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咳嗽变异性哮喘是一种与白细胞介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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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的以气道炎症为特征的疾病'研究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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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诱导的基因中鳞状细胞癌抗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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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最多&因此推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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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咳嗽变异性哮喘中的发病中也起

重要作用'本文旨在评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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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免疫球蛋白
B

$

>

A

B

%在咳嗽变异性哮喘患儿中的检测价值'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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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酶

联免疫吸附试验$

B?>CD

%法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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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咳嗽变异性哮喘患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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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哮喘患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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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正常儿童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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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

A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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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并对结果进行统计学处理'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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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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咳嗽变异性哮喘发作

期患儿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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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EF#="7$&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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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显著高于缓解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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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均显著高于正常对

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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咳嗽变异性哮喘患儿发作期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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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儿发作期$

#!<7&#F%=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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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差异无显著性'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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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检测

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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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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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水平对咳嗽变异性哮喘的诊断和治疗有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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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D

A

可能在咳嗽变异性哮喘

的发病机制中起重要作用#咳嗽变异性哮喘可能存在与哮喘相同的发病机制&是典型哮喘的前驱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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咳 嗽 变 异 性 哮 喘 $

:,L

A

(M34)3*-3N-(/3

&

'5D

%是小儿慢性咳嗽的主要疾病之一&其唯一症

状是慢性咳嗽而没有典型的喘息&易漏诊*误诊&严

重危害小儿健康&因此开展其发病机制的研究&制定

理想的实验室检测指标将对其诊断和治疗有重要意

义!

&

"

'本文通过测定
"&

例咳嗽变异性哮喘患儿血

清
>?@&<

*

C::D

A

及
>

A

B

水平并与哮喘*正常儿童作

比较&以评价其在咳嗽变异性哮喘中的检测价值'

M

!

对象和方法

M7M

!

分组

&7&7&

!

咳嗽变异性哮喘组
!

选择自
#$$#

年
&$

月

至
#$$<

年
&&

月在我院儿科就诊的咳嗽变异性哮喘

患儿
"&

例&其中发作期
#"

例&男
&<

例&女
&#

例&年

龄
!

个月
%

"7"

岁&平均年龄
#7!F$7#

岁&缓解期
#!

例&男
&%

例&女
&#

例&年龄
G

个月
%

!

岁&平均年龄

#7GF$7&

岁'

&7&7#

!

哮喘组
!

为同期住院的患儿&

#!

例&男
&%

例&女
&#

例&年龄
!

个月
%

%7"

岁&平均年龄
#7!F

$7%

岁&处于发作期&以上两组患儿诊断根据
&==E

年

全国儿科哮喘防治协作组修订的标准!

#

"

&四周内均

未使用激素治疗'

&7&7<

!

正常对照组
!

选择同期在我院体检的正常

儿童
<<

例作为对照组&男
&G

例&女
&!

例&年龄
!

个

月
%

%

岁&平均年龄
#7GF$7#

岁&无哮喘史*个人及

家族过敏史'

各组年龄*性别等方面经统计学处理差异无显

著意义$

!

#

$7$"

%'

M7!

!

方法

&7#7&

!

标本采集
!

取静脉血
#/6

$避免溶血%&

<$$$4

+

/)*

离心
&"/)*

&立即分离血清置
;G$W

低

温冰箱保存待测'

&7#7#

!

试剂与仪器
!

C::D

A

试剂盒$

C)

A

/3

%&

>?@&<

及
>

A

B

试剂盒$深圳晶美生物工程%&酶联免疫分析

仪$德国
XJ"$$$

分析仪%'

&7#7<

!

检测方法
!

采用
B?>CD

法&具体操作严格

按说明书步骤进行'

M7&

!

统计学处理

采用
C1CC&&7$

统计软件包处理&结果以均数

F

标准差$

$

IF@

%表示&各组样本均数比较经方差

齐性分析后采用
J

检验和
:

检验'

!

!

结果

!!

咳嗽变异性哮喘患儿发作期血清
>?@&<

*

C::D

A

水平显著高于缓解期及正常对照组$

!

"

$7$&

%&但

缓解期及正常对照组间差异无显著性$

!

#

$7$"

%'

咳嗽变异性哮喘发作期患儿血清
>

A

B

水平显著高于

缓解期&两组均显著高于正常对照组$

!

"

$7$&

%

$见表
&

%'

表
M

!

咳嗽变异性哮喘不同的发病时期对血清
>?@&<

*

C::D

A

及
>

A

B

水平的影响

N7B-+M

!

C.4L/>?@&<

&

C::D

A

3*2>

A

B6.M.6N)*-(.'5D

3*28,4/36:,*-4,6

A

4,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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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

$

IF@

%

组别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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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

6

%

C::D

A

$

*

A

+

/6

%

>

A

B

$

HI

+

?

%

对照组
<< GG7#GF&E7&! #7#=F$7<% &$#7==F<E7E&

发作组
#" #<E7EEF%$7$G

3

&

R

#7E&F$7<E

3

&

R

!##7%EF#="7$&

3

&

R

缓解组
#! E"7&"F&G7=E #7#=F$7<& <G<7E&F&"G7=#

!!

注(

3

与对照组比较
!

"

$7$&

#

!

R

与缓解组比较
!

"

$7$&

!!

咳嗽变异性哮喘患儿发作期血清
>?@&<

*

C::D

A

及
>

A

B

水平与哮喘患儿发作期间差异无显著性$

!

#

$7$"

%&见表
#

'

表
!

!

咳嗽变异性哮喘发作组与哮喘发作组血清
>?@&<

*

C:@

:D

A

及
>

A

B

水平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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咳嗽变异性哮喘
#" #<E7EEF%$7$G #7E&F$7<E !##7%EF#="7$&

哮喘
!!!!!

#! #!<7&#F%=7== <7$&F$7<G G&G7$%F<&%7$&

&

!

讨论

!!

>?@&<

是一种多功能免疫调节因子&主要是由

活化的
'Y%

K辅助性
V

细胞$

V(#

%分泌&其分泌增

多会使
V(#

表达增强&从而使
V(&

+

V(#

失衡&导致

)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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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免疫功能紊乱'

>?@&<

作为
V(

细胞源性因子&

因与
>?@%

共用受体&其在哮喘中的作用一直未被重

视'

HL

0

.4/3*

!

<

"利用信号转导子和转录激活子
@!

$

CVDV!

%基因缺陷小鼠模型证实在过敏原刺激之

前阻断
>?@%

&不能有效减弱气道高反应性和嗜酸性

粒细胞浸润&而阻断
>?@&<

却出现相反的结果&提示

>?@&<

在过敏反应中的驱动作用可能大于
>?@%

&

>?@

&<

在哮喘的发病中起重要作用'多数学者认为&

>?@&<

能广泛参与抗原呈递及炎症反应使
>

A

B

升高

从而诱发气道炎症'

8,4)P,

等!

%

"研究表明(

>?@&<

所诱导的基因中
C::D

A

表达最多'

C::D

A

是一种

新型的肿瘤相关抗原&新近发现在哮喘发病中起重

要作用'咳嗽变异性哮喘是典型哮喘的特殊形式&

两者发病机制可能相同&由此推测
>?@&<

*

C::D

A

在

咳嗽变异性哮喘中起重要作用&而
C::D

A

诱发哮喘

也可能是通过使
>

A

B

升高而实现的'因此&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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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

A

及
>

A

B

在咳嗽变异性哮喘的作用并与

哮喘作比较意义重大'本研究显示&咳嗽变异性哮

喘患儿发作期血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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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

A

水平显著高于缓解

期及正常对照组&但缓解期及正常对照组间差异无

显著性&提示
>?@&<

及
C::D

A

可能参与咳嗽变异性

哮喘发病&且随着病情的缓解而减弱&因而可作为检

测病情发展及转归的指标&检测血清
>?@&<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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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A

水平再结合其它辅助检查如支气管扩张实验*

运动*组胺或乙酰胆碱激发实验等&同时根据其临床

表现和体征&以早期明确诊断&避免误诊*漏诊&及时

应用平喘药物'咳嗽变异性哮喘发作期患儿血清

>

A

B

水平显著高于缓解期&两组均显著高于正常对

照组&说明咳嗽变异性哮喘患儿有过敏体质'咳嗽

变异性哮喘患儿发作期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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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及
>

A

B

水

平与哮喘患儿发作期间差异无显著性&提示两者关

系密切&发病机制可能相同&咳嗽变异性哮喘是典型

哮喘的前驱表现'这只是两者关系的初步探讨&至

于两者更密切*更深入的关系尚需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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