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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于贵州省第二人民医院心身科住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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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青年首发抑郁症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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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细胞因子在青年首发抑郁症中表现不一%细胞因子可能参与了抑郁症的发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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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症是一种常见的精神病理状态或综合征!以情感低

落%思维迟缓%以及言语动作减少%迟缓为典型症状"其发病原

因和机制十分复杂!目前尚处于假说阶段!其中免疫学说的研

究主要集中在免疫细胞和细胞因子研究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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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将患

者按不同病程分组!对干扰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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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与汉密尔顿抑郁量表&

3#79

'因子分间的相关性进

行了分析!现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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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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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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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贵州省第二人民医院心身

科住院的青年首发抑郁症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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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纳入本研究作为患者组!

其中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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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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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平均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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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本研究中

青年的年龄标准为世界卫生组织规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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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纳入条

件+符合抑郁发作的诊断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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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症状为首次发作"

排除标准+有酒精及药物滥用者*近半年内使用过免疫调节剂%

各种抗抑郁药%锂盐等*接受过电抽搐治疗*有较严重的心%肝

肾疾病及其他严重躯体疾病病史*近两周内有感冒%发热等感

染性疾病史"另外!选取同期在本院进行健康体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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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作

为对照组!排除标准与患者组相同!其中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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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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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与试剂
!

主要仪器包括北京普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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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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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箱内保存待测!操作时严格按

照产品说明书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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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表评定
!

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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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3#79

量表评定患者的

抑郁严重程度!评定量表使用统一指导语"评定过程按照统一

标准!由经过培训的心理测量师实施!保证量表评定的一致性

与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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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处理
!

用
$4$$(0)&

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学处理*

计量资料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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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多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组间

两两比较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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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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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因子分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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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病程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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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免疫相关因子水平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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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子分的相关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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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精神性焦虑呈负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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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忧郁情绪%自杀呈正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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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患者
<

项免疫相关因子水平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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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因子分的相关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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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入睡困难%早醒%工作和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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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深呈负相关&

!

$

&)&<

'*

=51(0

与忧郁情绪呈负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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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病程患者与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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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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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因子是免疫系统中细胞间相互作用的调节者及免疫

系统与中枢神经系统间相互作用的关键因子"抑郁情绪通过

作用于神经
1

内分泌免疫网络系统!影响免疫功能!产生相应免

疫学改变.

'

/

!研究抑郁症患者血清中的细胞因子水平!进一步

认识抑郁症患者的免疫功能状态及细胞因子水平与抑郁症发

病的相关性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8"1

&

与
=512

相互拮抗!调控
?J(

%

?J'

细胞的增殖和功

能"

?681

!

(

作为广谱的负调节因子!在免疫调节等方面发挥

重要作用"

=51*

和
=51(0

是促炎性因子!在炎性疾病中发挥重

要调节作用"本研究观察了青年首发抑郁症不同病程组中

=8"1

&

%

=512

%

?681

!

(

%

=51(0

的水平!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

!

%

&)&<

'"半年至
'

年及
'

年以上组
=51*

水平均高

于对照组!提示机体可能存在免疫激活状态"本研究发现
=51*

水平随着病程延长而升高!因研究的例数较少!其是否与抑郁

症的病理机制有关仍需进一步研究"患者
=8"1

&

%

=512

水平均

为正常!可能机体未发生
?J(

和
?J'

免疫调节失衡"

=51(0

作

为炎症因子!可能在青年首发抑郁中无改变!与
P-Q

等.

%

/的报

道一致!与国内毛丽娟等.

2

/报道的
=51(0

水平升高存在差异!

这可能与研究的分组及排除标准有关"有学者研究认为
?J(0

细胞的分化可能会受
=51*

的调节!

=51*

可与
?681

!

(

协同作

用调节天然
!92

S

?

细胞分化为
?J(0

细胞.

<

/

"本实验显示!

=51*

水平升高时!

=51(0

水平正常!可能在青年首发抑郁患者

中
=51*

水平无关
?J(0

细胞分化"

?J*

细胞可由
?681

!

(

作

用于
?J'

细胞!由
?J'

细胞转化而来!也可由
=512

联合
?681

!

(

刺激
!92

S初始
?

细胞而产生.

+

/

!本实验中青年首发抑郁

患者血清
=512

和
?681

!

(

水平不高!而
=51*

水平升高!其原因

尚需进一步探讨"

通过不同病程组各免疫相关细胞因子与
3#79

量表各

因子分的相关性分析可知+半年以内组!

=8"1

&

与精神性焦虑

呈负相关&

!

$

&)&<

'*

=51*

与躯体性焦虑%全身症状呈正相关*

=51(0

与忧郁情绪%自杀呈正相关*半年至
'

年组!

=8"1

&

与入

睡困难%早醒%工作和兴趣呈负相关!与躯体性焦虑呈正相关

&

!

$

&)&<

'*

=51*

与睡眠不深呈负相关*

=51(0

与忧郁情绪呈负

相关*

'

年以上组!

=8"1

&

与忧郁情绪%阻滞呈正相关&

!

$

&)

&<

'*

=512

与忧郁情绪呈正相关"提示细胞因子在不同病程可

能参与了青年首发抑郁的发生发展"本课题组曾报道
=51*

%

=51+

%

?"81

"

可能参与了重度抑郁症发生发展.

01*

/

"

总之!本研究采用了特异度和灵敏度相对较为局限的

:5=$#

法!影响因素比化学发光法多!本研究的结果尚需进一

步研究证实"细胞因子在抑郁症发病机制中的作用仍存在争

议!抑郁症的病因复杂!其生物学异常涉及体内多个系统!各细

胞因子间相互关系如何!细胞因子是否对抑郁症的发病起主要

作用!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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