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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细支气管炎患儿 LD?BP# 和 C?YVQI检测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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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讨毛细支气管炎(简称毛支炎)患儿细胞间黏附分子V!(Y&D8V!)和激活调节正常F细胞

表达和分泌因子(CD7F\?)检测的意义及相关性% 方法%采用流式细胞术检测 "; 例毛支炎患儿'"# 例支气管肺

炎患儿及 "< 例健康婴儿外周血淋巴细胞Y&D8V! 表达情况$\LY?D法测定其血清 CD7F\? 水平$并进行相关性分

析% 结果%毛支炎组Y&D8V! 表达(#B6$ f!$6#c)高于肺炎组("969 f;6=c# Ee$6$B)及对照组("<6= f=69c#

Ee$6$!)$肺炎组Y&D8V! 表达高于对照组(Ee$6$B)% 毛支炎组和肺炎组 CD7F\? 水平分别为 #"6! f=6$ 和

#$6= f=6" )M[.L$高于对照组的 "@6! fB6! )M[.L(分别 Ee$6$!$ e$6$B)$毛支炎组与肺炎组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 Y&D8V! 与CD7F\?在毛支炎组呈正相关(=Z$6=@B$Ee$6$!)% 结论%Y&D8V! 和 CD7F\? 参与了毛支炎的

发病过程且具有协同作用% !中国当代儿科杂志#!"#"##!$$%&#N# &#N$"

!关%键%词"%毛细支气管炎#细胞间黏附分子V!#激活调节正常F细胞表达和分泌因子#儿童

!中图分类号"%C@"B6=%%!文献标识码"%D%%!文章编号"%!$$; :;;#$("$!$)$# :$!;! :$#

O.-.:-)+/+9LD?BP! 1/6C?YVQI)/)/91/-2<)-7=,+/:7)+0)-)2

H1"0,'E)*+$ H.#$!4-*+'0)*893@/=AB3*A-KE3<)/A=)D?$ R6)=< #KK):)/A3< .-?@)A/:-KH63*+M6-& "*)L3=?)AC$ H63*+M6-&

<B$$B"$ ;6)*/ (5B)/:* M:)*Q/P3EC/6--8D-B8D*)

%%?=2-,1:-* @=A.:-);.%F+-S/5+3-,'-3+5-+P(),-3Q-55H52321'-I(+) .+5-QH5-V! (Y&D8V!) 2)1 3-MH52,-1 H/+)

2Q,(O2,(+) )+3.25FQ-55-S/3-II-1 2)1 I-Q3-,-1 (CD7F\?) () J3+)Q'(+5(,(I2)1 ,'-(3Q+33-52,(+) () ,'-/2,'+M-)-I(I+P,'(I

1(I+31-36B.-7+62%F'--S/3-II(+) +PY&D8V! K2I1-,-Q,-1 JNP5+KQN,+.-,3N+) 5N./'+QN,-I+P/-3(/'-325J5++1 () ";

()P2),IK(,' J3+)Q'(+5(,(I$ "# ()P2),IK(,' J3+)Q'+/)-H.+)(22)1 "< '-25,'N()P2),I6?-3H.5-O-5+PCD7F\? K2I2II2N-1

HI()M\LY?D6F'-Q+33-52,(+) J-,K--) Y&D8V! 2)1 CD7F\? 5-O-5IK2I-O25H2,-1 HI()M0-23I+) Q+33-52,(+) Q+-PP(Q(-),6

C.250-2%F'-Y&D8V! 5-O-5() ,'-J3+)Q'(+5(,(IM3+H/ (#B6$ f!$6#c) K2I.HQ' '(M'-3,'2) ,'2,() ,'-J3+)Q'+/)-H.+)(2

("969 f;6=c# Ee$6$B) 2)1 ,'-Q+),3+5M3+H/I("<6= f=69c# Ee$6$!)6F'-J3+)Q'+/)-H.+)(2M3+H/ '21 '(M'-3

Y&D8V! 5-O-5,'2) ,'-Q+),3+5M3+H/ (Ee$6$B)6F'-CD7F\? 5-O-5() ,'-J3+)Q'(+5(,(I(#"6! f=6$ )M[.L) 2)1 ,'-

J3+)Q'+/)-H.+)(2M3+H/I(#$6= f=6" )M[.L) K2II(M)(P(Q2),5N'(M'-3,'2) ,'2,() ,'-Q+),3+5M3+H/ ("@6! fB6! )M[.L)

(Ee$6$!$ Ee$6$B$ 3-I/-Q,(O-5N)$ '+K-O-3$ )+I(M)(P(Q2),1(PP-3-)Q-K2IP+H)1 J-,K--) ,'-J3+)Q'+/)-H.+)(22)1

J3+)Q'(+5(,(IM3+H/I6F'-3-K2I2/+I(,(O-Q+33-52,(+) J-,K--) Y&D8V! 2)1 CD7F\? 5-O-5I() ,'-J3+)Q'(+5(,(IM3+H/ (=Z

$6=@B$ Ee$6$!)6D+/:052)+/2%Y&D8V! 2)1 CD7F\? 23-()O+5O-1 () ,'-/2,'+M-)-I(I+PJ3+)Q'(+5(,(I2)1 I'+K2

IN)-3M(I,(Q-PP-Q,6 !D7)/E D+/-.4*F.6)1-,$ !"#"$ #! ($)*#N# &#N$"

%%G.> <+,62*%X3+)Q'(+5(,(I# Y),-3Q-55H52321'-I(+) .+5-QH5-V!# C-MH52,-1 H/+) 2Q,(O2,(+) )+3.25FQ-55-S/3-II-1

2)1 I-Q3-,-1# &'(51

%%毛细支气管炎(以下简称毛支炎)是 " 岁以内

婴幼儿常见的下呼吸道感染$以咳'喘'憋为主要临

床表现$流行病学研究表明有 B$c W@$c的毛支炎

患儿可反复喘息$甚至发展为哮喘$但机制尚不清

楚!!V""

% 目前研究认为毛支炎是感染后继发的免疫

功能异常性疾病$多种细胞因子参与了毛支炎的发

病过程$毛支炎与哮喘无论在临床表现还是在发病

机制等方面具有相似性!#"

% 黏附分子和趋化因子

是参与多种免疫应答和炎症反应的两大类重要的生

物活性因子% 本研究旨在检测细胞间黏附分子V!

(Y&D8V!$&>B<)和激活调节正常 F细胞表达和分

泌因子(CD7F\?)在毛支炎患儿体内表达水平$分

析它们的相关性$以探讨其在毛支炎发病机制中的

可能作用和临床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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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资料与方法

#6#H研究对象

"$$; 年 !" 月至 "$$9 年 = 月就诊于郑州大学三

附院儿内科患儿及门诊健康体检儿共 @B 例% 毛支

炎组 "; 例$男 !B 例$女 !# 例$年龄 # W!" 个月$平

均 =6! f#6! 个月$均为第一次喘息发作的初治患

儿$具有明显咳喘憋症状$肺部体征可闻及轻中度哮

鸣音$胸部A线片征象为全肺有不同程度的梗阻性

肺气肿或肺纹理粗厚$符合毛支炎诊断标准!<"

#支

气管肺炎组 "# 例$男 !# 例$女 !$ 例$年龄 !6# W"<

个月$平均 @6$ f@6$ 个月$均为初治肺炎患儿$肺部

体征可闻及密布固定性的中'细湿音$胸部 A线

片征象为肺野中内带小片影或小斑片影$部分融合

成较大片状影$符合支气管肺炎诊断标准!<"

#对照

组 "< 例$男 !# 例$女 !! 例$年龄 " W#= 个月$平均

96$ f969 个月$均为门诊健康体检儿% 纳入本实验

的所有儿童采血前 ! 月均无免疫药物治疗史#毛支

炎组中有过敏体质 "! 例(男 !" 例$女 9 例)$肺炎组

及对照组儿童既往均无毛支炎史及过敏体质% # 组

儿童年龄'性别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6!H主要试剂及仪器

鼠抗人&>B<V0\购自X(+L-M-)1公司$CD7F\?

试剂盒购自上海森雄科技实业有限公司(进口分

装)$流式细胞仪为RD&?Q2)购自X>公司%

#6$H实验方法

各组儿童均于入院及体检当天采静脉血 # .L$

其中 " .L不抗凝$# $$$ 3[.() 离心 !B .()$ :;$b

冻存血清% 另 ! .L新鲜全血 \>FDV"72抗凝后上

流式机待用#采用流式细胞仪收获细胞$用 &-55

lH-I,05+,软件程序分析数据获取 Y&D8V! 表达率#

血清CD7F\?浓度的检测采用 \LY?D法$按照试剂

盒说明书操作%

#6'H统计学处理

采用 ?0?? !=6$ 统计软件分析$数据以均数 f

标准差(Ff?)表示$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

两两比较采用S检验$采用0-23I+)相关系数进行相

关性分析$Ee$6$B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H结果

!X#H各组LD?BP# 表达和C?YVQI水平比较

毛支炎组Y&D8V! 表达高于肺炎组(Ee$6$B)

及对照组(Ee$6$!)#肺炎组Y&D8V! 表达高于对照

组(Ee$6$B)% 毛支炎组和肺炎组血清 CD7F\? 水

平均高于对照组(Ee$6$!$e$6$B)$但毛支炎组与肺

炎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Eo$6$B)% 见表 !%

表 #H$ 组儿童LD?BP# 和C?YVQI检测结果
%(Ff?)

组别 例数 Y&D8V!(c) CD7F\?()M[.L)

对照组 "< "<6= f=69 "@6! fB6!

肺炎组 "#

"969 f;6=

2

#$6= f=6"

2

毛支炎组 ";

#B6$ f!$6#

J$Q

#"6! f=6$

J

2值 ;69@9 <69=#

E值 e$6$$! e$6$B

%%2*与对照组比较$Ee$6$B# J*与对照组比较$Ee$6$!#Q*与肺

炎组比较$Ee$6$B

!X!HLD?BP# 与C?YVQI相关性分析

毛支炎组 Y&D8V! 与 CD7F\? 呈正相关(=为

$6=@B$Ee$6$! )$ 肺炎组和对照组 Y&D8V! 与

CD7F\?无相关性%

$H讨论

毛支炎是由多种细胞因子参与的气道炎症反应

性疾病$并伴有气道高反应性$尤其好发于 ! W= 月

的小婴儿% 其中 Y&D8V! 是黏附分子免疫球蛋白超

家族成员之一$在生理状态下表达甚少$但在 YLV!'

YR7V

(

和内毒素等作用下$Y&D8V! 可广泛表达于淋

巴细胞'血管内皮细胞等细胞表面$具有诱导免疫细

胞发育和分化'参与免疫反应与调节'促进气道炎症

反应等多种生物学作用% Y&D8V! 与其配体相互作

用$可增强F细胞对抗原物质刺激的敏感性$诱导X

细胞向浆细胞转化而分泌抗体$增加细胞间接触的

稳定性$在F细胞和X细胞激活与调节中发挥重要

作用% 毛支炎是多种细胞因子参与的免疫功能异常

性疾病$其外周血淋巴细胞表面 Y&D8V! 表达率是

否增高未见报道% L2(等!B"曾研究 Y&D8V! 在呼吸

道合胞病毒毛支炎与非呼吸道合胞病毒毛支炎中表

达水平均增高$且参与了毛支炎的发病$但其水平高

低不能可靠反映毛支炎临床病情严重程度% 本实验

采用流式细胞术方法检测外周血淋巴细胞表面

Y&D8V! 的表达$结果显示毛支炎组表达率高于肺炎

组和对照组$肺炎组高于对照组$表明Y&D8V!不仅参

与了毛支炎!="和肺炎的炎症反应$而且可能在毛支炎

气道高反应性的形成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可作为临

床评定毛支炎气道炎症反应的较客观指标!@"

%

CD7F\? 属于 &&趋化因子亚家族成员之一$

可由活化的 F细胞'嗜酸性粒细胞$呼吸道上皮细

胞等细胞表达$能趋化 F淋巴细胞及嗜酸性粒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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胞$激活诱导 F淋巴细胞增殖$促使嗜碱性粒细胞

释放组织胺$介导白细胞迁移并黏附于内皮细胞上$

是参与变态反应性疾病具有重要意义的趋化因子%

本实验中$毛支炎组血清 CD7F\? 水平高于肺炎组

及对照组$肺炎组高于对照组$但毛支炎组和肺炎组

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提示 CD7F\? 可能是通过趋

化炎症细胞参与了气道的炎症反应过程$在毛支炎

和肺炎的炎症过程中起重要作用% 有研究发现应用

8-,VCD7F\? 可封闭 CD7F\? 受体$阻断炎症反

应!;"

$为临床应用 8-,VCD7F\? 治疗毛支炎提供了

思路% 由于 CD7F\? 可以趋化激活 F淋巴细胞和

嗜酸性粒细胞$而后者活化是形成气道高反应的关

键步骤$提示引发毛支炎的气道高反应性与

CD7F\?有关!9"

% 本实验结果显示毛支炎患儿

CD7F\? 表达水平明显增高$与国内外文献报道基

本一致!!$V!!"

% 毛支炎组CD7F\? 与Y&D8V! 呈正相

关$提示两者在毛支炎发病机制中起协同作用%

总之$毛支炎患儿 Y&D8V! 和 CD7F\? 的异常

表达可能是其发生发展的重要机制% 理论上我们可

以通过免疫调节法 (如 Y&D8V! 单克隆抗体'抗

CD7F\?抗体等)治疗毛支炎$减轻临床症状及降低

反复喘息的发生$防止日后发展为哮喘$但很多问题

仍需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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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来稿请寄*兰州市七里河区滨河南路 ### 号兰州军区总医院儿科收% 邮编 @#$$B$% 在信封上请注明+会议征

文,字样$联系人*戴永利(手机*!#$99!<@=@;)% 电子版请寄*d.,$@$"E!=#6Q+.#MH+5().-(9999EI()26Q+.#MH+5()V

.-(9999E!=#6Q+.

四'注意事项*(!)请作者自留底稿# (")截稿日期*"$!$ 年 = 月 "= 日

五'会议确切时间以第二轮会议通知为准%

全军医学科学委员会儿科专业委员会

"$!$ 年 ! 月 "" 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