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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ＣＬ１８检测在儿童过敏性疾病中的临床价值


顾　猛，丁翠君，陆冬明，高春标，陈　朝

（常州市儿童医院检验科，江苏常州２１３００３）

　　摘　要：目的　探索趋化因子ＣＣＬ１８在儿童过敏性疾病发生、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方法　利用ＥＬＩＳＡ法对诊断为过敏性哮

喘、过敏性鼻炎、过敏性眼结膜炎的患儿和同期健康体检学生的血清ＣＣＬ１８水平进行检测，并在临床治疗６个月后重新复检该指

标。结合临床相关检查资料，对检测结果采用ＳＰＳＳ１８．０统计软件进行分析，采用狋检验，犘＜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过敏性哮喘、过敏性鼻炎和过敏性眼结膜炎３组患儿的ＣＣＬ１８水平与健康对照组相比较，均明显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犘＜０．０５）；轻、中度和重症患儿两组比较，重症患儿组ＣＣＬ１８水平升高的幅度明显高于轻、中度患儿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犘＜

０．０５）；治疗６个月后，３组患儿的ＣＣＬ１８水平较治疗前均有明显的下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结论　ＣＣＬ１８水平与患

儿病情的严重程度明显相关，治疗后明显下降，提示ＣＣＬ１８的检测在过敏性患儿的病情诊断、病情严重程度的评估和治疗效果的

监测过程中有着重要的临床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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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工业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过敏性疾病发病率日益提

高，目前主要认为是由遗传和环境因素共同作用所致。经研究

表明，趋化因子在过敏性疾病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趋化因子

和细胞因子共同形成一个轴心机制来应答过敏原［１］。ＣＣＬ１８

表达于肺并可由Ｔｈ２型细胞因子ＩＬ４等诱导产生，故临床对

其检测有助于儿童过敏性哮喘、过敏性鼻炎和过敏性眼结膜炎

等小儿过敏性疾病的诊断，为及时、合理、准确的抗炎与免疫治

疗提供有效依据［２］。本研究通过对过敏性哮喘、过敏性鼻炎和

过敏性眼结膜炎患儿外周静脉血ＣＣＬ１８水平的测定，来评价

其在小儿过敏性疾病发生发展中的作用及临床意义。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收集来自本院２０１３年５～１２月门诊及住院

过敏性哮喘患儿８７例、过敏性鼻炎患儿６４例、过敏性眼结膜

炎患儿４６例及同期幼儿园和小学健康体检学生５０例，４组在

性别、年龄方面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具有可

比性。

１．２　仪器与试剂　人肺部活化调节趋化因子（ＰＡＲＣ／ＣＣＬ１８）

酶联免疫分析试剂盒，由上海劲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提供。美

国ＢＩＯＲＡＤ６８０型全自动酶标仪由昆士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提供。

１．３　方法　各组于治疗前及治疗６个月后再次复诊时留取标

本，离心１０ｍｉｎ，留血清－７０℃冷冻保存备用。应用人肺部活

化调节趋化因子（ＰＡＲＣ／ＣＣＬ１８）酶联免疫分析试剂盒检测

ＣＣＬ１８，按说明书操作。使用全自动酶标仪，反应完成后即刻

在４５０ｎｍ处测定ＯＤ值。根据标准曲线，计算出浓度值。

１．４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１８．０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多组间均数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两组比较采用狋检验，

犘＜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治疗前各组患儿血清ＣＣＬ１８检测结果　过敏性哮喘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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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敏性鼻炎组和过敏性眼结膜炎组中无论是重症组还是轻、中

度组，其ＣＣＬ１８水平均显著高于健康对照组（犘＜０．０５）；而且

每组重症组与轻、中度组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

见表１。

表１　　治疗前各组患儿血清ＣＣＬ１８检测结果

狀 ＣＣＬ１８（ｐｇ／ｍＬ） 狋值 犘值

过敏性哮喘重症组 ４９ ３８６．５５±５６．６３

过敏性哮喘轻、中度组 ３８ ２１６．５５±３８．２９ １５．８９ ＜０．０１

过敏性鼻炎重症组 ３４ ３４４．２１±４８．１４

过敏性鼻炎轻、中度组 ３０ １９８．８５±３６．６８ １３．４４ ＜０．０１

过敏性结膜炎重症组 ２５ ３２６．４４±５１．２６

过敏性结膜炎轻、中度组 ２１ ２０６．６９±４０．５８ ８．６６ ＜０．０１

健康对照组 ５０ ４２．２１±１０．４６

２．２　治疗６个月后各组患儿血清ＣＣＬ１８检测结果　ＣＣＬ１８

水平在治疗前后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治疗前后各组患儿血清ＣＣＬ１８检测结果

狀 ＣＣＬ１８（ｐｇ／ｍＬ） 狋值 犘值

过敏性哮喘组治疗前 ８７ ３３３．６１±５１．２５

过敏性哮喘组治疗后 ８１ １０１．２３±２５．５７ ３６．７６ ＜０．０１

过敏性鼻炎组治疗前 ６４ ２８７．６３±３６．２１

过敏性鼻炎组治疗后 ６０ ９５．２８±３０．８８ ３７．５４ ＜０．０１

过敏性结膜炎组治疗前 ４６ ２９４．１１±３２．５６

过敏性结膜炎组治疗后 ４５ １４２．０６±３５．７４ １８．５６ ＜０．０１

３　讨　　论

Ｏｋｕｍｕｒａ等
［３］在人胎儿肺中发现ＣＣＬ１８表达并测序，命

名为ＰＡＲＣ。Ｓｕｚｕｋａｗａ等
［４］在来源于单核细胞的树突状细胞

中克隆出ＣＣＬ１８，命名为ＣＣＬ１８，基因位于染色体１７ｑｌ１２，与

人趋化因子的基因位置相符。ＣＣＬ１８主要由抗原呈递细胞分

泌，部分由单核细胞、肺泡巨噬细胞分泌［５］。Ｔｈ２型细胞因子

ＩＬ４等促进ＣＣＬ１８在肺泡巨噬细胞、树突状细胞和单核细胞

上的表达，而ＩＦＮγ则抑制它的产生。因ＣＣＬ１８吸引ＣＤ４＋

和ＣＤ８＋Ｔ细胞、Ｂ淋巴细胞和未成熟的树突细胞，故认为其参

与首次免疫应答［６］。

趋化因子主要通过捕获Ｔｈ２细胞、嗜酸性粒细胞和嗜碱

性粒细胞，在过敏反应的产生中起作用［７１０］。本研究探讨了

ＣＣＬ１８在过敏性哮喘、过敏性鼻炎和过敏性眼结膜炎患儿血

清中水平的变化，因ＣＣＬ１８在肺中高表达并接受ＩＬ４与ＩＦＮ

γ的正负反馈，表明其在过敏性疾病的发病机制中发挥一定的

作用。通过对过敏性哮喘、过敏性鼻炎和过敏性眼结膜炎患儿

血清中ＣＣＬ１８水平进行检测，表明无论是重症组还是轻、中度

组，其血清中ＣＣＬ１８水平均明显高于健康对照组，重症组明显

高于轻、中度组，说明ＣＣＬ１８在小儿过敏性疾病中发挥着一定

的作用，且与疾病的轻重平行，但３组疾病之间ＣＣＬ１８水平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说明过敏性哮喘、过敏性鼻炎和

过敏性眼结膜炎的发病机制相似。疗６个月后，ＣＣＬ１８水平

均虽没有达到正常水平，但均有明显的下降，说明ＣＣＬ１８参与

了过敏性疾病的免疫调节。

总之，本研究发现ＣＣＬ１８参与了过敏性哮喘、过敏性鼻炎

和过敏性眼结膜炎等小儿过敏性疾病的发病机制，并揭示了

ＣＣＬ１８在小儿过敏性疾病中的细胞来源及过敏性疾病发病机

制中的重要作用，表明ＣＣＬ１８可能是未来基因治疗小儿过敏

性疾病的可能靶点。

参考文献

［１］ＣｈａｎｇＹ，ＳｅｎｅｃｈａｌＳ，ｄｅＮａｄａｉＰ，ｅｔａｌ．ＤｉｅｓｅｌｅｘｐｏｓｕｒｅｆａｖｏｒｓＴｈ２

ｃｅｌｌｒｅｃｒｕｉｔｍｅｎｔｂｙｍｏｎｏｎｕｃｌｅａｒｃｅｌｌｓｆｒｏｍｎｏｎａｔｏｐｉｃｓｕｂｊｅｃｔｓｂｙ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ｌｙ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ｎｇＣＣＬ１８／ＰＡＲＣａｎｄＣＸＣＬ１０／ＩＰ１０ｐｒｏ

ｄｕｃｔｉｏｎ［Ｊ］．ＪＡｌｌｅｒｇｙＣｌｉｎＩｍｍｕｎｏｌ，２００６，１１７（２，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

２５３２５４．

［２］ＰａｎｉｎａＢｏｒｄｉｇｎｏｎＰ，ＰａｐｉＡ，ＭａｒｉａｎｉＭ，ｅｔａｌ．ＴｈｅＣＣｃｈｅｍｏｋｉｎｅ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ｓＣＣＲ４ａｎｄＣＣＲ８ｉｄｅｎｔｉｆｙａｉｒｗａｙＴｃｅｌｌｓｏｆａｌｌｅｒｇｅｎｃｈａｌ

ｌｅｎｇｅｄａｔｏｐｉｃａｓｔｈｍａｔｉｃｓ［Ｊ］．ＪＣｌｉｎＩｎｖｅｓｔ，２００１，１０７（１１）：１３５７

１３６４．

［３］ ＯｋｕｍｕｒａＳ，ＳａｇａｒａＨ，ＦｕｋｕｄａＴ，ｅｔａｌ．ＦｃｅｐｓｉｌｏｎＲＩｍｅｄｉａｔｅｄａｍ

ｐｈｉｒｅｇｕｌｉｎ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ｂｙｈｕｍａｎｍａｓｔｃｅｌｌｓ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ｓｍｕｃｉｎｇｅｎｅ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ｉｎｅｐｉｔｈｅｌｉａｌｃｅｌｌｓ［Ｊ］．ＪＡｌｌｅｒｇｙＣｌｉｎＩｍｍｕｎｏｌ，２００５，

１１５（２）：２７２２７９．

［４］ＳｕｚｕｋａｗａＭ，ＨｉｒａｉＫ，ＩｉｋｕｒａＭ，ｅｔａｌ．ＩｇＥａｎｄＦｃｅｐｓｉｌｏｎＲＩｍｅｄｉａ

ｔｅｄ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ｈｕｍａｎｂａｓｏｐｈｉｌｓ［Ｊ］．ＩｎｔＩｍｍｕｎｏｌ，２００５，１７（９）：

１２４９１２５５．

［５］ＥｐｓｔｅｉｎＭＭ．ＴａｒｇｅｔｉｎｇｍｅｍｏｒｙＴｈ２ｃｅｌｌｓｆｏｒ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ａｌ

ｌｅｒｇｉｃａｓｔｈｍａ［Ｊ］．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ｌＴｈｅｒ，２００６，１０９（２）：１０７１３６．

［６］ＪｉｎｑｕａｎＴ，ＪｉｎｇＣ，ＪａｃｏｂｉＨＨ，ｅｔａｌ．ＣＸＣＲ３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ｎｄａｃｔｉｖａ

ｔｉｏｎｏｆｅｏｓｉｎｏｐｈｉｌｓ：ｒｏｌｅｏｆＩＦＮｇａｍｍａｉｎｄｕｃｉｂｌｅｐｒｏｔｅｉｎ１０ａｎｄ

ｍｏｎｏｋｉｎｅｉｎｄｕｃｅｄｂｙＩＦＮｇａｍｍａ［Ｊ］．ＪＩｍｍｕｎｏｌ，２０００，１６５（３）：

１５４８１５５６．

［７］ＦａｈｙＯ，ＳéｎéｃｈａｌＳ，ＰèｎｅＪ，ｅｔａｌ．ＤｉｅｓｅｌｅｘｐｏｓｕｒｅｆａｖｏｒｓＴｈ２ｃｅｌｌ

ｒｅｃｒｕｉｔｍｅｎｔｂｙｍｏｎｏｎｕｃｌｅａｒｃｅｌｌｓａｎｄａｌｖｅｏｌａｒｍａｃｒｏｐｈａｇｅｓｆｒｏｍ

ａｌｌｅｒｇｉｃ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ｂｙ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ｌｙ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ｎｇｍａｃｒｏｐｈａｇｅｄｅｒｉｖｅｄ

ｃｈｅｍｏｋｉｎｅａｎｄＩＦＮｇａｍｍａｉｎｄｕｃｅｄｐｒｏｔｅｉｎ１０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Ｊ］．Ｊ

Ｉｍｍｕｎｏｌ，２００２，１６８（１１）：５９１２５９１９．

［８］ 欧维琳，朱春江，黄健，等．白三烯Ｄ４对白细胞介素４诱导嗜酸

性粒细胞趋化因子３在支气管上皮细胞表达的影响［Ｊ］．中国实

用儿科杂志，２００７，２２（４）：２１１７２１１９．

［９］ ＨｅｉｍａｎＡＳ，ＡｂｏｎｙｏＢＯ，ＤａｒｌｉｎｇＲｅｅｄｅＳＦ．Ｃｙｔｏｋｉｎｅ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ｅｄ

ｈｕｍａｎｌｕｎｇａｌｖｅｏｌａｒｅｐｉｔｈｅｌｉａｌｃｅｌｌｓｒｅｌｅａｓｅｏｔａｘｉｎ２（ＣＣＬ２４）ａｎｄ

ｅｏｔａｘｉｎ３（ＣＣＬ２６）［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ｏｎ ＆ Ｃｙｔｏｋｉｎｅ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０５，（０２）：８２９１．

［１０］朱诉阳，吕丽丽，夏春伟．ｅｏｔａｘｉｎ和ｃｃｒ３在哮喘豚鼠肺和骨髓组

织的表达及调控［Ｊ］．细胞与分子免疫学杂志，２００７，（６）：５４３

５４５．

（收稿日期：２０１４０４１５）

·８３７２·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２０１４年１０月第３５卷第２０期　ＩｎｔＪＬａｂＭｅｄ，Ｏｃｔｏｂｅｒ２０１４，Ｖｏｌ．３５，Ｎｏ．２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