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金项目］济宁市科技发展计划（医药卫生）项目
（２０１５５７４７）；济宁市科技发展计划（医药
卫生）项目（２０１３ｊｎｗｋ８５）

△［通信作者］孙闵，Ｅｍａｉｌ：ｓｕｎｍｉｎ０２１９＠１６３．ｃｏｍ

济宁医学院学报２０１８年４月第４１卷第２期　ＪＪｉｎｉｎｇＭｅｄＵｎｉｖ，Ａｐｒｉｌ２０１８，Ｖｏｌ４１，Ｎｏ．２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０９７６０．２０１８．０２．０１５ 　

济宁地区 ＳＬＥ患者 ＩＬ１７的表达及临床意义

姜承瑞１　孙　闵１，２△　李树杰１　侯春凤１　赵建宏１

（１济宁医学院附属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济宁２７２０１１；２济宁医学院中西医结合学院，济宁 ２７２０６７）

　　摘　要　目的　探索本地区系统性红斑狼疮（ｓｙｓｔｅｍｉｃｌｕｐｕｓｒｒｙｔｈｅｍａｔｏｓｕｓ，ＳＬＥ）患者白细胞介素１７（ｉｎｔｅｒ

ｌｅｕｋｉｎｓ１７，ＩＬ１７）的表达及临床意义。方法　收集２０１３年１２月至２０１４年４月在济宁医学院附属济宁市第一人

民医院确诊的ＳＬＥ患者２５例作为ＳＬＥ组，同期健康体检的２５名健康者作为对照组。酶联免疫吸附法（ｅｎｚｙｍｅ

ｌｉｎｋｅｄｉｍｍｕｎｏｓｏｒｂｅｎｔａｓｓａｙ，ＥＬＩＳＡ）检测两组血清中ＩＬ１７水平，进行分析比较。同时进行 ＳＬＥ活动性指数（ｓｙｓ

ｔｅｍｉｃｌｕｐｕｓｅｒｙｔｈｅｍａｔｏｓｕｓｄｉｓｅａｓｅ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ｉｎｄｅｘ，ＳＬＥＤＡＩ）评分，分析血清中ＩＬ１７与ＳＬＥＤＡＩ评分的相关性。结果

　ＳＬＥ患者血清中ＩＬ１７水平（２６．０２±２．５６）ｐｇ／ｍｌ明显高于正常对照组（１４．８４±２．００）ｐｇ／ｍｌ（Ｐ＜０．０１），且与

ＳＬＥＤＡＩ评分呈正相关（ｒ＝０．４４，Ｐ＜０．０５）．结论　ＩＬ１７参与了ＳＬＥ的发病机制，且可能是反映 ＳＬＥ活动的有

效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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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统性红斑狼疮（ＳＬＥ）是免疫介导的具有异
质性的结缔组织病。ＳＬＥ机体的免疫系统平衡被
打乱，大量自身抗体过度产生，直接或间接作用于

患者的组织和脏器，造成机体炎症和脏器损害［１３］。

白细胞介素１７（ＩＬ１７）作为促炎因子，与炎症反应
和免疫性疾病的病理机制密不可分，它可促进细胞

因子的表达、招募中性粒细胞并促进其增生分化。

本文通过测定本地区 ＳＬＥ患者及健康者外周血中
ＩＬ１７的水平，探讨其与ＳＬＥ活动性的关系。

·３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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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收集２０１３年１２月至２０１４年４月在济宁医学

院附属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风湿免疫科住院的２５
例ＳＬＥ患者作为 ＳＬＥ组，其中男性 ４例，女性 ２１
例，年龄１６～５３岁，病程４～６０个月。所有纳入的
ＳＬＥ患者诊断均依据１９９７年 ＡＣＲ修订 ＳＬＥ分类
标准。收集同期在济宁医学院附属济宁市第一人

民医院健康体检的２５名健康者作为对照组，其中
男４名，女２１名，年龄２０～５５岁。两组患者均排
除感染、肿瘤性疾病、哮喘、过敏体质、外伤及其他

风湿病，且在年龄、性别方面无统计学差异。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标本收集及分离　抽取所有患者空腹静脉

血１ｍｌ用于 ＩＬ１７的测定。并完成 ＳＬＥＤＡＩ评分。
本文选取的 ＳＬＥ患者 ＳＬＥＤＡＩ积分均 ＞１０分，处
于ＳＬＥ活动期。

血清分离：将抽取血液常温下静置３０ｍｉｎ后离
心，收集血清并编号，收集－８０℃冰箱保存待测。
１．２．２　指标测定　血清中 ＩＬ１７的测定采用
ＥＬＩＳＡ法：将冷冻标本稀释，设定标准孔、空白孔、
待测样品，经过覆膜，孵育；注入终止液，混匀，终止

反应。在设定的波长处（４５０ｎｍ波长）测量每个孔
的吸光值（ＯＤ值）。
１．３　ＳＬＥＤＡＩ评分

判定ＳＬＥ活动性的标准：０～４分，基本无活
动；５～９分，轻度活动；１０～１４分，中度活动；≥１５
分，重度活动。本文ＳＬＥ患者ＳＬＥＤＡＩ积分均＞１０
分，处于ＳＬＥ活动期。

１．４　统计学方法
测试结果采用 珋ｘ±ｓ表示。计量资料两样本之

间对比用ｔ检验；ＳＬＥ血清中 ＩＬ１７水平与实验所
得其他数值采用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分析。

２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血清中ＩＬ１７水平比较

与对照组相比，ＳＬＥ患者血清中 ＩＬ１７表达水
平明显升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
表１。

表１　两组血清中ＩＬ１７水平比较（珋ｘ±ｓ）

组别 ｎ ＩＬ１７值（ｐｇ／ｍｌ）

对照组 ２５ １４．８４±２．００

ＳＬＥ组 ２５ ２６．０２±２．５６

ｔ －１７．１９

Ｐ ＜０．０５

２．２　ＳＬＥ患者血清中 ＩＬ１７水平与 ＳＬＥＤＡＩ评分
的相关性

ＳＬＥ患者血清中ＩＬ１７表达水平与 ＳＬＥＤＡＩ评
分呈正线性关系，ｒ＝０．４４，Ｐ＜０．０５，与疾病的活
动度存在平行相关性。见图１。

图１　ＳＬＥ患者血清中ＩＬ１７水平与ＳＬＥＤＡＩ评分的散点图

３　讨论

ＳＬＥ是一种非器官特异的自身免疫介导的结
缔组织病，其体内会产生多种自身抗体，累及全身

多个系统和脏器，好发年龄为２０～４０岁的育龄期
妇女。其病情及治疗是一个漫长且反复迁延的过

程，给患者家庭及自身带来巨大的身体及精神的损

害［４８］。目前ＳＬＥ的病因或发病机制暂不明确，它
涉及多个环节的异常，如细胞凋亡异常、淋巴细胞

异常等、抗原递呈细胞异常及免疫耐受异常，在这

种异常的免疫系统中自身抗体过度产生，直接或间

接的作用于机体的组织、器官，造成机体的炎症和

脏器损害。其病情及治疗是一个漫长且反复迁延

的过程，给患者家庭及自身带来巨大的身体及精神

的损害［４８］。

Ｔ（主要为 ＣＤ４＋Ｔ）细胞在 ＳＬＥ的免疫异常过
程中起着关键作用。近年来，发现了一种新型的

ＣＤ４＋Ｔ细胞亚群—辅助 Ｔ淋巴细胞１７（ＨｅｌｐｅｒＴ
ｃｅｌｌ，Ｔｈ１７），Ｔｈ１７以分泌ＩＬ１７为特征。ＩＬ１７可以
增强Ｔ细胞分化，刺激成纤维细胞、内皮细胞、上
皮细胞产生多种细胞因子，如 ＩＬ６、前列腺素 Ｅ２、
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基质金属蛋白酶和趋化因子

·４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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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通过诱导炎症因子及趋化因子等细胞因子浸润

并破坏组织，造成炎症的产生［９］。国内外研

究［１０１７］证明ＳＬＥ患者血清中有较高水平的 ＩＬ１７，
且ＩＬ１７水平与疾病活动存在平行相关性，与ＳＬＥ
ＤＡＩ评分呈正线性关系。为进一步明确本地区
ＳＬＥ患者血清中ＩＬ１７表达水平及意义，为日后诊
治提供新思路，进行了该研究。初步研究结果显示

ＳＬＥ患者血清中ＩＬ１７有较高水平表达，这表明ＩＬ
１７可能参与了ＳＬＥ的发病机制。

研究结果还显示，ＳＬＥ患者血清中 ＩＬ１７与
ＳＬＥＤＡＩ评分呈正相关，提示 ＩＬ１７可能与 ＳＬＥ患
者的病情活动度相关。该结果与徐雪等国内

外［１３１４］研究一致。由于ＳＬＥ的发病机理复杂且不
确定，且ＩＬ１７在 ＳＬＥ患者中的确切作用尚未定
论，不同种族、不同肤色、不同地域的 ＳＬＥ患者发
病机制可能各不相同。

综上所述，作为强大促炎因子的ＩＬ１７，可能参
与了ＳＬＥ的发病机制，且可能是反映 ＳＬＥ活动的
有效指标之一。本文只针对 ＩＬ１７与系统性红斑
狼疮相关性作了初步的临床研究，下一步可针对系

统性红斑狼疮活动度（无活动、轻度活动、中度活

动、重度活动）做具体的分析研究，进一步证实 ＩＬ
１７参与了ＳＬＥ的发病机制。那么，ＩＬ１７有可能成
为ＳＬＥ患者新的生物学标记物，且为该病的治疗
靶点提供新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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