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6 卷第 2 期
2004 年 4 月 　　　　　　　　　　　　　　　　　　　　中国当代儿科杂志

Chin J Contemp Pediatr
Vol. 6 No. 2
Apr. 2004

[收稿日期 ] 　2003 - 05 - 30 ; 　[修回日期 ] 　2003 - 08 - 22
[作者简介 ] 　芦爱萍 (1959 - ) ,女 ,大学 ,副主任医师 ,主攻方向 :小儿哮喘。

·临床研究报道·

哮喘患儿 IL213 IL218 及 IgE 水平的初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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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罗湖区人民医院儿科 ,广东 深圳 　518001)

　　[摘 　要 ] 　目的 　哮喘动物实验中白介素 13 ( IL213) 、白介素 18 ( IL218) 在肺内 IgE 的产生、粘膜内嗜酸性粒

细胞的积聚与气道重建的发生中起重要作用。该文探讨哮喘患儿 IL213、IL218 水平变化及其与体液免疫的关系。

方法 　分哮喘组 54 人 ,对照组 28 人 ,通过 EL ISA 检测其血浆 IL213、IL218、IgE 及 IgM 水平。结果 　哮喘组与对

照组相比 , IL213 , IL218 增高 ,差异有显著性 (均 P < 0. 05) 。哮喘患儿 IgE、IgM 高于对照组 ( P < 0. 05) 。结论 　

IL213、IL218 与儿童哮喘发病机制有关。 [中国当代儿科杂志 ,2004 , 6 (2) : 141 - 1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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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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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哮喘的病因及发病机

制是多年来国内外学者的研究重点。近年来 ,不少

学者认为细胞因子网络失衡在哮喘的发病中起着重

要的作用。为此 ,本文自 2001 年 9 月至 2002 年 1 月

检测了住院的 54 例哮喘患儿 IL213、IL218 水平变化 ,

并探讨其与体液免疫的关系。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 . 1 　临床资料

2001 年 9 月至 2002 年 1 月呼吸科住院的哮喘

儿童 (哮喘组) 54 例 ,哮喘诊断均符合全国儿科哮喘

防治协作组 1998 年修订的标准[1 ] ,其中男 38 例 ,女

16 例 ;年龄 4. 1 ±2. 0 岁。对照组为健康体检儿童

28 例 ,其中男 19 人 ,女 9 人 ;年龄 3. 9 ±1. 8 岁。两

组儿童年龄、性别、体重经比较均无差异。两组儿童

分别于入院时及体检时抽血检测 IL213 , IL218 及

IgM , Ig G。

1 . 2 　方法

采用 EL ISA 法定量测定 IL213、IL218 (法国进

口试剂盒) ;彩色检测扩散板 (北京华夏科海医用检

验试剂开发研制有限责任公司)检测 IgM ;人免疫球

蛋白 E 酶联免疫定量测定试剂盒 (新传生物技术有

限公司) 检测 IgE。仪器 :全自动荧光酶标分析仪

(进口仪器) PR - 521。

统计学方法为组间比较采用 t 检验 ,相关分析采

用 Perason 直线相关分析 ,检测数值以 �x ±s 表示。

2 　结果

　　哮喘组5 4例 IL21 3 , IL21 8明显高于对照组 ,

P < 0. 01 ,差异有显著性意义。见表 1。哮喘患儿

与正常组 IgM , IgE 含量测定比较见表 2。IgM , IgE

亦高于对照组 , P < 0. 05。对哮喘组中 IL213 , IL2
18 , IgM , IgE 两两间 Perason 直线相关分析发现 IL2
18 , IgM 与 IgE 有相关性 ( r = 0. 301 , P < 0. 05 ; r

= 0. 418 , P < 0. 01) 。

表 1 　哮喘组与对照组 IL213 , IL218 含量测定 　( �x ± s )

组别 例数 IL213 IL218

对照组 28 341 ±234 261 ±214

哮喘组 54 841 ±541 922 ±520

t 3. 592 8. 641

P < 0. 01 < 0. 01

表 2 　哮喘患儿与正常组 IgM ,IgE含量测定 　( �x ± s )

组别 例数 IgM IgE

对照组 28 1. 05 ±0. 29 20 ±34

哮喘组 54 1. 37 ±0. 58 173 ±251

t 1. 962 6. 154

P < 0. 05 < 0. 01

·141·



第 6 卷第 2 期
2004 年 4 月 　　　　　　　　　　　　　　　　　　　　中国当代儿科杂志

Chin J Contemp Pediatr
Vol. 6 No. 2
Apr. 2004

3 　讨论

　　Th1/ Th2 型细胞因子在支气管哮喘病理生理过

程中的作用越来越受到科研人员的关注。哮喘病人

Th1 细胞减少 ,而 Th2 升高。IL213 主要由活化的

Th2 细胞分泌 ,本文检测到哮喘患儿血中的 IL213 升

高 ,进一步说明 Th1/ Th2 型细胞因子存在不平衡可

能是小儿哮喘慢性气道炎症形成的主要原因。

IL218 能诱生 IL24 从而参与哮喘病的发生[2 ] 。

动物实验证明 :单独注射 IL218 能增加野生型 IFN2
γ小鼠的嗜碱性粒细胞产生 IL24 参与过敏反应[3 ] 。

Wild 等[4 ]通过对北美豚草过敏性哮喘的小鼠模型 ,证

实了 IL218 能介导体内的 Th2 应答而引发哮喘。我

们在哮喘儿童的血中检测到 IL218 明显增高 ,说明在

小儿哮喘的发病机制中 IL218 亦起了一定的作用。

哮喘患儿 IgE 明显高于正常组 ,差异有非常显

著性意义 ,同时发现它与 IgM , IL218 呈正相关性 ,

从而说明三者可能同时参与了哮喘的发病过程。

支气管哮喘为一复杂的炎性疾病 ,病因诸多 ,但

对过敏原的过度免疫反应为起源。本结果提示细胞

因子间存在着复杂的相互调节作用 ,哮喘发作时细

胞因子的产生、释放异常 ,不仅与单核2巨噬细胞、T

细胞、B 细胞大量激活有关 ,而且与细胞因子间相互

调节有关。本结果又提示 IL213 和 IL218 可能作为

药物治疗新靶点 ,通过调整哮喘患儿 Th 细胞的平

衡状态 ,从而减少 IgE 合成 ,减少哮喘的发生。

(病例资料来源于山西省儿童医院呼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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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届全国新生儿学术会议征文通知

　　中华医学会儿科学分会新生儿学组与《中华儿科杂志》编辑委员会定于 2004 年第三季度在海南省三亚

市召开第七届全国新生儿学术会议 ,并邀请国内外著名新生儿科专家作专题学术讲座。现将有关征文事宜

通知如下。

1. 征文内容 : (1)早产儿与低出生体重儿的临床问题 ,包括早产儿与低出生体重儿的喂养与营养 ,各种

并发疾病的诊治与急救等 ; (2)各种新生儿疾病防治的基础与临床研究。

2. 征文要求 : (1)文章内容要具有科学性、创新性和实用性 ,同时要求数据准确、语言通顺、书写规范 ;

(2)来稿必须是未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 ; (3)来稿请寄 800 字以内的摘要 (应包括目的、方法、结果和结论 ,且

结果部分应有主要数据)和 3000 字左右全文各 1 份 ,并请加盖公章或附单位介绍信 ,稿件务必注明工作单

位、地址和邮政编码 ,最好用计算机打印成稿 (并以 Word 格式存入3. 5寸软盘) ,将稿件及软盘寄至北京东四

西大街 42 号中华儿科杂志编辑部李贵存收 ,邮政编码 :100710。信封上务必注明“第七届全国新生儿学术会

议征文”字样 ,以免与本刊稿件相混 ; (4)可以网上投稿 (不必再寄软盘和纸稿) ,“主题”请注明“新生儿会议征

文”,E - mail :liguicun @cma. org. cn ; (5)每篇论文须同时寄稿件处理费 10 元 (通过邮局汇款) 。

3. 不采用的稿件一律不退稿 ,请自留底稿。

4. 被录用的文章将被编入“论文汇编”,其中优秀论文将在本刊有关栏目刊出。参加会议者将颁发论文

证书并获国家级继续教育学分。

中华医学会儿科学分会新生儿学组

中华医学会《中华儿科杂志》编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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