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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检测早期结核性脑膜炎患者脑脊液中白细胞介素
3)(

"

T73)(

#水平!探讨其在结核性脑膜炎发

病机制中可能的作用及其临床意义$方法
!

应用双抗体夹心酶联免疫吸附测定法!检测
A*

例早期结核性脑膜炎治

疗前以及治疗后以及
(:

例病毒性脑膜炎患者脑脊液中
T73)(

的水平$结果
!

与病毒性脑膜炎患者相比!结核性脑

膜炎患者脑脊液中
T73)(

水平明显升高"

!

"

*8*'

#!而结核性脑膜炎患者脑脊液中
T73)(

水平在治疗
'

周后即明显

下降"

!

"

*8*'

#!但仍较病毒性脑膜炎患者水平高"

!

"

*8*B

#$结论
!

T73)(

水平检测对了解结核病的活动性&判断

病情及预后&监测疗效有一定的参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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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结核病发病率逐渐上升#在临床判断上#影像学检

查是结核病的重要诊断依据#而随着分子生物学的进展#对细

胞因子在结核病的发病机制中起的重要作用的了解越来越多)

白细胞介素
3)(

$

T73)(

%是一种重要的调节细胞免疫的细胞因

子#由巨噬细胞在清除结核分枝杆菌感染时产生#以促进机体

的细胞免疫功能)本研究旨在探讨测定脑脊液中
T73)(

浓度

对于诊断早期结核性脑膜炎的临床意义)

$

!

资料与方法

$8$

!

一般资料
!

全部病例均为
)**:

年
'

月至
)*'*

年
C

月连

续到本医院的住院患者#诊断为结核性脑膜炎和病毒性脑炎的

患者纳入本项研究)曾在院外接受过腰椎穿刺术有创检查或

者治疗操作的患者的有
::

例未列入本研究)其中结核性脑膜

炎组
A*

例#男
),

例#女
'A

例#年龄
',

!

:B

岁#平均$

A*8BP

':8A

%岁)病毒性脑膜炎组
(:

例#男
))

例#女
'B

例#腰椎穿刺

术
':

!

:A

岁#平均$

(C8BP'@8C

%岁)所有患者在收集脑积液

标本时均未曾接受抗结核*抗癌*糖皮质激素或其他非激素类

抗炎药物等治疗)两组性别和年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8/

!

方法

$8/8$

!

标本采集
!

患者入院后行腰椎穿刺术取脑脊液
'J7

分装于
*8BJ7

离心管内#置于
Y:*b

冰箱保存后统一待检)

$8/8/

!

主要仪器与试剂
!

T73)(

试剂盒!上海森雄科技实业有

限公司(

Q718Q1N!4-3(

全自动酶标分析仪!奥地利产(

Q,AC

型电热恒温水浴箱!上海医疗器械厂)

$8/8'

!

检测方法
!

采用双抗体夹心
-R!3N7TQ-

法)用抗人

T73)(

单抗包被于酶标板上#标准品和标本中的人
T73)(

与单

抗结合#加入生物素化的抗人
T73)(

抗体#形成免疫复合物连

接在板上#辣根过氧化物酶标记的
Q>2#

G

>ED&H&$

与生物素结合#

加入酶底物
/̂6

#出现黄色#加终止液硫酸#颜色变深#在
A@)

$J

处测
6̂

值#人
T73)(

浓度与
6̂

值呈正比#通过绘制标准

曲线即可求出标本中人
T73)(

浓度)

$8'

!

统计学方法
!

应用
Q/QQ')8*

统计软件进行处理#计量

资料用
CP@

表示)两组间比较用
7

检验#相关性分析采用直

线相关分析)

!

"

*8*B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8$

!

结核性与病毒性脑膜炎脑脊液的常规*生化特征见表
'

)

表
'

!

结核性与病毒性脑脊液的常规及生化特征比较%

CP@

&

组别
0

有核细胞总数

$

e'*

,

"

7

%

葡萄糖

$

JJ<;

"

7

%

蛋白质

$

J

=

"

7

%

结核性脑脊液
A* AA8B'P)B8'B )8B)P*8,) )(((P,(B8))

病毒性脑脊液
(: )'8AAP')8(, A8)AP'8*)

%

'B'P((8)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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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与结核性脑脊液比较#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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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关性研究
!

脑脊液中
T73)(

浓度与脑脊液中白细胞计

数*蛋白质*葡萄糖比较差异统计学意义$分别为!

"9*8*:@

#

!

-

**A

-

检验医学与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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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第
@

卷第
A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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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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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B

(

"9Y*8))B

#

!

#

*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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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

结核性脑膜炎患者的
T73)(

水平
!

结核性脑膜炎患者治

疗前的
T73)(

水平+$

'**8@:P')*8):

%

G=

"

J7

,较病毒性脑膜

炎患者的
T73)(

水平+$

'8('P(8'(

%

G=

"

J7

,明显升高#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

"

*8*B

%)经异烟肼*利福平等抗结核治疗
'

周

后#结核性脑膜炎
T73)(

水平+$

,)8@:P,'8*B

%

G=

"

J7

,下降#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

*8*B

%)而结核性脑膜炎治疗后
T73

)(

水平仍较病毒性脑膜炎为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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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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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

论

结核性脑膜炎的诊断常依靠典型的临床表现#脑脊液的常

规及生化检查#头颅
!1

辅助检查来确诊)其早期误诊率非常

高#因发热*头痛*恶心*呕吐等临床表现与病毒性脑膜炎相似#

神经系统损害可发生于脑膜*脑实质及脑神经#无特异性#腰椎

穿刺脑脊液检查涂片及培养检查出结核杆菌是最有特异性的

检查手段#但检出阳性率仅为
'*V

左右+

'

,

)而结核性脑膜炎

仍是我国较常见的严重感染性疾病#其致残率和病死率较高#

早期诊断#及时治疗#可减少后遗症#降低病死率)因此#本文

旨在发现细胞因子
T73)(

在结核性脑膜炎早期诊断中的作用)

结核病主要的免疫保护机制是细胞免疫#多种细胞因子如

白细胞介素*干扰素$

T.X

%*肿瘤坏死因子$

1X.

%及
1

细胞亚

群参与了结核性脑膜炎的发病过程#在细胞免疫中有非常重要

的作用)人体感染结核分枝杆菌后#首先是巨噬细胞作出反

应#巨噬细胞大量分泌
T73'

*

T73,

和
1X.3

%

等细胞因子使淋巴

细胞和单核细胞聚集到结核分枝杆菌入侵部位#在结核病保护

性免疫反应中起关键作用+

)3(

,

)梁翠铭和黄敏等+

A

,曾检测到白

细胞介素
3)

受体在结核性脑膜炎患者血清中含量增高)

T73)(

是
)***

年发现的一种新的免疫调节因子#是
T73')

家族的新

成员)

T73)(

在促进
!6

A

d1

细胞$尤其是
!6AB4̂

d

1

细胞%

的增殖和
1

细胞分泌
T.X3

&

#及抗分枝杆菌的感染中发挥了重

要作用+

B

#

,

,

)

T73)(

是活化的促炎
'

型巨噬细胞最早分泌的

10'

型细胞因子#分泌
T73)(

的
'

型巨噬细胞促进机体对结核

杆菌的免疫)

R#;;EH<$$E

等+

:

,认为#

T73)(

在激活和调节针对

抗原特异性
1

细胞免疫反应作用较
T73')

更有效#

T73)(

不仅

有产生防御性免疫反应能力#同时有增强自动免疫能力的作

用)更另有一些受体方面的研究也不排除
T73)(

参与了抗结

核的免疫过程)

T73')4

$

'

受体的一些变异基因型可引起携带

该基因型的患者对分枝杆菌易感性增加#其机制可能是变异的

受体结合
T73')

和
T73)(

减少#而导致部分
T.X3

&

免疫调节功

能障碍失调所致+

C

,

)近期报道#使用
T73)(

G

'@

单抗可抑制脑

组织中各种淋巴细胞浸润及促炎性细胞因子的作用+

@

,

#为控制

颅内各组织炎症反应及病理改变提供了一种新的治疗可能)

本组病例中#结核性脑膜炎患者脑脊液中
T73)(

水平较病

毒性脑膜炎为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8*'

%)结核性脑膜

炎治疗后
T73)(

仍较病毒性脑膜炎高#进一步证实了
T73)(

在

结核性脑膜炎的免疫反应中起作用#表明检测
T73)(

在鉴别结

核性脑膜炎与病毒性脑膜炎是非常必要的)目前耐药结核杆

菌越来越多见#在本试验中#早期结核性脑膜炎患者在应用异

烟肼*利福平等抗结核治疗
'

周后#脑脊液中
T73)(

水平明显

下降#提示应用抗结核药物杀灭结核分枝杆菌后#局部结核分

枝杆菌数量减少#对巨噬细胞和树突状细胞刺激减少#导致
T73

)(

分泌减少)因此#

T73)(

水平可能对抗结核杆菌药物敏感性

有一定的提示意义)检测
T73)(

水平可能与结核性脑膜炎的

发生*发展以及预后都有一定的意义)本研究结果提示脑脊液

T73)(

与白细胞*葡萄糖*蛋白质无明显相关性$

!

#

*8*B

%#可

能与标本量少有关)

T73)(

可促进巨噬细胞吞噬*杀灭结核杆

菌#提示其可能为治疗结核性脑膜炎提供一个新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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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差指测量值与真值之差#也指样本指标与总体指标之差)包括系统误差*随机测量误差和抽样误差)系统误差指数

据收集和测量过程中由于仪器不准确*标准不规范等原因#造成观察$检测%结果呈倾向性的偏大或偏小#是可避免或可通过

研究设计解决的)随机测量误差指由于一些非人为的偶然因素使观察$检测%结果或大或小#是不可避免的)抽样误差指由

于抽样原因造成样本指标与总体指标的差异#是不可避免但可减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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