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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沙酮替代疗法治疗海洛因依赖者的不同病毒感染

状况体及其液免疫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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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目的　探讨海洛因依赖者经美沙酮替代疗法后有无病毒感染与不同病毒感染状况下体液免疫功能变化的状况，以期

指导临床治疗追踪。方法　将２００例美沙酮替代疗法患者设为实验组，１００例健康体检者设为对照组，比较实验组治疗后（治疗

周期大于半年）有无病毒感染与不同病毒感染状况下，其体液免疫各指标（ＩｇＧ、ＩｇＡ、ＩｇＭ、Ｃ３、Ｃ４）的差异；同时比较实验组不同病

毒感染与对照组体液免疫各指标的差异。结果　美沙酮替代疗法治疗后有病毒感染组与对照组比较，ＩｇＧ、ＩｇＡ、ＩｇＭ均明显升高

（犘＜０．０１），Ｃ４升高（犘＜０．０５），Ｃ３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治疗后无病毒感染组与对照组比较ＩｇＧ、ＩｇＡ、ＩｇＭ均明显升高

（犘＜０．０１），ＩｇＭ、Ｃ３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治疗后 ＨＣＶ感染组与对照组比较，ＩｇＧ、ＩｇＡ、ＩｇＭ、Ｃ４均明显升高（犘＜

０．０１），Ｃ３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治疗后 ＨＩＶ和梅毒感染组分别与对照组比较，ＩｇＧ、ＩｇＭ、Ｃ４均明显升高（犘＜０．０１），

ＩｇＡ、Ｃ３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结论　对美沙酮替代疗法治疗的患者进行体液免疫指标的定期检测具有重要的临床指

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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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洛因成瘾是目前中国最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之一。

ＨＩＶ和丙型肝炎病毒（ＨＣＶ）感染是与吸毒行为关系最密切的

传染病。海洛因成瘾者的高危行为使其梅毒感染率远高于健

康人群。海洛因对机体细胞免疫功能的损伤已有相关文献报

道［１３］，但对体液免疫功能的影响研究报道较少。美沙酮替代

疗法在国内外临床应用上已取得较广泛应用和良好效果［４５］。

为研究美沙酮替代疗法能否改善患者的体液免疫功能，笔者对

海洛因依赖者中有无病毒感染与不同病毒感染患者经美沙酮

替代治疗半年后体液免疫各指标的变化作一研究，现报道

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海洛因依赖者：收集本院门诊２０１１年１月至

２０１３年１月美沙酮替代疗法海洛因依赖患者共２００例，其中

男１４５例，女５５例，年龄２０～５０岁，平均３９岁。吸食海洛因

时间平均３．５年，平均每天吸食３次，海洛因日平均用量

０．２５～５．２０ｇ。全部患者海洛因滥用史明确，符合ＤＳＭⅢＲ

关于阿片类药物依赖诊断标准，排除严重并发症及使用免疫抑

制剂。有病毒感染１２７例（其中 ＨＣＶ感染１５６例，ＨＩＶ感染１７

例，梅毒１４例；无病毒感染４３例；对照组：同期本院体检中心健

康体检者１００例，男６０例，女４０例，年龄２２～５３岁，平均３８岁。

１．２　主要试剂和仪器　免疫球蛋白试剂为北京长征公司生

产；仪器为迈瑞ＢＳ４００全自动生化分析仪，使用配套定标液；

长征公司提供的质控品，并参加广西临检中心质评合格。

１．３　方法　抽取空腹静脉血４ｍＬ于真空采血管，３７℃水浴

３０ｍｉｎ后３０００ｒ／ｍｉｎ离心１５ｍｉｎ，检查离心后标本，置于全自

动生化分析仪上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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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１３．０统计软件进行分析，全部

数据以狓±狊表示，统计方法采用狋检验。

２　结　　果

美沙酮患者治疗半年后有无病毒感染组及对照组体液免

疫各指标的检测结果见表１、２。

表１　　美沙酮患者治疗半年后有无病毒感染组及对照组体液免疫指标的水平（狓±狊）

组别 ＩｇＧ（ｇ／Ｌ） ＩｇＡ（ｇ／Ｌ） ＩｇＭ（ｇ／Ｌ） Ｃ３（ｇ／Ｌ） Ｃ４（ｇ／Ｌ）

治疗后病毒感染 １８．６２±２．７６＃ ２．７６±０．５７＃ ２．０１±０．８６＃ １．１７±０．２２△ ０．２８±０．２８

治疗后无病毒感染 １９．０３±２．９４＃ ２．８１±０．５１＃ ２．３４±１．２０＃ １．１３±０．１６△ ０．２２±０．０６△

对照组 １４．６２±３．５７ ２．３４±０．７８ １．３３±０．５１ １．１８±０．２８ ０．２１±０．０４

　　＃：表示与对照组比较有显著差异，犘＜０．０１；△：表示与对照组比较无显著差异，犘＞０．０５；：表示与对照组比较有差异，犘＜０．０５。

表２　　美沙酮患者治疗半年后不同病毒感染及对照组体液免疫指标的水平（狓±狊）

组别 ＩｇＧ（ｇ／Ｌ） ＩｇＡ（ｇ／Ｌ） ＩｇＭ（ｇ／Ｌ） Ｃ３（ｇ／Ｌ） Ｃ４（ｇ／Ｌ）

治疗后 ＨＣＶ感染组 １８．７４±２．７４＃ ２．７７±０．５８＃ ２．０２±０．８７＃ １．１７±０．２２△ ０．２７±０．２７＃

治疗后 ＨＩＶ感染组 １８．６４±１．７３＃ ２．６４±０．５１△ １．９０±０．３６＃ １．２０±０．３２△ ０．２４±０．０８＃

治疗后ＴＰ感染组 １７．２５±１．６２＃ ２．４０±０．２９△ １．８８±０．６３＃ １．１１±０．１５△ ０．３６±０．３４＃

对照组 １４．６２±３．５７ ２．３４±０．７８ １．３３±０．５１ １．１８±０．２８ ０．２１±０．０４

　　＃：表示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１）；△：表示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

３　讨　　论

ＨＣＶ感染和毒品对机体免疫系统产生双重毒害作用。部

分吸毒者感染 ＨＣＶ后较易同时感染 ＨＩＶ或梅毒，最终对身

体产生更大的伤害。人体血清中免疫球蛋白含量可因疾病而

大量增减。补体是一组具有酶活性的球蛋白，是机体非特异性

的重要体液因素，在病理情况下，补体蛋白可因某种刺激而增

加，也可由于免疫反应的参与消耗而减低，其增加或降低对疾

病的诊断和鉴别诊断有重要意义。本研究结果显示，海洛因依

赖者体液免疫功能出现紊乱，有病毒感染组ＩｇＧ、ＩｇＡ、ＩｇＭ 升

高，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显著，Ｃ４升高，Ｃ３无显著差异；无病毒

感染组ＩｇＧ、ＩｇＡＩｇＭ升高，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显著。ＨＩＶ感

染组、ＨＣＶ感染组和ＴＰ感染组都出现了ＩｇＧ、ＩｇＭ、Ｃ４升高，

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显著，ＨＩＶ感染组还出现ＩｇＡ升高，与对照

组比较差异显著。人体感染 ＨＩＶ后，可破坏体内辅助性Ｔ细

胞造成细胞免疫降低，并继发体液功能下降，免疫球蛋白含量

异常变化。补体作为非特异性蛋白，参与机体的体液免疫反

应，在机体抵抗病原体感染的免疫防御中起重要体用。ＨＩＶ

感染组与对照组比较免疫球蛋白明显上升，且主要以ＩｇＧ、ＩｇＭ

明显升高。ＡＩＤＳ患者体内补体Ｃ３水平较 ＨＩＶ抗体阴性的

健康人明显下降，与病毒载量显著负相关，经治疗后补体水平

得到改善，ＡＩＤＳ患者体液免疫功能明显紊乱，血清免疫球蛋

白和补体含量变化与疾病进展显著相关，这与国内黄慧谦等［６］

的结果一致。

长期吸毒者 ＨＣＶ感染率很高，与甸自金等
［７］研究结果较

一致，本研究显示，ＨＣＶ感染组与对照组比较ＩｇＧ、ＩｇＡ、ＩｇＭ

均明显升高，与李岷等［８］研究结果较一致，补体Ｃ３无显著差

异，Ｃ４均明显升高；与常永超等
［９］研究结果相反。ＩｇＭ明显升

高与甸自金等［７］研究结果较一致，ＩｇＧ、ＩｇＡ均明显升高与甸自

金等［７］研究结果相反。静脉吸毒者的体液免疫功能异常，与伴

发感染有关。体液免疫功能明显紊乱与 ＨＣＶ感染和毒品对

机体免疫系统的双重毒害作用有关。

美沙酮替代疗法患者梅毒阳性感染率为７．０％与茅乃玲

等［１０］研究结果较一致，本研究结果显示，ＴＰ感染组出现了

ＩｇＧ、ＩｇＭ、Ｃ４升高，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显著。ＩｇＭ 升高与与刘

隽华等［１１］研究结果较一致，Ｃ４升高与刘隽华等
［１１］研究结果相

反。

美沙酮长期维持治疗可改善海洛因依赖者机体的体液免

疫功能状况。动态测定美沙酮替代疗法患者免疫球蛋白及补

体水平，对于判断病情、衡量治疗效果和预后的估计有重要

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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