提示
)5"

细胞功能受到抑制#

<QT6

0

的

分泌减少'

呼吸道
3GW

感染可引起免疫系统和多种炎性反应因子发

生紊乱(

"$

)

'卢华君等(

"&

)发现
3GW

感染患儿血清中
<A6$

*

<A6

%

*

<A6@

*

)TQ

*

<A6"(3

水平显著高于健康儿童#

<A6"'

*

<QT6

0

水

平显著低于健康儿童'而
3GW

感染患儿外周血中
!*&

i

*

!*&

i

!*%

i

*

!*"@

i

!*4@

i水平及
!*%

i

"

!*?

i比值显著低于

健康儿童#而
!*">

i

R

淋巴细胞则明显高于健康儿童'赵明

奇等(

"%

)也发现
3GW

感染患儿急性期血清中的
<A6@

*

)TQ

*

<A6

"(3

等细胞因子水平显著高于恢复期和正常儿童'本研究发

现类似的结果#与对照组相比#

3GW

感染患儿急性期血清中

)TQ

水平显著升高#

<QT6

0

*

<A6"(3

水平显著下降'说明
3GW

感染呼吸道后#

)

细胞分泌
<QT6

0

*

<A6"(3

减少#

)TQ

水平增

加'经药物治疗后#

)TQ

水平下降#

<QT6

0

*

<A6"(3

水平显著

升高#逐渐恢复到正常水平'

综上所述#儿童急性呼吸道
3GW

感染会引起血清中

)TQ

*

<QT6

0

及
<A6"(3

水平变化#可能与病情的发生发展

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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