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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细胞介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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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白细胞介素
-(/

在口腔扁平苔藓

患者血清中的表达及临床意义

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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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

"同济大学附属口腔医院检验科!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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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

要!目的
!

探讨白细胞介素"

9;

$

-(.

和
9;-(/

在口腔扁平苔藓"

X;"

$患者血清中的表达及临床意义&

方法
!

选取该院健康者
&0

例"对照组$和
X;"

患者"

X;"

组$

.&

例!分析
X;"

患者外周血淋巴细胞亚群

#6.

m

)

#6*

m

)

#60

m

)

#6()

m

)自然杀伤细胞"

7M

!

#6(+

m

#6,+

m

$的表达情况!免疫散射比浊法检测体液相关免

疫指标免疫球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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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

9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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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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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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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表达情况&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K;9F5

$方法检测血清中

9;-(.

和
9;-(/

水平!分析
9;-(.

和
9;-(/

的表达与
X;"

患者免疫功能情况及临床指征的相关性&结果
!

X;"

组患者免疫水平与对照组作比较!

X;"

组患者
#*

值低于对照组!

9

R

>

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G

$

'!',

$#两组患者体液免疫水平检测!

X;"

患者
#6()

m水平高于对照组#

#6.

m

)

#6*

m

)

#60

m低于对照组!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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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患者
9;-(.

和
9;-(/

的表达水平高于对照组!差异比较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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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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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血清中
9;-(.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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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表达水平呈正相关"

0i'!0&*

!

G

$

'!',

$#

X;"

患者
9;-(&

和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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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机体细胞免疫功能下!伴有一定程度的体液免

疫功能的紊乱&

9;-(.

和
9;-(/

高表达可能协同促进了
X;"

的炎症发生发展!在
X;"

的发病机制中起到了一

定作用&

关键词!白细胞介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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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腔扁平苔藓&

X;"

'是一种常见的慢性角化性

口腔黏膜疾病"一般不具有传染性#该病的发病原因

比较复杂"有研究表明"其发病与精神因素如压力大*

疲劳*抑郁*焦虑*免疫因素*内分泌因素*微循环障碍

因素*微量元素缺乏及一些全身疾病如糖尿病*感染

消化道功能紊乱等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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糜烂型和萎缩型#白细胞介素&

9;

'是由机体内多种

细胞产生并调节细胞间功能的一类细胞因子$

&

%

#目

前研究发现了
.0

种
9;

"

9;-(.

和
9;-(/

是其中的两

种"它们在免疫细胞的增生*活化及免疫调节等过程

中发挥着关键作用"此外它们还参与机体的生理及病

理反应过程#

9;

和血细胞生长因子同属于细胞因

子$

.-*

%

"二者之间协调合作"共同完成细胞造血等功

能#本文主要对
9;-(.

和
9;-(/

在
X;"

患者血清中

的表达及临床意义进行探讨#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取
&'(+

年
,

月至
&'(0

年
&

月本

院收治的
.&

例初诊为
X;"

患者&

X;"

组'作为研究

对象"其中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

岁"平均

&

*/!(.n/!)*

'岁#纳入标准!&

(

'患者均不伴有皮

损"无心血管*肝炎等系统性疾病+&

&

'无牙周炎*牙龈

炎等其他口腔疾病+&

.

'近
.

个月内未接受任何局部

或全身的激素或抗菌药物治疗#根据临床检查和

X;"

诊断标准及分型标准$

,

%对患者进行确诊和分型+

其中网纹型包括网状型*条纹型及斑块型等
(,

例"糜

烂型包括红斑型*萎缩型
B,

例#对照组
&0

例来自于

同期体检健康者"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0

岁"

平均&

*+!()n,!&+

'岁#本研究经伦理委员会同意"

所有研究对象均知情并签署知情同意书#两组一般

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G

%

'!',

'"具有可比

性#

$!%

!

仪器与试剂
!

补体
#.

(

#*

检测试剂盒来自于贝

克曼库尔特实验系统苏州有限公司"免疫球蛋白&

9

R

'

G

(

>

(

5

检测试剂盒恒温水浴箱&上海跃进医疗器械

厂'"

>E@?B+0'

酶标仪采用美国的
J9X-$56

公司生

产"超低温冰箱采用冠深生物科技上海有限公司生

产"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K;9F5

'试剂盒由上海抚生实

业有限公司生产"流式细胞仪*

+

色
NJ7M

检测试剂

盒由美国
J6

公司生产"特定蛋白分析系统来自于美

国
J?H̀ O<4#EAB:?T

公司#

$!&

!

检测方法
!

于次日清晨采取患者空腹时的静脉

血
,!,O;

"对照组则在体检时抽取即可"

&,''T

(

O24

离心
(,O24

后取血清"置于
h0'f

环境中存放"按照

K;9F5

试剂盒说明书测定血清
9;-(.

和
9;-(/

水平#

散射比浊法检测患者体液免疫指标"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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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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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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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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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式细胞术检测患者自然杀伤细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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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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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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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m

*

#6()

m细

胞免疫指标#

$!'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F"FF&&!'

软件进行统计学

分析#组间采用两独立样本
<

检验+各因素间相关性

分析采用
"?<T3E4

相关分析#

G

$

'!',

表示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两组体液免疫水平检测结果比较
!

X;"

组患者

免疫水平与对照组作比较"

X;"

组
#*

值低于对照

组"

9

R

>

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G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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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表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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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细胞免疫水平检测结果比较
!

两组体液免

疫水平检测结果进行比较"

X;"

组
#6()

m水平高于

对照组"

#6.

m

*

#6*

m

*

#60

m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G

$

'!',

'"见表
&

#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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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患者体液免疫检测结果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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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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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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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n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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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组
9;-(.

和
9;-(/

的表达水平比较
!

X;"

组

9;-(.

和
9;-(/

的表达水平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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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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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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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患者与血清中
9;-(.

和
9;-(/

表达水平的

相关性分析
!

相关性分析显示"

X;"

患者血清中
9;-

(.

和
9;-(/

的表达水平呈正相关"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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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X;"

患者血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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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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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指标的相关性分析
!

采用
F

S

?<TO<4

相关分析法分

析
X;"

患者
9;-(.

和
9;-(/

的表达与免疫功能指标

的相关性"见表
*

#

X;"

患者
9;-(&

和
9;-&/

的表达

水平与
9

R

G

呈正相关&

0

(

i'!+*.

"

G

(

i'!'(&

+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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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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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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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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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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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

ih'!/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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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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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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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
9;-(.

和
9;-(/

的表达水平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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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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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nB

(

组别
& 9;-(. 9;-(/

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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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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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n.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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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

'!''(

$

'!''(

!!

注!

"

G

$

'!',

"与对照组比较

表
*

!!

X;"

患者血清中
9;-(.

和
9;-(/

表达水平与

!!!

免疫指标的相关性分析

指标
9;-(.

0 G

9;-(/

0 G

#. h'!(*( '!.&+ h'!&+, '!(.*

#* '!'.& '!0+. h'!'&0 '!0/+

9

R

G '!+*. '!'''

"

'!/*/ '!'''

"

9

R

> '!&'( '!&0* '!&*' '!()0

9

R

5 '!('( '!,*/ '!(+/ '!&,'

#6.

m

'!&&( '!&'' '!&*' '!&'&

#6*

m

h'!'+' '!/,. h'!(&' '!,(0

#60

m

'!'&/ '!0)/ h'!'0+ '!+,)

#6()

m

'!('/ '!,+0 '!&+. '!(,0

#6(+

m

#6,+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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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 '!'''

"

!!

注!

"

G

$

'!',

&

!

讨
!!

论

!!

X;"

是一种常见的不具有感染性的口腔黏膜疾

病"多见于中年女性"由粟米状或丘疹状的线条构成

的网纹状损害"随着病情加重会出现红斑和糜烂$

+

%

#

发病机制比较复杂"精神因素是造成此病的主要原

因"由于精神压力过大导致内分泌紊乱"机内脏器功

能失调而引发疾病$

/

%

#

补体
#.

*

#*

的临床意义相似"它们在中和病毒*

促进吞噬*补体活化和预防免疫复合物沉着等方面发

挥作用"增高常见于某些急性炎症或传染病早期$

0

%

#

9

R

G

*

9

R

>

和
9

R

5

均属于人体免疫球蛋白"具有抗炎*

抗病毒功能"对机体其免疫保护作用$

)

%

#本研究显示

X;"

组与对照组相比"

#.

*

#*

水平降低"

9

R

G

*

9

R

>

*

9

R

5

均升高"可能与参与机体免疫反应"对抗炎症和

细菌有关"可作为判断某些疾病状态的重要指标#本

研究发现"

X;"

组
#6.

m

*

#6*

m

*

#60

m水平都低于对

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G

$

'!',

'"可能是因为在机

体受到感染时"抑制性
N

细胞对免疫应答起负功能调

节作用#

#6()

m表达高低代表
J

细胞水平$

('

%

"本文

研究表明
X;"

患者
#6()

m高于对照组"可能与
J

细

胞在抗原刺激下可分化为浆细胞"合成和分泌免疫球

蛋白"集中参与了机体体液免疫调节有关#

7M

能够

介导天然免疫应答"不依赖抗体和补体"具有自然杀

伤活性"能识别并杀伤肿瘤细胞或病毒感染的细胞

等+参与机体内移植排斥反应和某些自身免疫病的发

生发展"具有免疫调节功能"是机体最重要的免疫细

胞$

((

%

#

7M

活性可作为判断机体抗肿瘤和抗病毒感

染的相关指标"有研究表明$

(&

%

!在免疫缺陷疾病*实体

肿瘤*血液系统肿瘤和某些病毒感染患者体内"

7M

活

性减低+宿主抗移植物反应者"

7M

活性升高"本研究

中
X;"

患者
7M

细胞水平与对照组相比"患者
7M

细胞水平下降"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G

%

'!',

'#

本研究显示!

X;"

组患者血清中
9;-(.

和
9;-(/

的表达均高于对照组"且相关性分析显示"

9;-(.

与

9;-(/

水平呈正相关#推测
9;-(.

与
9;-(/

均参与了

X;"

患者的局部炎性反应的发展过程#

9;-(.

由

NI&

细胞产生"与
9;-*

基因紧密连接"在功能上也与

9;-*

有许多相似之处$

(.

%

#

9;-(.

可诱导单核细胞分

化"增强其
>I#

)

类分子的表达+抑制
B

S

3

诱导的单

核因子分泌"控制炎性反应$

(*

%

#

9;-(/

是目前已发现

的
.'

余种
9;

之一"而
NU(/

细胞主要效应因子是
9;-

(/

$

(,

%

#研究发现
9;-(/

是
N

细胞来源细胞因子"

9;-

(/

是由活化的
N

细胞产生的诱导炎性反应的细胞因

子"可以促进
N

细胞的激活和刺激内皮细胞*上皮细

胞等产生多种细胞因子如
9;-+

*

9;-0

*化学增活素*细

胞黏附分子
(

&

#5>-(

'及粒细胞
-

巨噬细胞刺激因子

&

G>-#FL

'"从而导致机体炎性反应的产生$

(+

%

#本文

9;-(.

和
9;-(/

表达水平与免疫指标的相关性研究结

果显示"

X;"

组与体液免疫中
9

R

G

呈正相关"与
X;"

细胞免疫中
7M

细胞呈负相关&

G

$

'!',

'"提示患者

出现免疫功能低下的状况#

9;-(.

能促进
J

细胞脱氧

核糖核酸合成"刺激细胞增殖"诱导免疫蛋白产生并

转换成
9

R

G

"而
9;-(/

本身也可参与多种自身免疫性

疾病的过程"可诱导其他炎症因子的表达增多"推测

9;-(/

激发
9

R

G

生成增多"参与杀伤炎症因子和调节

机体免疫功能#

9;-(.

和
9;-(/

在机体出现炎症时大

量增多"协同增进了
7M

细胞增殖"对抗炎性反应发

展"调节机体免疫力$

(/-(0

%

#

综上所述"

X;"

患者血清中的
9;-(.

和
9;-(/

水

平升高促进了炎性反应的发展"也导致机体内体液调

节紊乱"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应机体免疫功能状况"

其具体机制还需进一步的拓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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