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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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哮喘重叠综合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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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肺功能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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淋巴细胞亚群水平变化情况&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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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取

单纯支气管哮喘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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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哮喘组%(单纯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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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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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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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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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以及健康体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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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对照组%为研究对象$记录各组受试人员的一般临床资料!比较
E

组肺功能指标及外周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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淋巴细胞亚群水平变化&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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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患者吸烟指数(气道反复感染发生率明显高于哮喘组和对照组!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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秒用力呼气体积占预计值的百分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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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呼出气一氧

化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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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均明显高于另外
(

组!而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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秒用力呼气体积占预计值的百分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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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高于对照组和哮喘组!且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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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患者外周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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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细胞所占百分比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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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值与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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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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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为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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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检测指标!其诊断灵敏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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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异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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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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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较单纯哮喘患者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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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存在更为严重的肺功能损伤和细胞免疫功能紊乱现象!外周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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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检测有助

于
=;WZ

的鉴别诊断&

关键词"重叠综合征$

!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

哮喘$

!

肺功能$

!

细胞免疫

!"#

!

"&$(@'@

"

F

$-GGH$"'D(1E"(&$#&"D$"?$&%"

文献标识码"

=

文章编号"

"'D(1E"(&

"

#&"D

%

"?1#'(#1&(

!!

哮喘和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W9*

%是临床上常见的慢性

气道阻塞性疾病#两者具有共同的病理特征#即气道炎症和气

流受限#但它们的发病机制和诊断标准截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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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临床实

践中#部分患者$特别是老年人%同时存在哮喘和
;W9*

的特

应征#这类患者被称为哮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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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阻塞性肺疾病重叠综合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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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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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临床慢性气道疾病患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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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B

#然而目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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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肺功能及机体免疫的研

究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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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通过比较哮喘*

;W9*

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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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临床

特征*肺功能以及
!

淋巴细胞亚群水平的差异性#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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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

期诊治提供依据#现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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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A$A

!

一般资料
!

收集
#&"(

年
'

月至
#&"'

年
'

月本院呼吸科

收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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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纯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急性加重期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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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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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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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的临床资料#其中支气管哮喘的诊断依

据中华医学会拟定的哮喘防治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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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诊断依据中华

医学会呼吸病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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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拟定的慢性阻塞性肺病诊治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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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同时满足支气管哮

喘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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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诊断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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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入支气管扩张剂后#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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秒用力

呼气容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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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高大于或等于
"#B

#且绝对值大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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秒用力呼气容积占用力肺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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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即
,S̀ "

"

,̀ ;

#

D&B

)另外#选取同期
E'

例健康体检者为对照组)排

除标准!排除患有肺结核*肺栓塞*肺癌*闭塞性毛细支气管炎

等疾病患者&排除严重心*肝*肾*胰腺等功能疾病患者&排除伴

有出血性疾病*造血功能障碍以及出血倾向患者&排除近期服

用过糖皮质激素患者&排除妊娠期妇女以及恶性肿瘤患者)本

研究经医院伦理委员会讨论通过#所有受试人员均知情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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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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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资料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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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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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受试人员年龄*性别*体

质量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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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烟史以及既往气道感染情况)

A$B$B

!

肺功能及呼出一氧化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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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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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肺功能

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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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日本
+R]=!W

%对所有受试人员肺功能进行测

定#检测指标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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秒用力呼气体积占预计值的百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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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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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一氧化氮分析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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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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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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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测定!受试人员在静息状态下#吹尽肺

内气体后迅速含住过滤器#嘴经管吸气
#

#

(G

#然后一口完成

吹气#吹气速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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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匀呼气
"&G

进行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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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周血淋巴细胞水平检测
!

所有研究对象于入院或体

检当天采集外周静脉血
%IX

#置于肝素钠抗凝管中#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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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送检)采用流式细胞仪$

,=;Z=J-5

型#美国
:*

公司%进行

外周血
!

淋巴细胞亚群检测#所有配套试剂均购自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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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司)研究中所有操作均有经验丰富人员按照说明书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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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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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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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量

资料以
F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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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计数资料以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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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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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进行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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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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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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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临床特征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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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W9*

组和
=;W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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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外周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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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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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E

C

'

;*?

C诊断
=;WZ

的
<W;

曲线

B$D

!

;*E

C

"

;*?

C诊断
=;WZ

的
<W;

曲线分析
!

以
;*E

C

"

;*?

C为临床诊断
=;WZ

的检测指标#绘制
<W;

曲线分析

;*E

C

"

;*?

C对
=;WZ

的诊断价值#其曲线下面积为
&$?%D

$

@%B:$

为
&$D@&

#

&$@#%

%#以
;*E

C

"

;*?

C值
$

"$""

为临界

值#其诊断
=;WZ

的灵敏度为
?%$@B

#特异度为
D"$EB

)见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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哮喘和
;W9*

是临床上常见的两种呼吸系统疾病#其中

哮喘多发于儿童#患者发病初期症状变化快#且常伴有湿疹*过

敏性鼻炎等&

;W9*

则多发于长期吸烟史的中老年患者#其临

床症状进展缓慢#主要表现为持续性气流受限*肺功能下降

等'

@

(

)对于典型的哮喘和
;W9*

患者#临床上能够较好鉴别#

然而近些年临床研究表明#部分患者可能同时存在两种疾病特

征#较难将其归入两者中任一疾病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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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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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X*

将这类疾病定义为
=;WZ

'

"&1""

(

)在以往哮喘和
;W9*

的临床研究中#

=;WZ

患者均被排除在外#故目前对该病研究

报道较少)本研究对各组临床资料分析发现#

=;WZ

患者吸烟

指数和气道反复感染发生率均明显高于对照组和哮喘组#而与

;W9*

组差异不显著&提示吸烟和气道感染是
=;WZ

和
;W9*

的重要诱因#吸烟史及气道易感染的
;W9*

患者若出现反复

发作性喘息及可逆性气流受限时#应特别注意鉴别是否为

=;WZ

)

哮喘和
;W9*

具有共同的病理生理特征#均表现为弥漫

性气道受阻'

"#

(

)哮喘患者的气道受阻是可逆的#多数经治疗

后可缓解&

;W9*

患者的气流受限则是不完全可逆的#其肺部

病变较哮喘患者更为明显#可通过肺功能检测进行鉴别'

"(1"E

(

)

,8]W

是嗜酸性炎症标志物#其水平与机体支气管高反应性及

舒张可逆性密切相关'

"%

(

)本研究结果显示#

=;WZ

患者
,̀ ;

和
,S̀ "B

均明显低于哮喘组和
;W9*

组#

,S̀ "

"

,̀ ;

显著低

于哮喘组#而与
;W9*

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

说明与单纯哮喘和
;W9*

患者相比#

=;WZ

患者气道受限程度

更为严重)另外#对各组
,8]W

值统计发现#

=;WZ

组
,8]W

值均显著高于另外
(

组#提示
=;WZ

患者存在较为严重的嗜

酸性大气道炎性反应)

临床研究发现#

=;WZ

患者的病情较易恶化#而细胞免疫

功能紊乱可能是导致患者病情恶化的重要原因'

"'

(

)

!

淋巴细

胞是执行细胞免疫效应的主要因子#其中
;*(

C细胞数量影响

机体整体细胞免疫水平#其所占比例维持恒定对保证机体正常

免疫功能具有重要作用'

"D

(

)

;*E

C

"

;*?

C比值能够直接反映

机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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