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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VO)& 和 !P"O

#

在肺炎支原体肺炎儿童
血清中的表达及意义

郦银芳%于莹%陆志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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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观察白细胞介素 !;$(),-35-QU()H!;'W[H!;%和肿瘤坏死因子
#

$,Q.+3)-S3+O(OP2S,+325/'2'

B7DH

#

%在小儿肺炎支原体肺炎中的变化& 方法%酶联免疫方法检测 #$ 例肺炎支原体肺炎伴喘息患儿)#$ 例肺炎

支原体肺炎不伴喘息患儿)其他病原菌感染肺炎 #$ 例$普通肺炎组%及 #$ 例正常对照组儿童的血清W[H!; 和B7DH

#

的浓度& 结果%肺炎支原体肺炎患儿血清W[H!;)B7DH

#

的水平高于正常对照组及普通肺炎组#肺炎支原体肺炎

伴喘息患者的W[H!;)B7DH

#

的水平分别为 "!#6= J=<6" )Ĉ['$6>> J$6!; )Ĉ['高于不伴喘息者$!K96= J>"6! )Ĉ['

$6#" J$6!= )Ĉ.[%'差异均有显著性$!I$6$!%& 结论% W[H!;)B7DH

#

浓度增高可能在小儿肺炎支原体肺炎导致

喘息样发作中起重要作用& !中国当代儿科杂志#'()(#)'$*%&'NM +'NN"

!关%键%词"%肺炎支原体肺炎#喘息#白细胞介素 !;#肿瘤坏死因子
#

#儿童

!中图分类号"%G<">6=%%!文献标识码"%8%%!文章编号"%!$$K :KK;$$"$!$%$# :$"<> :$;

S.-4>5.B.5/#2TVO)& 61:!P"O

#

019;05:-.1=07;C89#%56/>6 %1.4>#106.%1.4>#106

,MI'/(H*/3' I-I'/' ,-=5'(H*/34J)<*6:D)/:+8!)7'*:6'G;' $*/N'/3 H'6;:0+;<':*9#88'9'*:)7 :+$*/N'/3 O)7'G*9-/'@)6(

;':A' $*/N'/3 "!$$$=' B5'/* $I? I' CD*'9* A?A';<#KM;'/*4G+D%

%%?</7-697* @<A.970B.%B+-E2.()-O-3Q.5-N-5O+P(),-35-QU()H!; $W[H!;% 2)1 ,Q.+3)-S3+O(OP2S,+325/'2$B7DH

#

%

() S'(513-) A(,' ]RS+/52O.2/)-Q.+)(2-$]0% /)-Q.+)(26C.7;#:/%X(C',RS'(513-) A(,' ]0/)-Q.+)(2S+./5(S2,-1 TR

A'--\()C+3A(,'+Q,$ / c#$ -2S'%' #$ S'(513-) A(,' /)-Q.+)(2P3+.)+)H]0()P-S,(+) 2)1 #$ '-25,'RS'(513-) A-3-

-)3+55-16F-3Q.5-N-5O+PW[H!; 2)1 B7DH

#

A-3-.-2OQ3-1 QO()CX[WF86D./457/%B'-O-3Q.5-N-5O+PW[H!; 2)1 B7DH

#

()

,'-]0/)-Q.+)(2C3+Q/ A-3-O(C)(P(S2),5R'(C'-3,'2) ,'+O-() )+)H]0/)-Q.+)(2C3+Q/ 2)1 ,'-'-25,'RS+),3+5C3+Q/

$!I$6$!%6B'-S'(513-) A(,' ]0/)-Q.+)(2S+./5(S2,-1 TRA'--\()C'21 ()S3-2O-1 O-3Q.5-N-5O+PW[H!; $"!#6= J=<6"

)Ĉ[NO!K96= J>"6! )Ĉ[# !I$6$!% 2)1 B7DH

#

$$6>> J$6!; )Ĉ.[NO$6#" J$6!= )Ĉ.[# !I$6$!%S+./23-1

A(,' ,'+O-A(,'+Q,A'--\()C6E#1954/0#1/%B'-()S3-2O-() O-3Q.5-N-5O+PW[H!; 2)1 B7DH

#

.2R/52R(./+3,2),3+5-O()

,'-/2,'+C-)-O(O+P]0/)-Q.+)(22)1 A'--\()C2,,2SU () S'(513-)6

!E;01F E#17.>%G.:067-' '()(' )' $*%*'NM +'NN"

%%H.8 =#-:/*%]RS+/52O.2/)-Q.+)(2-/)-Q.+)(2# k'--\()C# W),-35-QU()H!;# BQ.+3)-S3+O(OP2S,+325/'2# &'(51

%%肺炎支原体$]RS+/52O.2/)-Q.+)(2-' ]0%是

儿童社区获得性肺炎的重要病原体'也是儿童呼吸

道感染的主要原因'近年来受到临床医师的广泛关

注& ]0感染后引起呼吸道的临床表现多样'部分

呈喘息样发作!!"

& 目前有关]0引发喘息样发作的

机制研究报道较少& 气道炎症和修复是哮喘最重要

的病理生理特性'其中白细胞介素 !;$W[H!;%和肿

瘤坏死因子H

#

$B7DH

#

%是参与哮喘气道炎症反应的

重要因子& 本研究检测了 K$ 例已确诊为 ]0肺炎

患儿的血清 W[H!; 和 B7DH

#

浓度'并与其他病原菌

感染肺炎 #$ 例及健康儿童组 #$ 例进行了比较'以

探讨]0感染肺炎并喘息样发作的机制&

)I资料与方法

)6)I一般资料

对 "$$< 年 ! 月至 "$$9 年 > 月本院儿科住院和

门诊患儿进行前瞻性研究'根据-实用儿科学.肺炎

支原体肺炎的诊断标准进行诊断!""

& 入选病例为

病史较长)青霉素或头孢菌素疗效不佳)且血清]0H

WC]阳性的 K$ 例患儿'其中男 #" 例' 女 ;K 例' 年

龄 ! V9 岁'平均 >6$! J"6$> 岁& ]0肺炎伴喘息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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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组 #$ 例']0肺炎不伴喘息患儿组 #$ 例#普通肺

炎组 #$ 例'临床诊断为支气管肺炎$细菌性%'肺部

听诊无喘鸣音'血清 ]0HWC]阴性'血常规白细胞增

高'&反应蛋白明显升高'临床使用青霉素或头孢菌

素治疗有效'其中男 "" 例' 女 !K 例' 年龄 ! V9 岁'

平均 >6"; J"6;# 岁#健康儿童 #$ 例$对照组%'其中

男 "; 例'女 !< 例'年龄 ! V9 岁'平均 >6"> J"6$!

岁& 各组病例既往均无哮喘病史' 近 " 周均未使用

过支气管扩张剂及糖皮质激素& 各组男女比例)年龄

之间经统计学处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b$6$>%&

)J'ITVO)&'!P"O

#

检测方法

采集静脉血 # .['室温静止放置 ! ' 以上'

" $$$ 3̂.() 常温离心 !$ .()'分离血清'置 :"$a

冰箱保存'待测 W[H!; 及 B7DH

#

& 采用双抗体夹心

酶联免疫吸附试验$X[WF8%方法测定血清 W[H!; 及

B7DH

#

& W[H!; 试剂盒由上海森雄科技实业有限公

司提供'B7DH

#

酶联免疫试剂盒由美国]-C2公司提

供& 测定方法按说明书进行操作&

)6&I统计学处理

应用 F0FF !;6$软件进行处理'数据以均数J标

准差$FJ;%表示'各组间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两两

比较采用S检验'!I$6$>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I结果

'J)ICG肺炎组与普通肺炎组'对照组的 TVO)& 水

平比较

]0肺炎组 W[H!; 的水平明显高于普通肺炎组

及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I$6$!%#]0肺炎

伴喘息患儿组 W[H!; 水平高于不伴喘息组'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I$6$!%& 见表 !&

'J'ICG肺炎组与普通肺炎组'对照组的 !P"O

#

水平比较

]0肺炎组B7DH

#

水平明显高于普通肺炎组及

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I$6$!%#]0肺炎伴

喘息患儿组B7DH

#

水平高于不伴喘息组'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I$6$!%& 见表 !&

表 )I各组TVO)& 和!P"O

#

水平比较I

$FJ;' )Ĉ.[%

组别 例数 W[H!; B7DH

#

对照组 #$ KK6= J;;6> $6"# J$6!!

普通肺炎组 #$ 9$6; J;!6" $6"= J$6!>

]0不伴喘息组 #$

!K96= J>"6!

2

$6#" J$6!=

2

]0伴喘息组 #$

"!#6= J=<6"

2'T

$6>> J$6!;

2'T

H值 !K6<K "$6<#

!值 I$6$! I$6$!

%%2*与普通肺炎组及对照组比较'!I$6$!# T*与 ]0肺炎不伴喘

息组比较' !I$6$!

&I讨论

]0是儿童时期呼吸道感染的重要病原体之

一!;"

']0临床重症病例和肺外并发症常有发生&

]0可以诱发哮喘患儿反复发作'其发病机理可能

是 ]0直接侵入呼吸道上皮细胞并导致机体发生免

疫紊乱!#"

& 研究已证实 ]0作为一种特异抗原'通

过速发型和迟发型变态反应而引发哮喘速发相反应

及哮喘迟发相反应'从而导致气道的变态反应炎症#

同时通过诱导产生 WCX'由WCX介导 W型变态反应而

引起哮喘早期和晚期反应#因此']0既是感染原'

又是过敏原& 辅助性 B淋巴细胞 B'! B̂'" 比例失

衡是哮喘发生发展的主要机制之一'且哮喘患者体

内B'" 亚群占优势!>H="

& W[H!; 和B7DH

#

分别是B'"

和B'! 效应细胞的细胞因子'在哮喘发病机制中'两

者之间的不平衡是引起WCX异常增高和哮喘发病的

重要因素'即B'" 细胞占优势的反应'导致一系列由

WCX介导的变应性炎症!<"

&

W[H!; 是由活化的 B'" 细胞产生的能广泛参与

抗原递呈及炎性反应的细胞因子'在多种变态反应

性疾病中发挥重要作用& 动物实验表明 W[H!; 使嗜

酸性粒细胞)淋巴细胞)中性粒细胞趋化致呼吸道黏

液分泌增多'使呼吸道阻塞及反应性增高'说明 W[H

!; 参与支气管哮喘呼吸道慢性炎性反应和高反应

的形成过程!K"

& 既往研究表明哮喘儿童急性发作

期 W[H!; 明显高于缓解期和对照组'慢性持续期 W[H

!; 水平高于对照组'提示 W[H!; 与哮喘呼吸道炎性

反应的消长相关'且 W[H!; 水平可用来监测病情发

展与转归!9H!$"

& 本研究显示 W[H!; 在 ]0肺炎患儿

较普通细菌性肺炎组及对照组均明显增高'提示

]0作为抗原刺激 B'" 细胞分泌 W[H!;'而 W[H!; 又

通过其生物学作用和其他细胞因子的相互作用'使

体液免疫功能紊乱!!!"

&

B7DH

#

是由激活的单核巨噬细胞系列合成和释

放的一种蛋白质 '对维持机体内环境的稳定及组织

更新改建起着重要调节作用& B7DH

#

是重要的内源

性炎症性细胞因子' 同时还是调节机体免疫功能和

代谢过程的多功能细胞因子!!""

& D2Q5U)-3等!!;"研

究发现 '在感染 ]0鼠的肺组织中B7DH

#

和W[H! 首

先表达增加 '随后为 W[H= 增加'可见 ]0感染后体

内 B7DH

#

表达明显增高可能是哮喘或加重哮喘的

发病机制之一& 本研究结果表明']0肺炎患儿

B7DH

#

水平明显增高'与孙清梅等!!#"报道一致'而

且伴哮喘样症状者较不伴哮喘样症状者又显著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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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提示 ]0感染患儿存在细胞因子的异常表达&

B7DH

#

分泌增多'高水平 B7DH

#

促进 Z细胞分化)

提高Z细胞活性'促进Z细胞合成过多的WCX'高水

平WCX与机体处于高敏状态和W型变态反应密切相

关!!>"

'提示]0感染与支气管哮喘关系密切&

综上所述'W[H!; 和 B7DH

#

增高除了可以早期

鉴别]0肺炎及普通细菌性肺炎'还可能在 ]0肺

炎和哮喘的发生发展过程中起重要作用'临床上疾

病早期应用抗W[H!; 和B7DH

#

药物治疗 ]0肺炎以

减轻肺部炎症损伤'防止发展成哮喘的研究有待进

一步探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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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WCX水平的表达!*"6实用诊断与治疗杂志'

"$$K' ""$;%* !9!H!9>6

!>"%]() *k' 023U F]' G'(.Bh' 023U Fk' *2)C8F' j' FB' -,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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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C-)HO,(.Q52,-1 T5++1 .+)+)QS5-23S-55O!*"6W..Q)+5+C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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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温志红'周薇雅'胡琼燕'杜华'陆元奉6哮喘患儿免疫球蛋白

X)白细胞介素H!; 检测的意义!*"6实用儿科临床杂志'"$$<'

""$"!%*!="!H!=""6

!!$" g2T-OS' ]' FS'-1-5]' &233?6W[H# Ŵ[H!; /2,'A2RC-)-,(SO

O,3+)C5R()P5Q-)S-O-3Q.WCX5-N-5O2)1 S'(51'++1 2O,'.2!*"6*

855-3CR&5() W..Q)+5' "$$='!!<$"%*"=9H"<#6

!!!" 8T32'2.*d' D()) 0k' ](5,+) ?g' GR2) []' 0-3U()O?[' Y+51

?G6W)P2),'+.--)1+,+E() (O2OO+S(2,-1 A(,' 3-1QS-1 255-3C-)H

O,(.Q52,-1 5R./'+SR,-/3+5(P-32,(+) 2)1 W[H!; /3+1QS,(+) () S'(51H

'++16!*"6*855-3CR&5() W..Q)+5'"$$>'!!=$"%*#;!H#;<6

!!"" 黄志勇'张军6高危患者术后 B7D

#

及W[H= 水平变化与感染性

并发症及 ]e?F 关系的研究 !*"6中华医院感染学杂志'

"$$<' !<$>%*#K=H#K<6

!!;" D2Q5U)-3&Z' F(.-SU2*k' ?2N(1O+) ]g' ?2N(O*g' FS'+-T BG'

[()1O-R*G' -,256Y-)--E/3-OO(+) 2)1 /3+1QS,(+) +P,Q.+3)-S3+H

O(OP2S,+325/'2' (),-35-QU() !' (),-35-QU() =' 2)1 C2..2(),-3P-3H

+) () &;d d̂-72)1 &><Z[̂=7.(S-() 2SQ,-]RS+/52O.2/Q5.+H

)(O1(O-2O-!*"6W)P-S,W..Q)' !99>' =;$!$%*#$K#H#$9$6

!!#" 孙清梅'毕文术'汪琪'石学敏'韩霞6肺炎支原体肺炎患儿血

清B7DH

#

和W[HK 检测及其临床意义!*"6中国当代儿科杂志'

"$$;'>$!% * #<H#K6

!!>" XRO()U 0X' ,-3G(-,Y' 825T-3O-G&' N2) 8251-3-) k]' G++O

&]' N2) 1-3p--*F'-,2568SSQ32SR+PO/-S(P(SWCX() ,'-/3-1(SH

,(+) +P2O,'.2*1-N-5+/.-),+P2OS+3()CP+3.Q52P+3C-)-325/32SH

,(S-!*"6Z3*Y-) 032S,' "$$>'>>$>!!%*!">H!;!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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