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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与支气管哮喘的相关性及其在哮喘患者中的水平变

化&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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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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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至
#&"*

年
"#

月中山市博爱医院儿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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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哮喘患儿与同期
##%

例健康体检儿童!化学发光法检测

其血清维生素
Z

水平并评价其与儿童哮喘的相关性&结果
!

相比健康体检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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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哮喘患儿的血清维生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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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明显较低为"

+9$%&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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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一组内!不同年龄儿童的血清维生素
Z

水平有显著性差异!不同性别之间则没有

显著性差异&结论
!

儿童的血清维生素
Z

水平与其性别无关!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递减!哮喘组显著低于健康组!提示维生素
Z

缺

乏是哮喘发作的重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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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环境污染和雾霾的加剧#支气管哮喘的发病率越来越

高#已然成为危害社会公共健康的无形杀手'

"

(

)支气管哮喘主

要体现在气道的高反应性和气道炎症#主要在儿童期开始发

作'

#

(

)一旦患上哮喘#患儿的正常学习和生活都受到严重影

响#也给家庭和社会带来负担'

%

(

)因此#防治哮喘刻不容缓)

近十年来#国内外研究均发现维生素
Z

的水平与儿童支气管

哮喘的发生密切相关#临床医生也越来越重视维生素在支气管

哮喘中发挥的作用'

*

(

)鉴于此#本研究回顾性分析哮喘患儿和

健康体检儿童的血清维生素
Z

水平有无显著性差异#旨在探

讨维生素
Z

水平与支气管哮喘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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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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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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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取
#&"#

年
"

月至
#&"*

年
"#

月在中山市

博爱医院儿科门诊和住院的确诊为哮喘的患儿
###

例#纳入为

哮喘组#其中男
"*,

例#女
''

例#平均年龄
'$+

岁#所有患儿符

合中华医学会儿科分会呼吸学组制定的.儿童支气管哮喘防治

常规$试行&/的诊断标准'

,

(

)同时选取同期在儿保科进行健康

体检的儿童
##%

例#纳入对照组#其中男
",&

例#女
'%

例#平均

年龄
9$+

岁#两组儿童的性别*年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

(

&$&,

&#具有可比性)入选标准!$

"

&所有研究对象均无肝*肾*

甲状腺疾病#无佝偻病#无血液病及寄生虫病)$

#

&无其他系统

疾病)按年龄分#哮喘组!

&

!#

%&

月龄的幼儿归为
6"

组#

%&

!

9&

月龄的归为
6#

组#大于
9&

月龄的归为
6%

组%对照组!

&

!#

%&

月龄的幼儿归为
!"

组#

%&

!

9&

月龄的归为
!#

组#大

于
9&

月龄的归为
!%

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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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与试剂
!

维生素
Z

的试剂由德国罗氏公司提供#仪

器为德国罗氏
!\.6PX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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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的测定
!

所有受试者空腹采取静脉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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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心
"&I;<

#用电化

学发光方法测定其血清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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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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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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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P5PP#&$&

进行统计分析#实验结果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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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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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组间差异比较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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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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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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哮喘组儿童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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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与对照组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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哮喘组儿童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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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低于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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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者比较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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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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哮喘组与对照组儿童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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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定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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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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哮喘组
### +9$%&S#'$'&

对照组
##% 8%$%8S#'$",

<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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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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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年龄段儿童血清
"

#

#,

$

\/

&

#

Z

%

水平的比较
!

在哮

喘组和对照组中均发现不同年龄段儿童血清
"

#

#,

$

\/

&

#

Z

%

水

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主要表现为随着年龄增长血

清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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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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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平呈递减的趋势#详见表
#

)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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哮喘组和对照组中不同年龄段儿童血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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哮喘组

6"

组
99 "&9$+'S#+$#+

"

!

6#

组
9+ ++$8+S#&$9,

!

6%

组
++ 9+$%+S"8$#%

"

对照组

!

!"

组
8, ""&$&&S##$#%

'

!

!#

组
9+ +'$%9S#*$*#

'

!

!%

组
9& '"$#%S"9$*#

!!

"

!

!

#

&$&,

#与
6#

组比较%

'

!

!

#

&$&,

#与
!%

组比较)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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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性别儿童血清
"

#

#,

$

\/

&

#

Z

%

水平的比较
!

在哮喘

组和对照组中均发现不同性别儿童血清
"

#

#,

$

\/

&

#

Z

%

水平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

&#详见表
%

)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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哮喘组和对照组中不同性别儿童血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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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的比较#

ES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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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组别
$

"

#

#,

$

\/

&

#

Z

%

< !

哮喘组

!

男
"*% ++$#9S#'$'% "$9#%

(

&$&,

!

女
'8 +"$8*S#9$8"

对照组

!

男
"%* 8"$8"S#9$,' b"$&&8

(

&$&,

!

女
+8 +,$98S#+$&*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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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

论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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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Z

%

的来源及代谢
!

维生素
Z

由维生素
Z

原

经紫外线激活而生成#然后转变为维生素
Z%

#维生素
Z%

又称

胆骨化醇*胆钙化醇*钙三醇*麦角甾醇等)人体代谢合成的主

要是维生素
Z%

#随血液循环运输至肝脏#经肝微粒体单氧酶系

统作用转变为主要代谢物
"

#

#,

$

\/

&

#

Z

%

#它是维生素
Z%

在血

液循环中的主要形式#其在血清中的水平可以作为评价动物机

体维生素营养状况的最合理指标)维生素
Z

本身并没有生理

功能#只有转变为它的活性形式即
"

#

#,

$

\/

&

#

Z

%

才能成为有

生理活性的有效物质)在机体需要下#

#,

$

\/

&

Z

%

在肾脏线粒

体单氧酶系统作用下转化为
"

#

#,

$

\/

&

#

Z

%

#在维生素
Z

结合

转运蛋白的运载下经血液到达小肠骨等靶器官与靶器官的核

受体结合从而发挥生理作用'

9

(

)

A$@

!

维生素
Z

的作用
!

研究证实#在
"

#

#,

$

\/

&

#

Z

%

的作用

下#用
-1=5!-

#

]C)?C07>?

和基因芯片等方法发现支气管平

滑肌细胞内的许多基因表达上升说明#

"

#

#,

$

\/

&

#

Z

%

在支气

管平滑肌收缩肺部炎症等方面有重要作用'

'

(

)国内研究者证

明#维生素
Z

对肺的发育和肺功能有促进作用#母亲在妊娠期

间摄入维生素
Z

水平越高所生婴儿早期出现哮喘症状的概率

越低'

+

(

)维生素
Z

对
1/"

和
1/#

免疫反应可能存在双向调

节#会抑制
1/#

细胞的生成#目前比较公认的哮喘发生机制主

要就是
1/"

和
1/#

细胞的失衡'

8

(

)

A$A

!

维生素
Z

与小儿哮喘的关系
!

小儿哮喘是一类儿科常

见疾病#临床主要表现为反复发生的气短#呼吸困难及喘息为

主要表现#严重影响患儿生活质量)国外研究发现维生素
Z

缺乏与小儿哮喘的发生关系密切'

"&

(

#孕期维生素
Z

缺乏可作

为儿童期哮喘发作的独立危险因素#并可加重婴幼儿期过敏性

鼻炎和湿疹等变态反应性疾病的发生率'

""

(

)临床认为改善患

儿维生素
Z

代谢可以部分预防小儿哮喘的发生#但目前缺少

关于维生素
Z

与哮喘发生关系研究)

综上所述#无论在哮喘患儿或在健康体检儿童之中#儿童

的血清维生素
Z

水平与他们的性别没有关系#均随着年龄的

增长而下降)同时#哮喘组患儿的血清维生素水平要比对照组

低得多#说明哮喘患儿的维生素
Z

缺乏比较普遍)因此维生

素
Z

可以作为哮喘的一个预测指标或者疗效检测指标'

"#="*

(

)

因此#随着年龄的增长#儿童可以适量补充维生素
Z

#而哮喘患

儿适量补充维生素
Z

对减轻患儿的哮喘发作有更加重要的意

义#可以作为一种辅助治疗哮喘的手段#但是具体的补充剂量

和时机有待大样本研究进一步明确)同时还发现#中国的哮喘

患儿维生素
Z

低下可能还由于在确诊儿童期哮喘后家长过于

限制患儿获得#缺乏室外活动而致维生素
Z

生成障碍有关#当

然这还尚需后续的进一步临床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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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资料类型

统计资料共有三种类型!计量资料*计数资料和等级资料)按变量值性质可将统计资料分为定量资料和定性资料)

定量资料又称计量资料#指通过度量衡的方法#测量每一个观察单位的某项研究指标的量的大小#得到的一系列数据资

料#其特点为具有度量衡单位*多为连续性资料*可通过测量得到#如身高*红细胞计数*某一物质在人体内的浓度等有一定

单位的资料)

定性资料分为计数资料和等级资料)计数资料为将全体观测单位$受试对象&按某种性质或特征分组#然后分别清点各

组观察单位$受试对象&的个数#其特点是没有度量衡单位#多为间断性资料#如某研究根据患者性别将受试对象分为男性组

和女性组#男性组有
'#

例#女性组有
'&

例#即为计数资料)等级资料是介于计量资料和计数资料之间的一种资料#可通过

半定量的方法测量#其特点是每一个观察单位$受试对象&没有确切值#各组之间仅有性质上的差别或程度上的不同#如根据

某种药物的治疗效果#将患者分为治愈*好转*无效或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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