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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

!

目的
!

为了探讨儿童异位性皮炎的发病机制与细胞因子的关系&了解异位性皮炎患儿血清
ABC%

&

ABC"

及
A

D

E

水平'方法
!

运用
EBAFG

方法测定
#$

例异位性皮炎及
#$

例正常儿童血清
ABC%

&

ABC"

及
A

D

E

水平'结果

患病组
ABC%

&

ABC"

均高于正常对照组&差异有显著性意义$

!

"

$7$&

%&患病组
A

D

E

水平高于对照组$

!

"

$7$&

%'结论

异位性皮炎患儿外周血
HI#

类淋巴细胞因子增高' !中国当代儿科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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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位性皮炎又称异位性湿疹$

3-,

0

):2.4/3-)C

-)L

&

GM

%&是一种有明显家族史&以皮肤干燥*反复

发作和严重瘙痒为特征的慢性炎症性皮肤疾患'

GM

的发病机制主要是以多种免疫异常为特征&如

血清
A

D

E

升高&皮肤免疫功能低下&或皮肤经典迟发

变态反应低下&这些异常与
H

细胞及其分泌的细胞

因子调节异常有关'即在某种刺激因素$如超抗原%

作用下使
H

淋巴细胞向
HI#

转化&导致其分泌的

ABC%

*

ABC"

等
HI#

类细胞因子增加!

&

"

'

ABC%

促进
K

细胞合成和分泌
A

D

N

&

及
A

D

E

!

#

"

'

ABC"

促进嗜酸性粒

细胞分化增殖'

ABC%

*

ABC"

作用于
H

细胞*

H

细胞和

嗜酸性粒细胞&在异位性皮炎的免疫应答和炎症过程

起重要作用'为了探讨并证实异位性皮炎的发病机

制&为临床治疗提供科学依据&本文运用
EBAFG

方法

检测了
#$

例异位性皮炎患儿血清中
ABC%

和
ABC"

两

种细胞因子和
A

D

E

水平&结果报告如下'

)

!

材料与方法

)7)

!

病例选择

选自
#$$#

年
@

月至
#$$<

年
"

月在我科门诊就

诊的异位性皮炎患儿
#$

例&其中男
&<

例&女
=

例&

年龄
"

月至
!

岁&病程
#

月至
"

年&其中包括婴儿湿

疹
<

例'

#$

例
GM

患者均符合
I3*)O)*

和
J3

P

Q3

异

位性皮炎诊断标准!

<

"

'见表
&

'所有患儿测试前
<

2

停服抗组胺及糖皮质激素药物'对照组选自健康

无过敏史的
#$

名正常儿童'

表
)

!

I3*)O)*

及
J3

P

Q3

异位性皮炎诊断标准

基本特征 次要特征

$

&

%瘙痒

$

#

%皮损形态和分布&成

人屈侧苔藓化或条状表

现&婴儿和儿童面部及伸

侧受累

$

<

%慢性或慢性复发性

皮炎

$

%

%个人或家族遗传过敏

史$哮喘%

$

&

%干皮症

$

#

%鱼鳞病+掌纹症+毛周角化症

$

<

%即刻型$

A

型%皮试反应

$

%

%血清
A

D

E

增高

$

"

%早年发病

$

!

%皮肤感染倾向$特别是金黄色葡

萄球菌和单纯疱疹%损伤的细胞中

介免疫

$

=

%非特异性手足皮炎

$

@

%乳头湿疹

$

?

%唇炎

$

&$

%复发性结合膜炎

$

&&

%旦尼
C

莫根$

M.**).CR,4

D

3*

%眶

下褶痕

$

&#

%锥型角膜

$

&<

%前囊下白内障

$

&%

%眶周黑晕

$

&"

%苍白脸+面部皮炎

$

&!

%白色糠疹

$

&=

%颈前皱折

$

&@

%出汗时瘙痒

$

&?

%对羊毛敏感

$

#$

%毛周隆起

$

#&

%对饮食敏感

$

##

%病程受环境或情绪因素影响

$

#<

%白色划痕+延迟发白

)7!

!

试剂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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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ABC%EBAFG

试剂盒及人
ABC"EBAFG

试剂

盒$深圳丽欣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生产%&酶标法测定

人
A

D

E

试剂盒$天津新湾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7*

!

方法

ABC%

*

ABC"

及
A

D

E

血清测定均采用抗体夹心

EBAFG

法检测&具体步骤如下(取
&$$

!

6

标准品*样

品及对照血清分别加入试剂板的微孔中&

<=S ?$

/)*

&自动洗板机洗涤&加酶标记二抗
&$$

!

6

&

<=S

!$/)*

&自动洗板机洗涤&每孔中加底物
G

*

K

各
"$

!

6

&避光
<=S&"/)*

&加终止液
"$

!

6

&在
%"$*/

处

测定
9M

值'

)7#

!

统计学分析

结果中所列数据以
#

"T#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检验&

!

"

$7$"

为差异有显著性'

!

!

结果

!!

#$

例异位性皮炎患儿和
#$

例对照组患儿血清

ABC%

&

ABC"

及
A

D

E

水平见表
#

'患者组
ABC%

*

ABC"

均

高于对照组&差异有显著性$

!

"

$7$&

%'患者组

A

D

E

亦高于对照组&差异有显著性$

!

"

$7$&

%&其中

A

D

E

水平
$

&$$AU

+

/6

患者组中为
&#

例&占
!$V

'

表
!

!

两组
ABC%

&

ABC"

及
A

D

E

水平
!!

$

#

"T#

%

组别 例数
A

D

E

$

AU

+

/6

%

ABC%

$

0D

+

/B

%

ABC"

$

0D

+

/B

%

对照组
#$ !<7$"T&"7&" <%&7%"T<!7%" ?&7#"T#?7%?

患者组
#$ &?$7@"T%%7"&""$7@$T=?7!"&?@7?"T%"7?&

$ &#7&= &$7!? &$7<=

!

"

$7$&

"

$7$&

"

$7$&

*

!

讨论

!!

目前国内外研究认为!

%

"

=

"

&异位性皮炎的发病

机制与
H

辅助细胞亚群$

HI&

+

HI#

%功能失衡有

关&

HI

细胞主要向
HI#

类淋巴细胞转化&其分泌

的
ABC%

促使
A

D

E

的合成&

ABC"

则使嗜酸性细胞增

加&导致异位性皮炎患儿嗜酸性细胞和
A

D

E

增高'

本组实验研究表明&

#$

例反复发作的异位性皮炎患

儿&其血清中
ABC"

水平明显高于正常对照组&

ABC%

水平也高于正常对照组'其中正常对照组中有
#

例

ABC%

值超过
&$$$

0D

+

/6

&总
A

D

E

水平也很高&提示

该
#

例儿童以后有可能患异位性皮炎'异位性皮炎

患儿
A

D

E

升高的比例占
!$V

&最高值为
?&&AU

+

/6

'

以上数据均证实了异位性皮炎患儿血清中
ABC%

*

ABC"

等
HI#

类细胞分泌因子及
A

D

E

均高于正常儿

童'这说明由
A

D

E

介导的变态性皮炎速发型变态反

应中可能是变态性皮炎的发病机制之一&同时也为

临床上运用
ABC%

或
ABC"

拮抗剂治疗异位性皮炎提

供了理论根据'另外异位性皮炎患儿其血清中
ABC

"

水平超过
#$$

0D

+

/6

&占
""V

&说明仅约一半以上

的异位性皮炎患儿
HI#

细胞分泌因子
ABC"

有改

变'异位性皮炎患儿其血清中
A

D

E

水平增高的占

!$V

&均说明其发病机制中除由
A

D

E

介导的速发型

变态反应外&还存在其他变态反应类型'

!参
!

考
!

文
!

献"

!

&

"

!

N,,2/3*JE

&

8.L-6.W

&

83)2X>R

&

N4..*+R

&

H(,/

0

L,*

'K

&

8):Q,6,OOK+

&

.-367Y.43-)*,:

Z

-.C2.4)[.2H:.66:,L-)/XC

63-),*)*2X:.L

0

4.O.4.*-)36

0

4,2X:-),*,OABC#3*2ABC%\X-*,-

AW8C

D

3//3

!

+

"

7+A//X*,6

&

&??%

&

&"#

$

&&

%(

"&@?;"&?@7

!

#

"

!

F.2.4JG

&

13X6]E7G:

^

X)L)-),*,O6

Z

/

0

(,Q)*.C

0

4,2X:)*

D

0

(.*,-

Z0

.\

Z

'M%_ H:.66L

!

+

"

7G**XJ.[A//X*,6

&

&??%

&

&#

(

!<";!=<7

!

<

"

!

])66)3/ I'7M)3

D

*,L-)::4)-.4)3O,43-,

0

):2.4/3-)-)L

(

(̀.4.

2, .̀

D

,O4,/(.4.

, !

+

"

7G4:(M.4/3-,6

&

&???

&

&<"

$

"

%(

"@<

;"@!7

!

%

"

!

F

0

.4

D

.6+R

&

R)a,

D

X:()E

&

9.--

D

.*I

&

K(3*GY

&

N.(3JF7

J,6.L,OH(&3*2H(#:

Z

-,Q)*.L)*3/X4)*./,2.6,O366.4

D

):

2.4/3-)-)L

!

+

"

7+'6)*A*[.L-

&

&???

&

&$<

$

@

%(

&&$<;&&&&7

!

"

"

!

刘宝军&王青&刘超&赵凯&张士发
b

特应性皮炎患者血清白介

素
"

水平测定 !

+

"

b

中华皮肤科杂志&

#$$&

&

&#

$

!

%(

%%!7

!

!

"

!

刘宝军&赵凯&王晶&张士发&李润江&王良明
b

特应性皮炎患者

外周血单
C

核细胞产生
ABC%

*

ABC&$

及
AW8C

#

水平的测定 !

+

"

b

中华皮肤科杂志&

#$$$

&

<<

$

!

%(

%#!7

!

=

"

!

赵辨
b

临床皮肤病学 !

R

"

b

第
<

版
b

南京(江苏科学技术出版

社&

#$$&

&

!&&;!&#7

$本文编辑(吉耕中%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