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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腮腺炎病毒性脑炎 (腮脑)是小儿中枢神经系统

感染性疾病 ,治疗以抗病毒、对症治疗为主[1 ] 。地

塞米松 (简称 DXM) 具有非特异性的抗炎、退热、抗

脑水肿作用 ,用于腮脑患儿的治疗[2 ] 。DXM 治疗

后对腮脑患儿的 T 淋巴细胞亚群影响本文进行了

分析 ,现报道如下。

1 　对象和方法

1 . 1 　对象

对 2000～2003 年收住院的患儿中依据发热 ,腮

腺肿大伴有 : ①颅内压增高症状和/ 或伴有意识障

碍 ; ②脑膜刺激征阳性 ; ③脑脊液是病毒性脑炎改变

等腮脑临床诊断标准[3 ]确立诊断 ,诊断为腮脑的病

例中删除有昏迷伴抽搐或有脑干症状重症病例。共

82 例 ,其中男 48 例 ,女 34 例 ,年龄 4～12 岁。发热

72 例 ,头痛 50 例 ,呕吐 51 例 ,嗜睡 14 例 ,锥体束征

阳性 44 例。检查脑脊液 54 例 ,其中 52 例侧脑压

190～240 mmH2O。蛋白 0. 6～1. 0 g/ L ,细胞数 68

～500 个/ mm ,以单核为主 ,糖和氯化物均正常。将

82 例病例随机分为 2 组 ,DXM 治疗组 (治疗组) 和

无 DXM 治疗组 (对照组) 。治疗组共 46 例 ,其中男

32 例 ,女 14 例 ,平均年龄 8. 3 ±0. 75 岁。对照组共

36 例。两组年龄、性别、病情经统计学处理差异均

无显著性 (均 P > 0. 05) ,提示两组之间具有可比

性。正常儿童对照为健康体检儿童 ,20 例 ,男性 13

例 ,女性 7 例 ,平均年龄 6. 5 ±2. 1 岁。

1 . 2 　治疗方法

两组患儿均给予抗病毒、脱水剂、镇静、退热等

对症治疗。治疗组在常规治疗上加 DXM 每日0. 5

～1. 0 mg/ kg , 静脉推注。热退后减量至每日

0. 5 mg/ kg ,用 5～7 d。

T 淋巴细胞亚群测定 :两组患儿于入院时、治疗

后 1 周 (急性期) 、治疗后 4 周 (恢复期)时 ,抽取静脉

血 ,用流式细胞仪检测被单克隆抗体标志的 CD3 + ,

CD4 + ,CD8 +百分率 ( %) 。

1 . 3 　临床疗效评价

从用药开始到治疗后 4 周内 ,动态评定疗效及

院内感染人次。治愈 :入院 3 周后临床症状、体征消

失 ,脑脊液恢复正常 ,脑电图检查正常、无局限性神

经系统体征 ;好转 :症状体征消失 ,脑脊液或/ 和脑电

图仍有异常、或/ 和留有局限性神经系统体征。

1 . 4 　统计学方法

计量资料用 �x ± s 表示 ,多组比较用方差分

析 ,组内两两比较用 P2L SD 法检验 ,计数资料用卡

方检验。

2 　结果

　　两组患儿治疗前后 T 淋巴细胞亚群检测结果

见表 1。入院时两组患儿与正常儿童比较 ,均表现

为 CD4 +减少 ,CD8 + 增加 ,CD4 + / CD8 + 倒置。而两

组患儿之间比较差异无显著性意义 ;治疗 1 周后 ,两

组各与同组入院前比较 ,CD4 + 更少 ,CD8 + 更高 ,而

CD4 +治疗组比对照组下降更多 ,差异有显著性意义

( t = 4. 5 , P < 0. 05) ;恢复期治疗组 CD4 + 与正常

儿童对照仍低 ,差异有显著性意义 ( t = 3. 8 , P <

0. 05) 。对照组 CD4 +比入院前和 1 周时增高 ,与正

常对照组比较差异无显著性意义 (均 P > 0. 05) 。

3 周时腮脑患儿临床疗效评估 ,治疗组治愈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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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60. 8 %) ,对照组治愈 20 例 (55. 5 %) ,差异无显

著性意义 (χ2 = 0. 23 , P > 0. 05) 。院内感染发生率

治疗组 12 例 ,对照组 3 例 ,差异有显著性意义 (χ2 =

4. 57 , P < 0. 05) 。

表 1 　两组患儿治疗前后 T 淋巴细胞亚群检测结果

( �x ± s )

组别 例数 CD4 + CD8 + CD4 + / CD8 +

健康对照组　 20 38. 41 ±5. 61 30. 40 ±5. 96 1. 38 ±0. 36

治疗组治疗前 46 32. 91 ±3. 07 34. 53 ±3. 89 0. 94 ±0. 63

治疗后 1 周　 46 28. 73 ±3. 46 36. 36 ±4. 27 0. 81 ±0. 31

治疗后 4 周　 38 31. 42 ±5. 05 33. 34 ±4. 02 0. 94 ±0. 34

对照组治疗前 36 33. 04 ±4. 02 34. 78 ±4. 01 0. 98 ±0. 52

治疗后 1 周　 36 29. 83 ±8. 45 35. 87 ±10. 11 0. 96 ±0. 47

治疗后 4 周　 26 37. 42 ±3. 21 29. 64 ±2. 50 1. 29 ±0. 38

3 　讨论

　　腮脑患儿 T 淋巴细胞亚群变化主要表现为急

性期 CD4 + 淋巴细胞数减少 , CD8 + 淋巴细胞数增

加 ,CD4 + / CD8 +比值下降为特征的免疫机能抑制状

态。与国内有关报道[4 ,5 ]相符 ,说明腮脑急性期存

在细胞免疫功能紊乱。两组患儿治疗后 1 周较治疗

前 CD4 +细胞数降低 ,与健康对照组比较更明显。

恢复期两组患儿 CD4 + 细胞数较入院时及 1 周时增

高、但 DXM 治疗组仍未恢复到健康对照组水平 ,说

明 DXM 可抑制腮脑患儿 CD4 + 淋巴细胞增生。

DXM 加剧这些变化的原因可能与糖皮质激素诱导

T 淋巴细胞凋亡有关[6 ] , T 淋巴细胞按 CD 分子不

同分为 CD4 + 和 CD8 + 淋巴细胞两大亚群 ,CD4 + 淋

巴细胞具有激活巨噬细胞、促进 B 细胞和 N K细胞

功能、促分泌淋巴细胞生长因子和分化因子如γ2干

扰素、IL22 等功能 ;CD4 + 淋巴细胞数比率低下导致

γ2干扰素、IL22 等细胞因子的水平下调 ,细胞免疫功

能下降容易继发感染 ,可能是 DXM 治疗的病例中

院内感染增高的原因之一。

本研究中观察到 DXM 虽在急性期有抗炎症反

应、退热、抗脑水肿方面的作用 ,但 3 周时综合疗效

评定两组间治愈率无显著差别。说明 DXM 虽抑制

腮脑患儿 CD4 + 淋巴细胞增生 ,但对腮脑的预后无

影响。

综上所述 ,DXM 治疗腮脑后主要表现为抑制

CD4 +细胞增生 ,使 CD4 + 细胞恢复延迟 ,DXM 治疗

腮脑患儿虽可减轻急性炎症反应的症状 ,但治愈率

并无提高 ,而院内感染发生率却增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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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

中国当代儿科杂志被美国《化学文摘》收录

　　从 2004 年第 6 卷第 1 期起 ,中国当代儿科杂志被国际著名检索系统美国《化学文摘》(CA) 收录。这标

志着中国当代儿科杂志学术水平不断地提高 ,在与国际接轨的进程中又迈出了重要的一步。现将收录函公

布如下 :

Dear Dr. Yang ,

We are pleased to report that The Chi nese Jou rnal of Contem porary Pediat rics has been evaluated and found

suitable for abstracting and indexing in Chemical A bst racts . We would , therefore , like to make arrangements to

receive all future issues as they the published beginning with Volume 6 Issue 1 2004.

Chemical Abstracts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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