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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朱亚非#女#硕士#主任医师#副主任) 主攻方向'小儿呼吸和心血管系统疾病)

论著(临床研究

毛细支气管炎 =UW

_

=U@D

_

调节性 [细胞和 %&'(E (<Y8表达及与 I#!关系

朱亚非!朱建央!李卫武!蓝陈福!方静!林海玲

"温州医学院附属第五医院!丽水市中心医院儿科!浙江 丽水&F#F$$$$

&&!摘&要"&目的&通过对呼吸道合胞病毒%;E5&毛细支气管炎患儿'>H

`

'>#"

`调节性[细胞%'>H

`

'>#"

`

[4.J&*E3H=F /;8L的表达*DJV合成的检测#以探讨其在;E5毛细支气管炎发病机制中的作用) 方法&在;E5检

测阳性的 "G 例毛细支气管炎患儿中#运用流式细胞仪检测外周血 '>H

`

'>#"

`

[4.J的比例#;[R1';检测 E3H=F

/;8L的表达量*VQDEL法检测血清总 DJV含量) #" 例健康儿童作为对照组) 结果&毛细支气管炎患儿外周血

'>H

`

'>#"

`

[4.J细胞数量减少#特应性体质%G7G b!7Yc&和非特应性体质组%@7@ b#7!c&均低于对照组%!$7" b

!7Yc&%0均 d$7$!&) 毛细支气管炎特应性体质和非特应性体质组外周血 E3H=F /;8L表达亦均低于对照组

%0d$7$!&) 而血清总DJV含量毛细支气管炎特应性体质%#H!7# b!$#7" DU_/Q&和非特应性体质组%!#"7" bYF7#

DU_/Q&均高于对照组%#G7# b!$7" DU_/Q&%0d$7$!&) 外周血 '>H

`

'>#"

`

[4.J细胞数量*E3H=F /;8L表达及

血清总DJV含量在毛细支气管炎特应性体质和非特应性体质组之间差异有显著性意义) '>H

`

'>#"

`

[4.J*E3H=F

/;8L与血清DJV水平之间相关密切#5ke$7G$# e$7G%%均 0d$7$!&) 结论&毛细支气管炎外周血淋巴细胞

'>H

`

'>#"

`

[4.J和E3H=F /;8L表达降低#二者低水平表达使DJV合成增多#共同参与了;E5毛细支气管炎的发病)

!中国当代儿科杂志#@AAB#CC$D%&EWB FEDE"

!关&键&词"&毛细支气管炎$呼吸道合胞病毒$'>H

`

'>#"

`调节性[细胞$E3H=F$DJV$儿童

!中图分类号"&;G#"7Y&&!文献标识码"&L&&!文章编号"&!$$@ e@@F$%#$$%&$" e$FH% e$"

<).%'0*"-301*&.):).-*&=UW

_

=U@D

_

$)#7.%'*$2 [/)..-%"4)Z1$)--0*"*&%&'(E (<Y8

0"1)$013)$%.+.**4,0'3-)$7(0((7"*#.*+7.0"!.):).0"/30.4$)",0'3+$*"/30*.0'0-

K.-J/*E%&# K.-Q&/+*J/+,# )(!%&*!C# )"#>A%+*EC# E"#$Q&+,# )(#./&*)&+,OP%=/56D%+6380%9&/65&:<# E&86A "8*

8&?&/6%9 .3<=&6/?38!%+RA3C @%9&:/?>3??%,%V)&<AC&>%+65/?.3<=&6/?# )&<AC&# KA%T&/+, F#F$$$# >A&+/ %GD/&?' ?<RAC7/8%&

X<&+/O:3D&

&&8+-'$%/'' 9+6)/'0:)&[,A-C2:-(.4,6.A,N'>H

`

'>#"

`

4.JC63-,4:[<.66A3*2 E3H=F /;8L)* 0.4)0(.436?6,,2 3A

].663AA.4C/-,-36)//C*,J6,?C6)* V%DJV& )* -(.03-(,J.*.A)A,N?4,*<(),6)-)A<3CA.2 ?:4.A0)43-,4:A:*<:-)36=)4CA

%;E5&7;)'3*4-&[(.04,0,4-),* ,N'>H

`

'>#"

`

4.JC63-,4:[<.66A3*2 .\04.AA),* ,NE3H=F /;8L)* 0.4)0(.436?6,,2#

3*2 -,-36A.4C/DJV6.=.6].4.-.A-.2 ?:N6,]<:-,/.-4:# ;[R1';3*2 VQDEL4.A0.<-)=.6:)* "G <()624.* ])-( ;E5

?4,*<(),6)-)A%#Y 3-,0)<03-).*-A3*2 F! *,*3-,0)<03-).*-A&7[].*-:N)=.(.36-(:<()624.* ].4.CA.2 3A-(.<,*-4,6J4,C07

<)-7.'-&[(.04,0,4-),* ,N'>H

`

'>#"

`

4.JC63-,4:[<.66A)* 0.4)0(.436?6,,2 )* <()624.* ])-( ?4,*<(),6)-)A# .)-(.4)* -(.

3-,0)<%G7G b!7Yc&,4-(.*,*3-,0)<J4,C0 %@7@ b#7!c&# ]3AA)J*)N)<3*-6:6,].4-(3* -(3-)* -(.<,*-4,6J4,C0 %!$7"

b!7Yc& %0d$7$!&7E3H=F /;8L.\04.AA),* )* 0.4)0(.436?6,,2 ]3AA)J*)N)<3*-6:6,].4)* ?,-( 3-,0)<3*2 *,*3-,0)<

<()624.* ])-( ?4,*<(),6)-)A-(3* -(3-)* -(.<,*-4,6J4,C0 %0d$7$!&7E)J*)N)<3*-6:)*<4.3A.2 -,-36A.4C/DJV6.=.6]3A

*,-.2 )* ?,-( 3-,0)<%#H!7# b!$#7" DU_/Q& 3*2 *,*3-,0)<<()624.* %!#"7" bYF7# DU_/Q& ])-( ?4,*<(),6)-)A<,/034.2

])-( -(3-)* -(.<,*-4,6J4,C0 %#G7# b!$7" DU_/6& %0d$7$!&7[(.4.].4.A)J*)N)<3*-2)NN.4.*<.A)* -(.04,0,4-),* ,N

'>H

`

'>#"

`

4.JC63-,4:[<.66A3*2 E3H=F /;8L.\04.AA),* )* 0.4)0(.436?6,,2 %0d$7$"& 3A].663A-,-36A.4C/DJV6.=.6

%0d$7$!& ?.-]..* -(.3-,0)<3*2 -(.*,*3-,0)<J4,C07[(.04,0,4-),* ,N'>H

`

'>#"

`

4.JC63-,4:[<.66A%5ke$7G$#

0d$7$!& 3*2 E3H=F /;8L.\04.AA),* )* 0.4)0(.436?6,,2 %5ke$7G%# 0d$7$!& ].4.<6,A.6:*.J3-)=.6:<,44.63-.2 -,

-,-36A.4C/DJV6.=.67=*"/.7-0*"-&I,-( -(.04,0,4-),* ,N'>H

`

'>#"

`

4.JC63-,4:[<.66A3*2 E3H=F /;8L.\04.AA),* )*

0.4)0(.436?6,,2 ].4.4.2C<.2# )* <,*-43A-# -(.-,-36A.4C/DJV6.=.6)*<4.3A.2 )* <()624.* ])-( ;E5?4,*<(),6)-)A7[()A

ACJJ.A-.2 -(3-'>H

`

'>#"

`

4.JC63-,4:[<.66A3*2 E3H=F /;8L-,J.-(.4])-( DJV034-)<)03-.2 )* -(.03-(,J.*.A)A,N;E5

?4,*<(),6)-)A7 !=30"> =*"')(1?)40%'$# @AAB# CC %D&'EWB FEDE"

&&H)2 ,*$4-'&I4,*<(),6)-)A$ ;.A0)43-,4:A:*<:-)36=)4CA$ '>H

`

'>#"

`

4.JC63-,4:[<.66A$ E3H=F$ D//C*,J6,?C6)* V$

'()62

(%H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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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道合胞病毒%;E5&的感染在全球范围内十

分普遍) 流行病学资料显示#;E5感染的毛细支气

管炎患儿在儿童期易患哮喘#多项研究已证实 ;E5

感染存在免疫功能紊乱#但是;E5毛细支气管炎有

哪些致病机制与哮喘的发生有关联尚未完全阐明)

因此进一步研究 ;E5毛细支气管炎的发病机制*

;E5毛细支气管炎与哮喘的相关性具有非常重要

的意义)

'>H

`

'>#"

`调节性[细胞%'>H

`

'>#"

`

[4.J&

是一类具有免疫调节作用的细胞群#是机体免疫功

能重要调控者) '>H

`

'>#"

`

[4.J占正常人外周血

中'>H

`

[细胞的 "c o!$c) 人类免疫调控转录

因子E3H=F 基因主要存在于'>H

`

'>#"

`

[4.J上#是

其分化发育的关键基因!!"

) 有关毛细支气管炎患

儿'>H

`

'>#"

`

[4.J水平*E3H=F /;8L表达及其与

DJV生成的关系尚未见报道) 因此#我们通过对

;E5毛细支气管炎患儿外周血 '>H

`

'>#"

`

[4.J及

E3H=F /;8L表达和血清总DJV的检测#以探讨他们

在毛细支气管炎发病中的相互关系)

CQ对象与方法

C7CQ研究对象

!7!7!&毛细支气管炎组&&为 #$$G 年 ! 月至 #$$@

年 ! 月我院儿科住院的毛细支气管炎患儿 "G 例)

入选标准'

$

临床诊断符合.实用儿科学/的毛细支

气管炎的诊断标准!#"

$

%

入院后经碱性磷酸酶R抗碱

性磷酸酶桥联酶标法%L1LL1&检测鼻咽部分泌物

证实为;E5感染$

&

入院前未接受任何免疫抑制剂

或免疫增强剂治疗$

)

排除患有先天性心脏病*免疫

缺陷病和其他呼吸系统疾病如哮喘等) 通过采集病

史#有无湿疹*皮炎等过敏性疾病史及哮喘家族史#

又将毛细支气管炎组分为特应体质组和非特应体质

组#两组分别收集 #Y 例*F! 例) 年龄 # 个月至

# 岁#平均%Y7G bF7#&个月)

!7!7#&对照组&&为健康体检儿童 #" 例#男

!" 例#女 !$ 例$年龄 F o!Y 个月#平均%Y7# b#7F&

个月$无过敏性疾病史) 两组年龄*性别等经统计学

处理差异均无显著性意义#具有可比性)

C7@Q研究方法

!7#7!&标本采集&&患儿于入院当天分别抽取乙

二胺四乙酸二钠盐 %V>[L&抗凝静脉血 ! /Q和

# /Q$另抽静脉血 # /Q#分离血清)

!7#7#&主要试剂&&过敏原总 DJV抗体检测试剂

盒%北京邦定康克生物技术公司&$多甲藻素叶绿素

蛋白%1.4'1&标记的'>H" 单克隆抗体#人异硫氰酸

荧光%BD['&标记的 '>H 单克隆抗体%9<L?&#藻红

蛋白%1V&标记的 '>#"9<L?%美国 I>1(349)*J.*

公司&$人淋巴细胞分离液 %上海华精生物高科技有

限公司&$总;8L提取试剂盒[4)O,6#第一链录<>8L

合成试剂盒#热启动荧光定量1';%实时1';&核心

试剂盒%EfI;M4..* D染色法&#引物序列%上海闪

晶分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7EQ检测方法

!7F7!&流式细胞仪检测外周血单个核细胞"1I9'A$

中'>H

`

'>#"

`

[4.J的比例&&取V>[L抗凝静脉血

! /Q#分别加入 Y

!

Q1.4'1标记的'>H"9<L?#测定

管中加 Y

!

QBD['标记的 '>H9<L? 和 1V标记的

'>#"9<L?于 "$

!

Q的 V>[L抗凝血中$对照管中

加 Y

!

QBD['标记的 DJM9<L? 和 1V标记的

DJM#39<L?于 "$

!

Q的 V>[L抗凝血中#室温避光

孵育 !" /)*#加入红细胞裂解液#避光溶血 !$ /)*#

! #$$ 4_/)* 离心 " /)*#弃上清液#用磷酸盐缓冲

%1IE&洗涤 # 次#! #$$ 4_/)* 离心 " /)*#弃上清液$

再用 "$$

!

Q1IE重悬细胞#用流式细胞仪%BL'E'36R

)?C4&检测#记录阳性细胞百分率)

!7F7#&;[R1';检测 1I9'AE3H=F /;8L的表达

&& %!&引物设计'根据 M.*I3*a 提供的 E3H=F

/;8L序列%M.*I3*a 号'LB#GG%%F&和
"

R3<-)* 序列

%M.*I3*a 号' LfF%%@!F & 设计引物) 目的基因

E3H=F 引 物' 上 游 % "SRFS& B' '[ML''LLMM'[R

['L['[M[M#下游%"SRFS&;'L'['[MMMLL[M[M'[R

M[[['#扩增片段长度为 !GY ?0#内参基因
"

R3<-)* 引

物'上游%"SRFS&B'[ML'M[MML'L[''M'LLLM#下游

%"SRFS&;''[MMLLMM[MML'LM'MLMM#扩增片段长

度为 #$" ?0)

%#&采用 ;[R1';技术#以 [4)O,6提取总 ;8L#

逆转录合成<>8L#后进行1';扩增)

%F&荧光定量1';#仪器检测通道选择B!通道)

%H&扩增产物电泳分析'1';产物进行 !c琼脂

糖凝胶电泳#最后在凝胶成像系统中拍照成像)

%"&荧光定量检测'在凝胶成像系统中#应用图

像分析软件分析各条带平均灰度值#以同时扩增的

"

R3<-)*为内参照#以E3H=F_

"

R3<-)*的'[比值表示)

!7F7F&VQDEL法检测血清总 DJV含量&&患儿于

入院当天抽取静脉血 # /Q#室温%#$ o#"l&放置

Y$ /)*## $$$ 4_/)*离心 !$ /)*#留取血清e#$l冻

存备测)

C7WQ统计学处理

各组数据以平均数 b标准差%Hb<&表示#用

($"F(



第 !! 卷第 " 期
#$$% 年 " 月

&&&&&&&&&&&&&&&&&&&&

中国当代儿科杂志
'()* +',*-./0 1.2)3-4

5,67!! 8,7"

93:#$$%

E1EE !#7$ 统计软件处理#正态分布的两组样本均

数比较采用6检验) 用简单直线相关分析探讨两因

素之间相关关系的方向和程度)

@Q结果

@TCQ两组外周血=UW

_

=U@D

_

[$)#细胞数量的比较

;E5毛细支气管炎患儿外周血中 '>H

`

'>#"

`

[4.J细胞的数量减少#特应性体质和非特应性体质

组均低于对照组%6kY7## F7Y#均 0d$7$!&#且特

应性体质低于非特应性体质组%6k#7F#0d$7$"&

%表 !&)

&&表 CQ外周血中=UW

_

=U@D

_

[$)#细胞的水平

%Hb<#c&

组别 例数
'>H

`

'>#"

`

[4.J

对照组 #" !$7" b!7Y

非特应性体质组 F!

@7@ b#7!

3

特应性体质组 #Y

G7G b!7Y

3#?

&&3'与对照组比较#0d$7$!$ ?'与非特应性体质组比较#0d$7$"

@T@Q两组外周血中%&'(E 基因表达的比较

;E5毛细支气管炎患儿外周血中 E3H=F /;8L

的表达减少#特应性体质和非特应性体质组均低于

对照组%6kH7!# #7Y#均 0d$7$!&#且特应性体质

组低于非特应性体质组%6k#7## 0d$7$"&) 融解

曲线和1';产物电泳证实 1';扩增的特异性%表

##图 ! oH&)

&&表 @Q外周血中%&'(E (<Y8表达水平
%Hb<&

组别 例数 E3H=F /;8L_

"

R3<-)*

对照组 #" $7FH b$7!!

非特应性体质组 F!

$7#G b$7$%

3

特应性体质组 #Y

$7## b$7$@

3#?

&&3'与对照组比较#0d$7$!$?'与非特应性体质组比较#0d$7$"

@TEQ两组血清总I#!含量的比较

血清总DJV表达特应性体质组和非特应性体质

组均高于对照组%6k!$7H# G7Y#均 0d$7$!&#特应

性体质组高于非特应性体质组%6k"7##0d$7$!&#

%表 F&)

&&表 EQ血清总I#!含量表达水平
%Hb<#DU_/Q&

组别 例数 DJV

对照组 #" #G7# b!$7"

非特应性体质组 F!

!#"7" bYF7#

3

特应性体质组 #Y

#H!7# b!$#7"

3#?

&&3'与对照组比较#0d$7$!$?'与非特应性体质组比较#0d$7$!

@7WQ相关性分析

;E5毛细支气管炎非特应性体质组*特应性体

质组E3H=F /;8L表达水平的检测#与'>H

`

'>#"

`

[4.J频率的检测结果相一致#'>H

`

'>#"

`

[4.J细胞

频率与E3H=F /;8L表达水平呈正相关)

'>H

`

'>#"

`

[4.J细胞数量和DJV水平呈非常显

著负相关%5ke$7G$#0d$7$!&$ E3H=F基因的表达与

DJV水平呈非常显著负相关%5ke$7G%#0d$7$!&)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

()(1

()(2

()(+

()(,

()(*

(

"()(*

/2 /0 /. .( ., .2 .0 .. -( -, -2

.,)+-

图 CQ目的基因%&'(E (<Y8和参比基因
!

5%/'0"融解

曲线分析图Q

E3H=F 和
"

R3<-)*均只有一个尖峰#解链温度%[/值&

分别为 @#7Hl和 @G7@l#说明分别仅有一扩增产物)

!"#$%&'

()*+,-

,-

(+)))

.+)))

/*)

*))

(*)

.))

&&图 @Q参比基因
!

5%/'0"电泳图谱Q

1';产物经琼脂糖凝

胶电泳分析仅见一条带#证实扩增的特异性)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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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EQ毛细支气管炎患儿外周血[细胞%&'(E (<Y8

电泳图Q图中可见毛细支气管炎组电泳条带淡#说明 E3H=F /;8L

含量较正常对照组低) !7934a.4$ #7标准分子量%

"

R3<-)*&$F7正常

对照组%E3H=F /;8L&$ H7毛细支气管炎组%E3H=F /;8L&)

!"!"#$%&#!$%&'('( )")*+,-.!"#$*+,-./'( *"/

01234-.!"#$*+,-./'

&&图 WQ%&'(E (<Y8实时荧光定量?=<结果Q图中可

见毛细支气管炎病人1';扩增加条带出现迟#说明 E3H=F /;8L含

量较正常对照组低)

EQ讨论

DJV具有亲细胞活性#能与体内肥大细胞和嗜

碱性粒细胞结合#是
,

型变态反应的介导物质#

T3C.6/3** 等!F"研究发现#DJV与变应原有协同作

用#可以加强 [淋巴细胞的功能和活性#导致气道

高反应性炎症反应) 也有研究表明#控制血清总DJV

基因与气道高反应性的基因靠近#表现常染色体显

性遗传!H"

) 故随着血清总 DJV水平增高#气道高反

应性炎症反应越强烈#从而喘息严重程度逐渐加重#

;E5感染后血清DJV的升高对其后发生哮喘有重要

的作用!""

)

'>H

`

'>#"

`

[4.J是 E3a3JC<()等在 !%%" 年首

次发现报道#是一种主要表达 '>#" 分子的 '>H

`

[

细胞亚群) 目前可以将[4.J细胞分为两类#一类是

机体内天然产生的'>#"

`

[4.J%*[4.J&细胞#其来源

于胸腺#大约占人外周 '>H

`

[细胞数的 "c o

!$c$另外也可通过免疫抑制因子诱导的方法获得

[4.J%)[4.J&细胞) 它是不同于 [

T

! 和 [

T

# 细胞的

一种免疫调节细胞#它能使机体通过调节外周免疫

耐受来控制免疫性疾病!Y"

) +3NN34等!G"研究表明#

'>H

`

'>#"

`

[4.J能够在体内强烈地抑制促进气道

嗜酸性炎症形成的 [

T

# 的产生及 [

T

# 所诱导的嗜

酸粒细胞在气道聚集的情况) [3:6,4等!@"也推测

[4.J细胞可通过分泌的 DQR!$ 及 [MBR

"

#抑制 [

T

#

细胞产生DQRH#DQR"#DQR!F#从而减少 DJV的产生$抑

制嗜酸性粒细胞*嗜碱性粒细胞及肥大细胞的致炎

作用#直接抑制变态反应性炎症)

随着免疫学的快速发展#大量研究已证明毛细

支气管炎的发病和免疫功能紊乱有关!%"

) ;E5感

染时引起低DB8R

'

#高DQRH#由于 DB8R

'

和 DQRH 比例

的失衡#导致;E5感染引起[

T

# 类细胞因子强势状

态#[

T

# 产生的细胞因子 DQRH#DQR" 等介导 DJV的产

生#因此 ;E5感染存在免疫功能紊乱#而免疫功能

紊乱可能与免疫调节异常有关)

我们通过检测发现#;E5毛细支气管炎患儿外

周血'>H

`

'>#"

`

[4.J含量与正常组比较明显降

低#血清总DJV含量升高) 其结果说明'>H

`

'>#"

`

[4.J参与毛细支气管炎的发生发展过程#毛细支气

管炎患者免疫调节功能失调可能与患者外周血调节

[细胞比例数量不足#免疫抑制功能下降有关#从而

导致效应性'>H

`

[细胞尤其是 [

T

# 细胞大量增殖

活化#DJV抗体分泌增加#产生大量致炎因子从而导

致喘息发作#因此外周血 '>H

`

'>#"

`

[4.J比例可

能是一个较好的反映细胞免疫功能的参考指标)

由于个体 [细胞对变应原刺激的免疫反应类

型开始于母体子宫内#父母为非特应性体质者#新生

儿脐血[细胞呈[

T

! 优势分化#而父母为特应性体

质者#大多数新生儿 [细胞显示 [

T

# 分化类型!!$"

#

推测毛细支气管炎 [

T

# 功能增高与遗传特应性体

质有关) K34)A等!!!"在小鼠实验中也证实 ;E5感

染引起临床喘息症状与特应性体质有一定的相关

性#特应性体质者易有免疫混乱现象) Q)*J等!!#"研

究报道#特应性体质患儿外周血中'>H

`

'>#"

`

[4.J

的体外抑制功能有缺陷) 本实验发现特应性体质人

在感染;E5时'>H

`

'>#"

`

[4.J的比例*血清总DJV

含量失调现象更明显#与吴奎等!!F"在研究哮喘小鼠

模型中发现'>H

`

'>#"

`

[4.J的数量较正常小鼠显

著减少现象相一致#因此认为毛细支气管炎与哮喘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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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发病机制方面有相似的地方) 提示特应性体质人

在 ;E5感染时易引起临床喘息症状#并有可能在

;E5毛细支气管炎转变为哮喘过程中起着一定的

作用)

人类免疫调控转录因子E3H=F 基因主要存在于

'>H

`

'>#"

`

[4.J上) 已有实验发现 E3H=F 突变小

鼠伴随出现过敏性气道炎症*明显的 DJV和嗜酸性

粒细胞增高*[

T

!_[

T

# 型细胞因子失衡!!H"

) B,*R

-.*,-等!!""发现#E3H=F 突变鼠和 E3H=F 缺失鼠体内

的 '>H

`

'>#"

`

[4.J数目减少) E3H=F 是 '>H

`

'>#"

`

[4.J分化发育的关键基因)

我们的研究结果显示 ;E5毛细支气管炎外周

血E3H=F 的表达也明显低于对照组#同时它的表达

水平与'>H

`

'>#"

`

[4.J数量存在依赖关系) 说明

;E5毛细支气管炎体内由于 E3H=F 水平降低#引起

'>H

`

'>#"

`

[4.J数量*免疫调节功能受损#造成细

胞免疫失调#导致[

T

# 细胞大量增殖活化#DJV抗体

分泌增加#从而出现气道高反应性# 引起哮鸣等类

似于哮喘的系列临床表现) 因此#毛细支气管炎患

儿存在表达 E3H=F 的调节性 [细胞减少和_或功能

降低#该群调节性 [细胞的异常#可能是毛细支气

管炎的发病或演变为哮喘的重要原因之一!!Y 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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