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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疫状态及 Thl／Th2型细胞因子在支气管哮喘患儿治疗前后的变化 

钟 婕，陈胜利，许 博，王 琴，高海燕 

(广东省东莞市厚街医院儿科，广东 东莞 523945) 

[摘要]目的：探讨支气管哮喘患儿治疗前后免疫状态及 Thl／Th2型细胞因子的变化规律。方法：选取 

2012年 5月~2013年 11月于本院进行治疗的50例支气管哮喘患儿为观察组，同期体检的 5O名健康 

儿童为对照组 ，将观察组治疗前及治疗不 同时间段 和对照组的外周血 T淋 巴细胞亚群、红细胞免疫指 

标及 Thl／Th2型细胞 因子进行 比较 。结杲 ：治疗前观察组的 CD3 、CD4 及 CD4／CD8均低于对照组， 

CD8 高于对照组，RBC-C3bR及 FEER均低 于对照组 ，RBC_ICR及 FEIR均 高于对照组，IFN一 、IL一2 

及 IL_1O均低 于对照组，IL-4、IL_5及 IL一13高于对照组 ，而治疗后不 同时间段上述指标呈现持续改善 ， 

P均<0．05，均有显著性差异。结论：支气管哮喘患儿治疗后免疫状态及 Thl／Th2型细胞因子呈现持 

续改善 的趋 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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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BSTRACT I Objective：To study the variation of immune state and Thl／Th2 cytokines of children 

with bronchial asthma before and after the treatment．Methods：A total of 5 0 children with bronchial asth— 

ma treated in our hospital from M ay 2012 to November 2O13 were selected as observation group，and 50 

healthy children were selected as control group at the same time，then the peripheral blood T lymphocyte 

subsets，erythrocyte immune indexes and Thi／Th2 cytokines of observation group before and after the 

treatment at different times and observation group were compared．Results：The CD3 ，CD4 and CD4／ 

CD8 of observation group before the treatment were all lower than those of control group，CD8 was high— 

er than that of control group，RBC—C3bR and FEER were lower than those of control group，RBC．ICR and 

FEIR were higher than those of control group，IFN一 、II，2 and IL-10 were lower than those of eontro1 

group，IL_4，IL-5 and IL'13 were higher than those of control group，while those items of observation group 

after the treatment at different times showed a continuous—improvement(all P< O．05)．Conclusions：After 

the treatment，the immune state and Thl／Th2 cytokines of children with bronchial asthma shows a contin— 

UOUS—impro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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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气管哮喘是小儿中较为常见 的疾病之 一，对
小儿的生产发育及机体健康造成极大的不良影响，
对于本病的发病机制研究较多，其中包括变态 反应 、
气道慢性炎症及气道高反应性等 等多种说法，但随
着医学的不断发展，对于免疫紊乱与 本病的相关性
的研究越来越多，但是争议也较多［1 础。 本文就支
气管哮喘患儿治疗前后免疫状态及Thl/Th2型细
胞因子的 变化规律进行研究，以进一步了解这些因
素在支气管哮喘中的检测价值，现将结果总结分析
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 1 临床资料

选取2012 年 5月～2013 年11月于本院进行
治疗的50例支气管哮喘患儿为观察组，同期体检的
50名健康儿童为对照组。 对照组的50名体检的健
康儿童中，男性27名，女性23名，年龄2.5 ～12. 5 

岁，平均年龄（ 6. 7±0. 的岁，均无影响机体免疫状态
及Thl/Th2型细胞因子的因素和疾病存在。 观察
组的50例支气管哮喘患儿中，男性28例，女性22

例，年龄2.8～12.7岁，平均年龄（6.8士0 .6）岁，其
中轻度患儿19例，中度患儿 21例，重度患儿10例，
且均排除其他影响免疫状态及Thl/Th2型细胞因
子的因素和疾病存在，且近期无治疗用药史。 两组
小儿在性别比及年龄方面均无显著性差异，P均〉
0 .05，具有可比性。
1. 2 方法

观察组的50例支气管哮喘患儿进行常规治疗
干预，主要为给予糖皮质激素及支气管扩张剂等 药
物治疗，同时给予患儿其他针对性的治疗。 将观察

组治疗前及治疗后1周、2周、4周和对照组的外周
血T淋巴细胞亚群 、 红细胞免疫指标 及Thl/Th2 

型细胞因子水平进行检测 及比较。 其中外周血T
淋巴细胞亚群检测指标包括CD3＋ 、CD4 ＋ 、CD8＋ 及
CD4/ CD8，均采用COULTEREPICS XL流式细胞

仪进行检测；红细胞免疫指标 检测项目包括RBC
C3bR、FEER、RBCICR及FEIR，均采用郭峰法进
行检测；Thl型细胞因子包括IL-2 及IFN-y,Th2 
型细胞因子包括L-4 、IL 5, IL-10 及IL13，其均采
用酶联免疫法进行检测，均采用上海江莱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的相应 酶联免疫试剂盒进行检测。 另外 ，均采
集两组小儿晨起空腹时的肘静脉血 进行检测，另外 
均由资深检验人员严格按照操作说明书进行检验。

1. 3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 SS 16. o 统计软件建立数据进行统计
分析，两组小儿中的性别构成为计数资料，进行卡方
检验处理，两组小儿的年龄及结果部分的数据均为
计量资料，进行t检验处理，P<O. 05表示有显著性
差异。

2 结果
2. 1 观察组治疗前后及对照组的外周血 T淋巴细
胞亚群指标比较

治疗前观察组的 CD3＋ 、CD4 ＋ 及 CD4/ CD8 均
低于对照组，CD8＋ 高于对照组，而治疗后1周、2

周、4周其呈现持续改善的状态，P均＜O. 05，至治
疗后 4周与对照组元显著性差异，P均＞o.os，具体
比较结果见表1。

表1 观察组治疗前后及对照组的外周血T淋巴细胞亚群指标比较

组别 n CD3+ (%) 
观察组50 治疗前 62.35土4.43铃

治疗后l周 66.36土4.95铃 桥

治疗后2周 69. 93土5.43祷 替

治疗后4周 72. 35±6. 05 梓

对照组50 72.58土6.14

注 z与对照组比较，祷 P<O. 05；与治疗前比较；＃ P<O. 05 

2.2 观察组治疗前后及对照组的红细胞免疫指标

比较

治疗前观察组的 RBC-C3bR及FEER均低于

对照组，RBC-ICR及FEIR均高于对照组，而治疗

CD4+ (%) CD8十 （%） CD4/CD8 
33.69士3.69铃 33.26士2.10养 1. 06土0.10 椅

38.29土4.22铃 拌 31. 05土1.98铃 ＃ 1. 27土0.12祷 桔

43.57土4.87祷 彷 28. 75土1.92祷 替 1. 56土0.14养 ＃

46.05土5.40 # 26.52土1.81 样 1. 64土0.17 # 

46. 17土5.26 26.45土1.83 1. 66土0.16

后1周、2周、4周其呈现持续改善的状态，P均〈

0.05，至治疗后 4周与对照组元显著性差异，P均〉

0.05，具体比较结果见表 2。

表2 观察组治疗前后及对照组的红细胞免疫指标比较（%｝

组别 n RBC-C3bR FEER RBC-ICR FEIR 
观察组50 治疗前 8.82土1.39铃 24.25土2.39 赞 10.25土1.17祷 34.27土4.59祷

治疗后1周 10.96土1.56铃 样 31. 27土2.95铃 拌 8.27士1.04铃 拌 30.32土4.06铃 替

治疗后2周 13.45士1.87铸 拌 40.37士3.81祷 梓 6.34土0.97祷 样 26.07土3.34特 ＃

治疗后4周 15. 38土2.18 样 52.53土5.22 林 4.62土0.83 秽 22.35土2.68 拌

又才照主且 50 15. 52土2.14 53.28土5.17 4.48土0.86 22. 19土2.73
注：与对照组比较， 曾 P<O. 05；与治疗前比较；＃ P<O.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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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观察组治疗前后及对照组的Thl／Th2型细胞 

因子 比较 

治疗前观察组的 IFN一丫、IL一2及 IL一1O均低于 

对照组，IL一4、IL一5及 IL-13高于对照组，而治疗后 1 

周、2周、4周其呈现持续改善的状态，P均<O．05， 

均有显著性差异，具体比较结果见表 3。 

表 3 观察组治疗前后及对照组的Thl／Th2型细胞因子比较 

注；与对照组比较，*P<0．05；与治疗前比较；#P<0．05 

3 讨 论 

支气管哮喘是呼吸内科的常见病、多发病，患者 

普遍存在喘息、气急、胸闷或咳嗽等症状体征，其在 

小儿中较为常见，因此对于支气管哮喘患儿的研究 

相对较多，对于本病的发病机制研究较多，其中多以 

变态反应和气道高反应性等学说广受肯定[3“]。近 

年来，随着医学的不断发展，较多新的关于支气管哮 

喘发病机制的学说对本病做出了更为广泛的研究， 

其中免疫紊乱方面 的研究较受临床肯定。Thl／ 

Th2型细胞因子是临床中认为与调节细胞免疫，辅 

助细胞毒性 T细胞分化，介导细胞免疫应答，参与 

迟发型超敏反应等的细胞因子l5'6_，另外，其对肥大 

细胞脱颗粒及嗜酸性粒细胞凋亡等均有较大的影响 

作用，并且其于T细胞对过敏原的耐受也有较大的 

相关性L7灌]，而这些因素均是对哮喘发病有重要影 

响作用的因素。临床中较为常见的 Th型细胞因子 

包括 IL-2及 IFN一7、Th2型细胞因子包括 L厂4、IL_ 

5、IL一10及 IL—l3等，较多研究[9 叩对其与支气管哮 

喘的相关性进行了充分的探讨，研究结果基本一致， 

但也存在一定的争议性。 

本文中我们即就支气管哮喘患儿治疗前后免疫 

状态及 Thl／Th2型细胞因子的变化规律进行研究， 

并将患儿治疗前后的上述指标与健康小儿进行比 

较，结果显示，支气管哮喘d,JL存在明显的红细胞免 

疫和细胞免疫指标紊乱的状态，从表 1及表 2中的 

数据可以看出其处于相对低下的状态，另外 Thl／ 

Th2型细胞因子中的各项指标中IFN一丫、IL-2及 IL- 

1O处于相对较低的状态，而 IL-4、IL一5及 IL-13则 

处于相对较高的状态，说明机体处于相对较差的状 

态。随着治疗的进展，上述指标均显著改善，在治疗 

后 4周，上述指标均达到与健康儿童基本一致的状 

态，说明随着治疗的进展患者的上述方面逐步得到 

改善，而这也进一步说明其了上述指标在本病发病 

中的机制。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支气管哮喘患儿治 

疗后免疫状态及 Thl／Th2型细胞因子呈现持续改 

善的趋势，进一步肯定了这些指标的检测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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