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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呼出气一氧化氮"

T2R[

#联

合检测在支气管哮喘诊治中的应用 $方法
"

选取
%*&(

年
&*

月至
%*&+

年
&*

月唐山市协和医院接诊的
B*

例

支气管哮喘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并选择同期在该院接受体检的
B*

例健康人员作为对照组$使用酶联免疫吸附

试验法检测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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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比较支气管哮喘组和对照组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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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表达!并比较不同病情程度支气管哮喘患者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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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月的对症治疗后!比较不同疗效结果患者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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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气管哮喘组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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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气管哮喘患者在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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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月后!临床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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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部分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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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未控制
(

例!临床控制组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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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低于部分控制组及未控制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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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联合检测支气管哮喘患者

血清
-54

%

564

%

T2R[

的表达有助于了解疾病严重程度!在疾病的早期诊治中具有积极意义$

关键词"支气管哮喘&

"

嗜酸性粒细胞阳离子蛋白&

"

5

反应蛋白&

"

呼出气一氧化氮

!"#

!

&*@):+:

"

A

@<==3@&+>),(&)*@%*&?@&)@*&*

中图法分类号"

6B+%@%B

文章编号"

&+>),(&)*

"

%*&?

#

&),&B+:,*(

文献标识码"

!

K')1

99

,%51.%+/+35+0:%/)44).)5.%+/+3*)(-0I?H

!

?>H1/4S)T"%/.'):(+/5'%1,1*.'01

!

C#$%!2+

,

&

!

34G$%62

A

2+

,

%

!

6"3'(0

S

(+

&

!

6"N27+

,

&

!

6"D/(+

1

2(

%

#

"

&K8*

)

79:;*+:0

<

5*B

)

297:09

A

H*J2?2+*

!

-7+

,

B'7+=2:

A

D+20+40B

)

2:7>

!

-7+

,

B'7+

!

4*@*2*+)***

!

='2+7

&

%K8*

)

79:;*+:0

<

5*B

)

297:09

A

H*J2?2+*

!

T72>(7+%*+*97>

40B

)

2:7>

!

-7+

,

B'7+

!

4*@*2*+)***

!

='2+7

#

6:*.(15.

'

":

;

)5.%<)

"

CD=EKL

I

EH2/

NN

G<M/E<D3DJMD;F<32LL2E2ME<D3DJ=21K;2D=<3D

N

H<GM/E<D3<M

N

1DE2<3

"

-54

#!

512/ME<.2

N

1DE2<3

"

564

#

/3LJ1/ME<D3/G2̂H/G2L3<E1<MD̂<L2

"

T2R[

#

<3EH2F1D3MH</G/=EH;/@

=).'+4*

"

B*

N

/E<23E=DJF1D3MH</G/=EH;/OHD12M2<.2LEH21/

NI

J1D;[MEDF21%*&(ED[MEDF21%*&+<3C/3

8

=,

H/3M<E

I

K3<D3HD=

N

<E/GO212=2G2ME2L/=12=2/1MHDF

A

2ME=

!

/3L=2G2ME2LB*H2/GEH

IN

2D

N

G2OHD12M2<.2L

N

H

I

=<M/G

2̂/;<3/E<D3/EEH2=/;2E<;2<3EH2HD=

N

<E/G/=MD3E1DG

8

1DK

N

@CH22̂

N

12==<D3DJ=21K;-54/3L564O/=L2,

E2ME2LF

I

23P

I

;2,G<3\2L<;;K3D=D1F23E/==/

I

!

/3LEH2T2R[MD3M23E1/E<D3O/=L2E2ME2LK=<3

8

T2R[L2E2M,

ED1@CH22̂

N

12==<D3=DJ=21K;-54

!

564/3LT2R[F2EO223EH2F1D3MH</G/=EH;/

8

1DK

N

/3LEH2MD3E1DG

8

1DK

N

O212MD;

N

/12L

!

/3LEH22̂

N

12==<D3=DJ=21K;-54

!

564/3LT2R[<3

N

/E<23E=O<EHL<JJ2123E=2.21<E

I

DJF1D3,

MH</G/=EH;/O212MD;

N

/12L

&

EH2F1D3MH</G/=EH;/

8

1DK

N

12M2<.2L);D3EH=DJ=

I

;

N

ED;/E<ME12/E;23E

!

CH22̂,

N

12==<D3DJ=21K;-54

!

564/3LT2R[<3

N

/E<23E=O<EHL<JJ2123EEH21/

N

2KE<M2JJ2ME=O212MD;

N

/12L@>)*-,.*

"

CH2=21K;-54

!

564/3LT2R[<3EH2F1D3MH</G/=EH;/

8

1DK

N

)"

&B@?+h&@(>

#

3

8

(

"

!"

(@?>h*@B%

#

;

8

(

"

!

"

+&@%)h&&@B%

#

NN

F

*

O212=<

8

3<J<M/3EG

I

H<

8

H21EH/3EHD=2<3EH2MD3E1DG

8

1DK

N

)"

+@+%h*@+)

#

3

8

(

"

!"

&@*(h

*@%)

#

;

8

(

"

!"

%)@B?h)@(*

#

NN

F

*!

EH2L<JJ2123M2O/==E/E<=E<M/GG

I

=<

8

3<J<M/3E

"

F

'

*@*B

#&

CH2=21K;-54

!

564

/3LT2R[<3EH2/MKE2/EE/M\DJF1D3MH</G/=EH;/

)"

&?@B+h&@?B

#

3

8

(

"

!"

B@>(h*@>*

#

;

8

(

"

!"

++@:)h&*@+%

#

NN

F

*

O212H<

8

H21EH/3EHD=2<3EH212;<==<D3=E/

8

2

)"

&%@)(h&@(>

#

3

8

(

"

!"

)@+:h*@)>

#

;

8

(

"

!"

B(@B(h?@*%

#

+

:+B&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X3EY"/F92L

!

YKG

I

%*&?

!

ZDG@):

!

RD@&)

!

基金项目"河北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医学科学研究课题#

%*&>&((+

$&

""

作者简介!汪静%女%主治医师%主要从事内科学方向研究&

"

#

"

通信作者%

-,;/<G

!

E=Ĥ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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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气管哮喘是临床上常见的一种呼吸道疾病%其

主要是由于嗜酸粒细胞'

C

淋巴细胞'肥大细胞等多

种细胞发挥相互作用所致的气道高反应性疾病%患者

临床症状多以咳嗽'呼吸急促'胸闷等为主%在夜间'

晨间加剧%且具有反复发作的特点%对患者日常生活

质量造成严重影响(

&,%

)

&目前该病在欧美等发达国家

的发病率'病死率已呈不断上升趋势%而在我国
%*&*

年在
?

个省市进行的0全国支气管哮喘患病情况及相

关危险因素流行病学调查1#

5!6-

研究$%采用多级

随机整群抽样人户问卷调查%共调查了
&+(%&B

名
&(

岁以上人群%结果显示我国
&(

岁以上人群哮喘患病

率为
&@%(S

(

)

)

&因此%早期诊断并及时治疗该病显得

极为重要&支气管哮喘的发病机制十分复杂%以慢性

气道炎症为主要环节%且包括各类细胞因子'外界因

子'炎症介质之间发生的一连串相互连锁反应%其中

血清嗜酸性粒细胞阳离子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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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应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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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4

$在该病中所发挥的关键作用已逐渐受到较多

临床学者关注(

(,B

)

&此外%气道炎症'气道高反应性和

呼出气一氧化氮#

T2R[

$之间也存在着密切的关系%

通过对
T2R[

的检测可了解气道炎症程度%目前该指

标也已成为哮喘炎症中的重要标志物(

+

)

&本研究旨

在探讨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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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检测在支气管哮

喘诊治中的应用价值%现报道如下&

B

"

资料与方法

B@B

"

一般资料
"

选取
%*&(

年
&*

月至
%*&+

年
&*

月

唐山市协和医院接诊的
B*

例支气管哮喘患者#支气

管哮喘组$%根据病情严重程度%其中急性发作期
%>

例%缓解期
%)

例&研究已获得本院伦理委员会批准

实施&纳入标准!#

&

$符合支气管哮喘诊断标准(

>

)

*

#

%

$知情同意此次研究%完成随访&排除标准!#

&

$近
)

个月内出现呼吸道感染*#

%

$近
)

个月内使用过糖皮

质激素'支气管扩张剂'白三烯受体拮抗剂治疗*#

)

$

重症哮喘合并呼吸暂停'休克'昏迷'消化道出血'上

呼吸道梗阻等严重疾病*#

(

$合并支气管扩张'心脏

病'慢性阻塞性肺病等严重心肺功能疾病*#

B

$无法配

合研究&另外选择同期在本院接受体检的
B*

例健康

人员作为对照组&所有受试者均知情同意此次研究&

B@C

"

方法

B@C@B

"

标本检测方法
"

抽取所有受试者
B;"

空腹

静脉血%离心处理
&B;<3

%提取上层血清置于冷冻箱

内储存%使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检测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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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表达%试剂盒购于上海酶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仪

器使用北京普朗
#R9,:+*+

型酶标仪&在专业技师

指导下使用
T2R[

检测仪
RX[b9XR[

完成%受试者

在测定时需将肺部存留气体完全排出%使用
B*;"

"

=

的呼吸流速连续呼气
&*=

%在呼吸过程中需保持气流

均匀%

:*=

后提取结果%单位以
NN

F

表示&

B@C@C

"

治疗方法
"

支气管哮喘组在入院后均给予吸

入糖皮质激素'静脉补液'氨茶碱'祛痰剂等药物治

疗%连续治疗
)

个月后评价临床疗效&疗效评价标

准%临床控制!胸闷'咳嗽'哮鸣音'呼吸困难等临床症

状消失%无日间症状%睡眠质量得以恢复*部分控制!

胸闷'咳嗽'哮鸣音'呼吸困难等临床症状有所缓解%

日间症状每周出现次数大于或等于
%L

%偶尔会影响

睡眠*未控制!临床症状等较治疗前无明显变化%甚至

加重&

B@D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7477&?@*

软件包处理%计量

资料用
MhB

表示%多组间比较使用方差分析%组间两

两比较采用
:

检验%计数资料
!

% 检验%

F

'

*@*B

表示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C

"

结
""

果

C@B

"

两组一般资料比较
"

两组受试者性别'年龄'身

高'体质量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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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

表
&

&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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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一般资料比较

组别
+

男"女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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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龄

#

MhB

%岁$

身高

#

MhB

%

M;

$

体质量

#

MhB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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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气管哮喘组
B* %?

"

%% (:@?+h(@B% &+&@%)h&@(* B>@?%h(@(?

对照组
B* %+

"

%( B*@&Bh(@)+ &+*@?:h&@(+ B?@*B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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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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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比较
"

支气管

哮喘组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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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明显比对照组高%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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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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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病情程度支气管哮喘患者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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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比较
"

急性发作期支气管哮喘患者血清

-54

'

564

'

T2R[

明显比缓解期患者高%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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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T2R[

#

NN

F

$

急性发作期
%> &?@B+h&@?B B@>(h*@>* ++@:)h&*@+%

缓解期
%) &%@+:h&@(> )@?Bh*@)> B(@B(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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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

"

支气管哮喘患者治疗后
)

个月血清
-54

'

564

'

T2R[

水平比较
"

临床控制的支气管哮喘患者血清

-54

'

564

'

T2R[

明显低于部分控制及未控制患者%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

'

*@*B

$%见表
(

&

表
(

""

支气管哮喘患者治疗后
)

个月血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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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4

#

T2R[

比较$

MhB

'

疗效评价
+ -54

#

3

8

"

"

$

564

#

;

8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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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N

F

$

临床控制
%? >@&Bh&@%: &@%(h*@%* %B@(?h(@B(

部分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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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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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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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气管哮喘作为常见的慢性气道炎症疾病%其发

病遭受到较多炎性细胞因子的影响%易导致患者发生

气道阻塞'高反应性等症状%已严重影响其生活质

量(

?,:

)

&随着近年来该病的发病率逐渐升高%较多学

者逐渐开始重视该病%对其发病原因进行早期探讨并

进行早期正确诊治显得极其重要(

&*

)

&

-54

主要是由被激活的嗜酸粒细胞所释放的蛋

白物质%既往临床上已证实其和较多过敏性疾病'血

液病'寄生虫病及某些恶性肿瘤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

系(

&&

)

&近年来%有学者发生%嗜酸粒细胞在支气管哮

喘的发病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嗜酸粒细胞被激活

后%则会释放
-54

%继而对支气管上皮细胞造成损伤%

令其脱落%导致气道失去屏障保护%最后于上皮下形

成透明带%加速疾病进展%令气道出现慢性'不可逆的

反应(

&%

)

&国外
_̀

等(

&)

)研究也显示%在支气管哮喘

患者中%血清
-54

的表达和疾病严重程度'预后之间

关系密切%其可因为哮喘症状的加剧而表达增加%也

会由于炎症的缓解而表达降低%在评价患者炎症反应

中可作为一种特异性较强的指标&本研究结果也显

示%支气管哮喘患者血清
-54

表达明显比健康人群

高%随着疾病的加重表达更高%在病情得到有效控制

后%血清
-54

表达得到降低&

哮喘不光存在局部炎症反应%也拥有着全身炎症

反应%

564

作为临床上经典的系统性炎症标志物%从

其被发现至今已在临床上应用半个多世纪(

&(

)

&其主

要由肝脏所合成%在正常机体状态下%其表达甚低%而

当遭受到创伤'急性炎症'肿瘤等病症时%其可在
(

$

+H

内急剧增加(

&B

)

&而由于支气管哮喘的发病和气道

炎症存在着密切的关系%血清
564

的表达在该病中

的作用也受到较多学者关注&

7XR0$

等(

&+

)研究提

出%血清
564

的升高可呼吸道损伤之间关系密切&

覃毅华(

&>

)的进一步试验也证实%在支气管哮喘患者

中%血清
564

和疾病严重程度成正相关%可作为疾病

诊断'治疗'预后的重要指标&本研究结果也显示%在

支气管哮喘患者中%血清
564

明显高于健康人群%且

急性发作期支气管哮喘表达更高%在病情得到有效控

制后%其表达呈降低趋势%证实血清
564

在疾病诊治

中的重要性&

除了对细胞因子的检测之外%通过检测
T2R[

可

实现气道炎症量化的目的&国内外较多研究指出%

T2R[

和人体气道黏膜的嗜酸粒细胞活化程度之间呈

正相关%可帮助对支气管哮喘的诊断(

&?,&:

)

&李叶宁(

%*

)

报道显示%

T2R[

在诊断支气管哮喘中具有较高的特

异度和灵敏度%降低其表达有助于缓解疾病严重程

度&本研究结果也显示%在支气管哮喘患者中%

T2R[

的表达明显比健康人群高%且急性发作期支气管哮喘

患者明显比缓解期患者高%在患者经过治疗后%获得

临床控制的患者
T2R[

表达明显降低%低于疾病部分

控制和未控制的患者%显示出通过检测
T2R[

也可了

解疾病严重程度&

E

"

结
""

论

""

通过联合检测支气管哮喘患者血清
-54

'

564

'

T2R[

的表达有助于了解疾病严重程度%在疾病的早

期诊治中具有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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