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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哮喘产妇与健康产妇新生儿脐血白细胞介素"

AH

#

,&9

%

AH,;

%

AH,&'

%肿瘤坏死因子
'

"

DNO,

'

#水平差异!探讨哮喘发病的早期检测及预防临床意义$方法
"

83

例哮喘产妇为哮喘组!

;(

例健康产

妇为健康对照组!比较两组新生儿脐血
AH,&9

%

AH,;

%

AH,&'

%

DNO,

'

水平差异!研究
8

指标的相关性&并对哮喘组

新生儿行
&'

"

&2

个月随访!比较发生变态反应疾病研究对象"

<

组!

&(

例#与无变态反应疾病研究对象"

`

组!

.-

例#两组新生儿脐血
AH,&9

%

AH,;

%

AH,&'

%

DNO,

'

水平差异$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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哮喘组新生儿脐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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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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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低于健康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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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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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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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负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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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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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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哮喘为临床常见的慢性气道过敏性炎性疾病'

儿童为哮喘的高发人群(约占哮喘患者的
;'@

*

&

+

'据

统计资料显示(我国儿童哮喘的发病率约为
'1'(@

"

.13'@

(哮喘的发病有明显的遗传趋向*

.

+

'父母双方

均有哮喘家族史的儿童哮喘发病风险为无家族史儿

童的
&'

倍左右*

2

+

'哮喘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

给家庭造成沉重的经济负担'对于哮喘高危人群的

早期防治对于哮喘的控制)生活质量的提高及家庭)

社会负担的减轻均有重要的临床意义'笔者对有哮

喘家族史的儿童进行了前瞻性研究(旨在探讨新生儿

脐血白细胞介素$

AH

&

,&9

)

AH,;

)

AH,&'

)肿瘤坏死因子
'

$

DNO,

'

&检测在哮喘发病的早期检测及预防的临床

应用价值'

$

"

资料与方法

$1$

"

一般资料
"

选择
.'&3

年
&

月至
.'&-

年
3

月本

院妇产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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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年龄
.&

"

29

岁(平均$

2&12g812

&岁(孕周
2;

"

8'

周(平均$

2(1&g&12

&周%剖宫产
.&

例(顺产
.;

例%新

生儿男
.3

例(女
.'

例%选取同期
;(

例健康产妇为健

康对照组(年龄
..

"

2(

岁(平均$

2&12g81&

&岁(孕周

28

"

8'

周(平均$

2(12g&1;

&周%剖宫产
.(

例(顺产

2'

例%新生儿男
2.

例(女
.-

例'两组在年龄)孕周及

剖宫产)顺产及新生儿性别构成方面比较(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

!

%

'1';

&(具有可比性'本研究经医院伦

理会论证通过(所有研究对象签署知情同意书(享有

知情权'

$1%

"

诊断及纳入)排除标准
"

哮喘的诊断标准参考

0中国支气管哮喘防治指南1相关诊断标准*

8

+

!$

&

&患

者反复喘息(呼吸困难(咳嗽)胸闷(与冷空气)运动)

接触变应原或理化刺激性因素及病毒性呼吸道感染

等因素有关%$

.

&发作双肺弥漫性或散在性哮鸣音(主

要为呼气相%$

2

&症状可自行缓解或通过治疗缓解'

研究对象纳入标准!哮喘组研究对象均处于哮喘缓解

期(孕期无糖皮质激素使用史(对照组无哮喘史(无过

敏性疾病史'研究对象排除标准!严重感染)恶性肿

瘤)严重肝肾功能异常'

$1&

"

方法
"

两组研究对象于分娩时结扎脐带并于胎

盘端取新生儿脐血
;UH

(离心取血清检测
AH,&9

)

AH,

;

)

AH,&'

)

DNO,

'

水平(比较两组研究对象新生儿脐血

AH,&9

)

AH,;

)

AH,&'

)

DNO,

'

水平差异性(研究
8

项指标

的相关性'对哮喘组新生儿行
&'

"

&2

个月随访(统

计哮喘组新生儿发生变态反应疾病$婴儿湿疹)婴儿

哮喘)过敏性疾病&的情况(将哮喘组发生变态反应疾

病的新生儿分为
<

组$

&(

例&(哮喘组无变态反应疾

病发生的新生儿分为
`

组$

.-

例&(回顾性比较两组新

生儿脐血
AH,&9

)

AH,;

)

AH,&'

)

DNO,

'

水平差异性'

$1'

"

实验室检查
"

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VHAT<

&

检测新生儿脐血
AH,&9

)

AH,;

)

AH,&'

)

DNO,

'

血清水

平(试剂购自上海研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产品(全自

动酶免分析仪为
À+̀ <TV8'''

酶免分析仪(严格按

试剂说明书设置参数(

8;'7U

测定
J=

值(当日室内

质量控制保证结果有效性'

$1I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统计学软件
TETT..1'

对数

据进行分析处理(两组间均值比较采用
@

检验(方差不

齐采用改良
@

检验$

@d

检验&(研究指标的双变量相关

性分析采用
ECB[6#7

相关分析(

!

$

'1';

表示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1$

"

两组新生儿脐血
AH,&9

)

AH,;

)

AH,&'

)

DNO,

'

水

平比较
"

两组新生儿脐血
AH,&9

)

AH,;

)

AH,&'

)

DNO,

'

水平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1';

&(哮喘组新

生儿脐血
AH,&9

)

AH,;

)

DNO,

'

水平高于健康对照组(

AH,&'

水平低于健康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1';

&'

%1%

"

两组新生儿
8

项指标相关性分析
"

两组新生儿

8

项指标两两相关性分析经
ECB[6#7

相关分析(

AH,&'

与
AH,;

呈负相关(

AH,&'

与
DNO,

'

呈负相关(差异均

有统计学意义$

!

$

'1';

&'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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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新生儿脐血
AH,&9

&

AH,;

&

AH,&'

&

DNO,

'

"""

水平比较#

MgF

%

7

Z

'

H

$

组别
& AH,&9 AH,; AH,&' DNO,

'

哮喘组
83 89(1-g&8;12 &881.g891; .81-g;1. &.(13g.21-

健康对照组
;( &;319g3.19 &'319g281& 2.12g31( 9'12g313

@

$

@d

&

&;19.& 81323 31.&- &;1-'9

! '1''' '1''' '1''' '1'''

表
.

""

两组新生儿
8

项指标相关性分析

指标
AH,&9

? !

AH,;

? !

DNO,

'

? !

AH,&' R'12;3 '1.;2 R'18;( '1''2 R'1;93 '1''.

DNO,

'

'18-3 '1&'. '1;.( '1&8-

AH,; '1.83 '1.;3

%1&

"

哮喘组发生变态反应新生儿与未发生变态反应

新生儿
AH,&9

)

AH,;

)

AH,&'

)

DNO,

'

水平比较
"

哮喘组

发生变态反应新生儿与未发生变态反应新生儿
AH,

&9

)

AH,;

)

AH,&'

)

DNO,

'

水平经
@

检验$

@d

检验&分析比

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1';

&(哮喘组发生变态

反应新生儿脐血
AH,&9

)

AH,;

)

DNO,

'

水平高于未发生

变态反应新生儿(

AH,&'

水平低于未发生变态反应新

生儿(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1';

&'

表
2

""

哮喘组
AH,&9

&

AH,;

&

AH,&'

&

DNO,

'

"""

水平比较#

MgF

%

7

Z

'

H

$

组别
& AH,&9 AH,; AH,&' DNO,

'

<

组
&( ;&;1&g-&13 &3-12g.;1- .&1.g21. &8&13g&;12

`

组
.- 8&312g9&12 &..19g2&1; .-18g81& &.'1.g&219

@

$

@d

&

81.;( ;1'-9 ;1;&' 81(;.

! '1''' '1''' '1''' '1'''

&

"

讨
""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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哮喘为以气道高反应性)气道阻塞)气道炎症为

主要特点的慢性呼吸道炎性疾病(尤其炎症也是哮喘

各临床症状以及气道高反应性的病理基础'典型哮

喘分
2

期!诱导期)速发相哮喘反应)迟发相哮喘反

应(各期均有特异性趋化因子)结构细胞及炎性细胞

发挥重要的作用'研究显示(多种炎性因子与哮喘的

发病与转归密切相关*

;

+

'哮喘被定义为复杂遗传性

疾病与遗传易感基因以及环境因素均关系密切*

3

+

(随

全球哮喘防治方案的推广(临床工作者逐渐意识到对

哮喘的早期预防及干预治疗的重要性*

-

+

'尤其儿童

哮喘早期诊断对症状的控制及患儿身心健康的维护

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本研究显示(哮喘组新生儿
AH,&9

)

AH,;

血清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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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升高(其中随访过程中哮喘组发生变态反应新生

儿脐血
AH,&9

)

AH,;

血清水平升高尤为显著'

AH,&9

主

要为单核巨噬细胞分泌的细胞因子(辅助性
D

细胞
&

$

D%&

&细胞)自然杀伤细胞$

N!

细胞&以及幼稚
D

细

胞细胞膜上均有其受体表达(其主要生理功能为抑制

呼吸道黏膜嗜酸性粒细胞聚集)抑制
D%.

细胞增殖及

炎性介质的释放(嗜酸性粒细胞为哮喘发病过程中最

重要的效应细胞'

AH,&9

可促进
D%&

细胞产生(刺激

%

,

干扰素$

AON,

%

&的产生(具有抗感染)抑制肿瘤等作

用'多项研究显示(哮喘患者
AH,&9

呈现高表达*

9,(

+

'

AH,;

为
/08

Q

D

细胞)气道上皮细胞及肥大细胞合成

分泌的一类糖蛋白(为嗜酸性粒细胞的生长因子主要

调控嗜酸性粒细胞气道浸润(促进血小板活化因子)

白三烯等炎性介质的释放'嗜酸性粒细胞浸润到肺

组织释放的氧化性物质可破坏肺)支气管上皮细胞(

引起气道损伤及气道的高反应性'有研究显示(

AH,;

可促进
`

细胞活化生成
A

Z

V

)

A

Z

<

及
A

Z

J

等多种免疫

球蛋白(与哮喘患者的气道高反应性密切相关*

&'

+

'

AH,&'

为机体重要的抑炎因子(可抑制机体免疫反应

的发生(

AH,&'

对哮喘多种效应细胞均有较强的负性

作用(其可下调抗原提呈细胞表面的
J?/

$

类分子

和
/09'

"

/093

表达(影响
D%&

类细胞激活(抑制
N!

细胞分泌
AON,

%

(减少前列腺素
V

分泌(缩短嗜酸性

粒细胞的存活期(并抑制嗜酸性粒细胞炎性介质的分

泌(影响炎性因子对肥大细胞的趋化作用'有研究显

示(

AH,&'

可显著减少哮喘小鼠机体的
AH,;

及血清免

疫球蛋白
V

水平*

&&

+

'本研究结果显示(

AH,&'

在哮喘

组新生儿血清水平出现降低(其中随访过程中哮喘组

发生变态反应新生儿减低尤为显著%在新生儿脐血中

AH,&'

与
AH,;

及
DNO

呈负相关'有研究者认为(

AH,

&'

水平的降低程度可反映患儿发生哮喘的风险高低(

对于有遗传背景的
AH,&'

水平降低的新生儿应早期预

防(降低哮喘的发生概率*

&.,&2

+

'

DNO,

'

为嗜酸性粒细

胞)肥大细胞等产生的多肽调节因子(具有广泛的生

物活性'低水平的
DNO,

'

对于组织修复(炎症应答

有积极的作用(高浓度
DNO,

'

则可引起免疫损伤(

DNO,

'

可促进促嗜酸性粒细胞因子活化因子的释放(

引起血管内皮损伤(通透性增高(促进炎症细胞聚集

于呼吸道产生哮喘的各种临床症状'在临床难治性

哮喘
DNO,

'

的作用正引起临床工作者的重点关注'

在控制哮喘症状抑制
DNO,

'

的治疗已成为哮喘临床

研究热点*

&8,&;

+

'本研究显示(

DNO,

'

变化与
AH,&9

)

AH,;

具有同向性(但无相关性'

'

"

结
""

论

""

笔者对有哮喘家族史的儿童进行了前瞻性研究(

结果发现新生儿脐血
AH,&9

)

AH,;

)

AH,&'

)

DNO,

'

的监

测有利于哮喘的早期辅助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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