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哮Ⅱ蛊患者血清IL一12 IL一2的测定及临床意义

马会平李伟

(济宁医学院附属第一人民医院，山东济宁272011)

摘 要 目的 探讨在支气管哮喘发病中的作用与意义。方法 采用ELISA法分别检测支气管哮喘急性

发作期(30例)，支气管哮喘缓解期患者(24例)和健康对照组(20例)血清中IL-12和IL-2水平，并同时测第一

秒用力呼气容积(FEVl)占预计值的百分比。结果 支气管哮喘急性发作期患者血清IL-2水平明显高于缓解

期及健康对照组，IL一12水平明显低于缓解期及健康对照组，均有显著性差异。支气管哮喘急性发作期患者

FEVl占预计值％明显低于其他两组，有显著性差异。血清中IL-2水平与FEVl占预计值％呈负相关，而IL-

12水平与FEVl占预计值％呈正相关。结论 IL一12与IL-2可能是哮喘发病的重要因素之一，IL一12、IL一2的

检测对于哮喘患者诊断治疗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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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nical significance of serum IL—·1 2 and IL··2 in patients with asth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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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study the role of Serum IL·2 and IL一1 2 in patients with asthma．Methods The serum

levels of IL·2 and IL-1 2 were measured by ELISA in 30 cases of asthma at stage of episode，24 cases of asthma at

stage of remission and 20 healthy people．Forced expiratory volume in one Second(FEVl)was measured in all pa—

tients as a percent of predicted value．Results The level of IL一12 in the attacking-stage asthma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e remission patients and healthy controls(P<O．01)．The level of IL一2 in attacking—stage asthma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remission patients(P<O．05)and the healthy controls(P<0．01)．FEVl．0pre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remission patients and healthy controls(P<O．O 1)．IL·1 2 level was positively related with

FEVl．0pre(P<O．05，r=0．495)，but negatively with IL一2(P<0．05，r一一0．519)．IL-2 level was negatively

related with FEVl．0pre(P<O．05，r一一O．527)．Conclusion IL一12 and II一2 may be one of the important factors

causing bronchial chronic inflammation．It is very important for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for asthmatic patients to

measure SerHm IL一1 2 and IL一2 lev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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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气管哮喘(简称哮喘)是一种由多因素引起，

以可逆性气道阻塞、气道高反应性和气道炎症为特

征的变态反应性疾病，具一定的遗传倾向性。目前

支气管哮喘的发病机制尚未完全明了，近年国内外

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发现哮喘的发病和Thl／Th2

失衡有关，Th型细胞因子的变化是目前研究的热

点。本文采用EI。ISA方法分别对支气管哮喘患者

急性发作期组、缓解期组患者及健康对照组作了血

清IL一12、II．一2的测定，并与病人肺功变化相比较，

旨在探讨他们在支气管哮喘发病中的免疫调节作

用，为临床应用提供理论依据。

1对象及方法

1．1 对象

随机选择2006年3月至12月在哈尔滨医科

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住院及门诊的哮喘患者54例

进行研究。支气管哮喘患者中急性发作期患者30

例，临床缓解期患者24例，依据2003年中华医学

会呼吸病学会哮喘学组诊断标准n]，根据病史、临

床表现、X线胸片及相关实验室检查确定诊断。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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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发作期患者30例；年龄18～58岁，平均37．6

岁。临床缓解期患者24例；年龄20～56岁，平均

35．6岁。所有病例均为中、重度。所有患者在治

疗前一周之内均未使用过激素及茶碱类药物，并除

外伴有糖尿病、肿瘤、乙型肝炎等疾患。随机选择

健康体检者20例组成对照组，所有健康受试着均

无过敏性疾病史，也无任何肺部疾病，年龄22～58

岁，平均37．5岁。

1．2 方法

1．2．1血标本采集 急性发作期患者、缓解期患

者及健康对照组均于清晨空腹采静脉血5ml，室温

放置1h，3000 r／rain离心10min，留取血清-80℃

冻存待测。

1．2．2肺功能测定 采用德国耶格公司PFT型

肺功能仪检测第1秒用力呼气容积(FEVl)，测得

值以占预计值百分比计算，肺功能测定由专人操

作。
’

、

1．2．3血清IL-12及IL一2的测定 血清IL-12及

IL一2的测定试剂盒购自武汉博士德生物工程有限

公司，应用ELISA法测定，按照试剂盒说明书步骤

操作。

1．2．4统计学处理采用SPSSl3．0统计软件，

组问比较用q检验。不同细胞因子及肺功之间的

相关性分析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一P<0．05为

差异有显著性。

2 结果

2．1 各组肺功能及血清中IL一12、IL-2水平比较

见表1。

表1 3组肺功能及血清中IL一2、IL一12水平(z_-4-s)

注：发作组与对照组比较“P<O．0l；发作组与缓解组比较‘P

<O．01，★P<O．05；缓解组与对照组比较△P>O．05，☆P<O．01

由表1可见，哮喘发作期患者IL-12值明显降

低，与哮喘缓解期、正常对照组比较均有显著性差

异(P均<O．01)，哮喘缓解期与正常对照组比较无

显著性差异(P>0．05)．哮喘发作期患者II。一2水

平明显增高，与哮喘缓解期、正常对照组比较有显

著性差异(P值分别<0．05、<0．01)哮喘缓解期

与正常对照组比较无显著性差异(P>0．05)。哮

喘发作期患者FEVl占预计值％明显下降，与哮喘

缓解期、正常对照组比较均有显著性差异(P均<

0．01)，缓解期值有所升高但较正常对照组仍较低，

比较有显著性差异(P<o．01)。

2．2 哮喘急性发作期IL．12与IL-2、FEVl占预

计值的百分比的相关关系

急性发作期患者血清IL一12与FEVl占预计

值的百分比呈正相关(r一0．459，P<O．05)，与IL-

2呈负相关(r=一0．546，P<o．01)；IL一2与FEVl

占预计值的百分比呈负相关(，_一一0．52l，P<

0．05)。

3讨论

支气管哮喘是一种以气道高反应性和可逆性

气道阻塞为特征的气道慢性炎症性疾病，多种炎症

介质与细胞因子参与其过程。研究发现Thl／Th2

失衡的原因可能与体内IL—12降低有关，应用IL-

12可改善Thl／Th2比例，减轻气道高反应性(air—

way hypereactivity，AHR)或组织炎性细胞及细胞

因子的浸润等。Li等[23发现在卵清蛋白激发时肌

内注射小鼠IL一12(mIL-12)可明显抑制AHR，减

少Th2型细胞因子的产生。最近的研究也显示延

长抗原在哮喘小鼠的暴露时间，II。一12p40是下调

AHR必需的[33。体外实验表明，IL-12能诱导Thl

亚群形成，促进干扰素一7(IFN一了)的产生、抑制IgE

合成，被认为属于Thl类因子，IL—12能抑制过敏

原诱导的气道高反应性及嗜酸粒细胞在气道聚集，

在过敏性气道炎症反应方面起着重要调节作用，而

IFN一7又可反过来加强IL-12的作用，从而形成一

个正反馈调节，加强了Thl的应答反应。另一方

面又可抑制Th2类因子如IL-13、IL一4的产生，抑

制Th2型应答反应，降低B淋巴细胞过度合成

IgE，并抑制Th2型细胞增生，减轻气道炎症反应，

降低气道阻力，改善肺功能[4]。

IL一2系T淋巴细胞活化过程中由细胞膜所分

泌的一种糖蛋白，是一种具有促进T细胞分化增

殖作用的T细胞生长因子，在免疫调节中起重要

作用。Lai等报道发作期哮喘患者外周血slL-2R

明显高于正常对照，病情缓解sIL一2R有所下降¨]。

Park等检测了肺泡灌洗液中IL一2和slL一2R浓度，

发现有症状哮喘患者明显高于无症状哮喘患者和

正常对照，并且IL一2浓度和slL一2R浓度间存在良

好的相关关系[6J。IL一2可以和 (下转第1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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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生个体的差异性，挖掘男护生的优点和特长，帮

助他们在班级、年级甚至学院找到发展自我、实现

自我的位置，鼓励他们积极参加各种学生社团组

织，通过参加社区护理、义诊等多种形式活动，不断

实践自己所学的理论知识和专业技能，提高自己的

综合素质，从而赢得家人、患者、社会的肯定，增强

自己的专业认同感和职业意识。

帮助男护生分析自身优势，树立自信。男性从

事护理工作有着女性所不具备的优势，男性思维理

性、逻辑性强，遇事冷静沉着，判断能力强，处事果

断，依赖性小，独立性强；同时接受新信息快，创造

力与动手能力强，往往对高新技术掌握较快。此

外，护理是集脑力和体力为一体的工作，男性更具

有生理体力上的优势，目前各大综合医院紧缺男护

士，最需要男护的科室是精神科、急诊、外科、手术

室，而且为了保护隐私和避免异性护理的尴尬，许

多男患者都希望得到同性的护理。从护理事业的

发展来看，男护生的加入必然会起到积极的作用，

不仅有利于改变以往女性的工作方式和习惯，建立

一个平衡、高效的护理团队，也有利于护理人才资

源的合理配置，提高护理服务质量。总之，不管是

从心理、生理特点还是职业发展前景来看，男护生

都有理由相信自己能成为医疗队伍中佼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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