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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儿缺氧缺血性脑病$

2W[

&是由于围产期窒息缺氧所

引起的新生儿缺氧缺血性器官损伤$

2Ẁ!

&并出现一系列中枢

神经系统异常的脑病症状#常危及新生儿生命并易留下后遗

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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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Ẁ!

的机制尚不十分清楚#有研究显示
2Ẁ!

是一种

血清中某种特定的炎症介质升高的状态#一个重要机制是缺血

再灌注损伤后#激发受累的组织器官出现免疫炎症反应#是一

种.炎症性疾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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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研究表明炎症介质白细胞介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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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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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应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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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参与了
2W[

免疫损伤过程#与

新生儿
2W[

的病理生理过程密切相关#在
2W[

脑损伤中起重

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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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拟结合临床
2W[

新生儿的临床病情及血清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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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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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水平的改变进行分析研究#从而了

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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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及
387

与
2W[

病情的相关性及其发病机制#为

2W[

的治疗提供实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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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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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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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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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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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本院新生儿科

住院窒息足月儿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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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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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进行研究$

2W[

组&#其

中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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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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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出生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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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胎龄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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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2W[

患儿诊断和临床分度均符合
2W[

标准'

4

(

#其中轻

度
2W[

患儿
&)

例#中度
*)

例#重度
&)

例)选取同期
$))

例健

康足月新生儿作对照组#其中男
4)

例#女
4)

例%体质量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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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胎龄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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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两组患儿均无先天性畸形*感染*

肿瘤*代谢紊乱和其他先天性疾病所引起的脑损伤#以及神经

肌肉疾患*胎儿失血性休克*胎儿水肿*产程中使用大剂量麻醉

镇痛剂和$或&硫酸镁引起的胎儿被动药物中毒等)两组新生

儿胎龄*出生体质量及性别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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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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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研究对象均出生
%*E

以内抽取静脉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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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上层血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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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待

测)采用
[>WU5

方法检测各组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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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试剂盒

均由美国
>,;-/

有限公司提供#以免疫浊度分析法定量测定血

清
387

浓度#试剂盒均由北京九强有限公司提供#严格按说明

书进行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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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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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分析#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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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示#组间比较采用完全随机设计的
=

检验#相关分析用
7GHC/;

相关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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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型组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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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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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度明显高于中型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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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型组血清
W>#(

*

W>#$+

及
387

浓度明显高于轻

型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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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血清
W>#(

*

W>#$+

及
387

水平相关性分析
!

相关

性分析结果表明#

387

水平与
W>#(

*

W>#$+

水平呈明显正相关

$

Lg)'((&

*

)'A%4

#均
!

$

)')$

&#

W>#+

与
W>#$+

水平呈明显正

相关$

Lg)'A+&

#

!

$

)')$

&)

C

!

讨
!!

论

2W[

是新生儿围产期窒息后的神经系统严重并发症#围

产期窒息是本症的主要病因#由宫内窒息引起者占
4):

#娩出

过程中窒息占
*):

#先天疾病所致者占
$):

)临床出现一系

列脑病表现#病情重#病死率高#并可产生永久性神经功能障

碍#本症不仅严重威胁着新生儿的生命#并且是新生儿期后病

残儿中最常见的病因之一)有研究显示新生儿
2W[

脑损伤的

主要机制是缺血再灌注损伤后引起的脑组织局部过度炎性反

应所致#免疫炎症反应的作用日益严重#细胞因子在缺血再灌

注损伤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

(

(

)对
2W[

新生儿血清炎性因子

研究发现#一些炎性因子血清水平存在明显变化#主要为
W>#(

*

W>#$+

和
387

浓度升高#是慢性炎症在
2W[

中一种重要的标

志)

W>#(

是由单核细胞*巨噬细胞*

D

细胞*

`

细胞等多种细胞

分泌的一种多功能细胞因子#具有广泛的生物学活性#当发生

急性感染时
W>#(

急剧升高#发挥促损伤和神经保护双重作用#

近年也常用来指示慢性亚临床炎症反应)临床研究发现脑缺

血病人血浆中
W>#(

的水平升高#与脑组织损伤密切相关#推测

W>#(

与脑缺血损伤有关#可能参与新生儿
2W[

脑损伤过程'

A

(

)

W>#$+

是一种最主要的潜在的致炎多效性细胞因子#主要调节

机体免疫应答和各种生理功能#研究表明
W>#$+

可能参与了缺

血性脑血管病的病理生理过程#作为一种作为促炎细胞因子在

缺血缺氧导致的脑损伤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

(

)

387

是临床常

见的由人体肝脏合成的炎症急性时相蛋白中最敏感的指标#主

要受血循环中由脂肪组织分泌的细胞因子
W>#(

和
DZ6#

'

的

调节#是机体重要的防御分子#当
387

水平升高#激活慢性免

疫系统#炎症反应发生)

本研究结果表明#

2W[

组新生儿血清
W>#(

*

W>#$+

和
387

水平较正常对照组显著升高#且重型组血清
W>#(

*

W>#$+

和

387

浓度明显高于中型组#中型组血清
W>#(

*

W>#$+

和
387

浓

度明显高于轻型组#随病情加重呈进行性升高#提示
W>#(

*

W>#

$+

和
387

可能参与
2W[

的炎症的过程#与临床病情的严重性

相一致#在
2W[

的病理生理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可能参与了

脑缺血缺氧损伤再灌注的过程#能反映了
2W[

患儿脑损伤的

程度#对病情的监测有一定的意义#可能成为早期评价新生儿

2W[

严重程度及预后的一个客观指标)缺血缺氧灌注机制参

与
2W[

脑损伤的病理生理过程#研究发现
W>#(

水平减低可下

调新生儿的免疫功能#

W>#(

对神经系统的作用是双向的#一定

浓度的
W>#(

是维持神经细胞正常生长和生存的基础#是中枢

神经调节机体抗损伤和防御的重要因子#但高浓度时对中枢神

经系统又有毒性作用'

@

(

)

W>#$+

与
2W[

的发生密切相关#作为

一种抗炎因子对脑组织起保护作用的同时#可能也是一种致炎

因子对脑组织造成损伤#

W>#$+

通过趋化中性粒细胞到炎症部

位并诱导其变性及颗粒释放#激活中性粒细胞*内皮细胞产生

自由基*氮氧化合物*蛋白酶及花生四烯酸等代谢产物#形成瀑

布效应#是脑损伤病理过程中起重要作用的细胞因子'

$)

(

)有

研究显示轻度*中度*重度
2W[

患儿治疗前血清
W>#(

*

W>#$+

和

W6Z#

+

浓度较对照组明显增高$

!

$

)')4

&#且
2W[

病情分度越

重#血清
W>#$+

*

W>#(

和
W6Z#

+

浓度增加越明显#与研究结果相

符#提示
W>#(

*

W>#$+

参与
2W[

患儿缺氧缺血性脑损伤的病理

过程#血清
W>#(

*

W>#$+

水平变化能反映
2W[

的预后判断'

$$

(

)

2W[

患儿脑缺血
#

再灌注损伤机制导致血清
W>#(

升高的原因

可能是!

W>#(

能促进肾上腺皮质激素释放#促进神经生长因子

分泌#在一定程度上抑制缺血性再灌注的炎症反应#对缺血性

脑损伤具有保护作用而减轻
2W[

的发生#

2W[

缺血性脑损伤

越严重#

W>#(

应激性升高水平越高#推测与其神经修复作用有

关'

$%

(

%过量的
W>#(

对神经系统起毒性作用#其机制是能刺激

细胞间黏附分子
#$

的产生#使炎性细胞大量侵入病变组织#释

放大量的自由基#与其他炎症细胞因子协同发挥细胞毒作

用'

$&

(

)

W>#$+

引起脑细胞损伤的机制可能是通过致炎效应间

接参与脑损伤#

W>#$+

可诱导
W>#$

*

*

W>#%

和
WZ6#

+

等致炎细胞

因子的产生#从而可加重缺血后脑损伤程度#缺血后脑组织中

W>#$+

的主要细胞来源是激活的小胶质细胞#因此脑缺氧缺血

发生时#胶质细胞分泌的
W>#$+

通过血脑屏障大量进入血液循

环#导致血清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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