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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目的
!

探究肺组织中白细胞介素
!(H

"

S?!(H

$对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简称慢阻肺$患者病情和生存状况的影响%

方法
!

选取该院
"+(-

年
"

月至
"+(G

年
,

月收治的因肺癌行肺叶切除术的患者
G<

例!根据是否吸烟及第
(

秒用力呼气量占用力

肺活量的比值"

Y1D(

(

YDQ

$

%

H+Z

将患者分为不吸烟非慢阻肺组
"(

例&吸烟非慢阻肺组
"-

例&吸烟慢阻肺患组
"*

例!比较
-

组

患者
S?!(H

相对表达量!并对
S?!(H

在气管和肺实质中的相对表达量分别与吸烟指数&第
(

秒用力呼气量占预计值的百分比&体质

量指数"

B$S

$等采用
.%'K249

相关性分析%结果
!

吸烟慢阻肺组和吸烟非慢阻肺组患者的气管与肺实质中
S?!(H

相对表达量分

别为"

H)*]")*

$&"

H),]")"

$

JC

(

I?

!"

,)*]-)"

$&"

G),]")*

$

J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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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烟慢阻肺组高于吸烟非慢阻肺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E

%

+)+,

$%吸烟指数与气管和肺实质
S?!(H

的表达均呈正相关!肺实质
S?!(H

的表达与第
(

秒用力呼气量占预计值的百分比及

一氧化碳弥散量占预计值的百分比&

B$S

呈负相关!与慢阻肺评估测试评分呈正相关%结论
!

吸烟可使
S?!(H

在患者气管和肺实

质中表达增加!

S?!(H

表达增加进一步导致患者的慢阻肺病情加重!影响患者生存状况%

关键词"白细胞介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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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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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

生存状况

!"#

!

$%&'()(

"

*

&+,,-&$)./0(122&/%$.&$)&%'$

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GH"!=*,,

"

"+(H

$

(G!"*(G!+-

34556657;:6#N0(H+-DI-

M

;+,,I5:-;457:-?+;+:-8-?,I<A+A8D:6

B

8;+5-;,@+;474<:-+7:=,;<I7;+A5

B

ID>:-8<

9

?+,58,5

'.N+%(J(

$

23

4

%5673&6(

8

D3:

4

+5%6(5

A

?30+9+&3

#

!%&&+&

)

E3(

4

,3S:#(:

4

+6%,

#

!%&&+&

)

#

#%+&%&,H(,++

#

=;+&%

&

G=,;<87;

!

"=

*

57;+A5

!

@489;%2&8

C

'&%&L%%55%7&4589&%KP%/V89!(H

$

S?!(H

&

89P/9

C

&822/%49&L%74908&849'902/K;8;'P45

J

'&8%9&2

N8&L7LK49874#2&K/7&8;%

J

/PI49'K

M

082%'2%

$

Qa.E

&

)F5;4:?,

!

@4&'PP

M

G<7'2%2894/KL42

J

8&'P5K4IY%#K/'K

M

"+(-&4$'

M

"+(G

N%K%0/%&4P/9

C

7'97%K

J

'&8%9&2N8&L

J

/PI49'K

M

P4#%7&4I

M

N%K%2%P%7&%0

#

'774K089

C

&42I4V89

C

'90%O

J

8K'&4K

M

;4P/I%K'&8445YDQ

$

Y1D(

"

YDQ

&

%

H+Z

#

J

'&8%9&2N%K%08;80%089&4949!2I4V89

C

949Qa.E

C

K4/

J

$

&["(

&#

2I4V89

C

949Qa.E

C

K4/

J

2

$

&["-

&#

2I4V89

C

Qa.E

C

K4/

J

$

&["*

&

)@L%K%P'&8;%%O

J

K%2284945S?!(H89&L%-

C

K4/

J

2N'274I

J

'K%0

#

/289

C

.%'K24974KK%P'&849'9'P

M

28249

&L%K%P'&8;%%O

J

K%2284945S?!(H89&L%&K'7L%''90P/9

CJ

'K%97L

M

I'K%2

J

%7&8;%P

M

N8&L&L%2I4V89

C

890%O

#

Y1D(Z

J

K%087&%0;'P/%

#

#40

M

I'22890%O

$

B$S

&

9/I%K87'P74KK%P'&8490%&%7&849)H5,ID;,

!

@L%K%P'&8;%%O

J

K%22849P%;%P245S?!(H89&L%4K

C

'9245&L%2I4V!

89

C

Qa.E

C

K4/

J

'90&L%2I4V89

C

949Qa.E

C

K4/

J

N%K%

$

H)*]")*

&

'90

$

H),]")"

&

JC

"

I?

#$

,)*]-)"

&

'90

$

G),]")*

&

JC

"

I?

#

2I4V89

C

Qa.E

C

K4/

J

N'2L8

C

L%K&L'9&L'&892I4V89

C

949Qa.E

C

K4/

J

#

&L%0855%K%97%N'22&'&82&87'PP

M

28

C

98587'9&

$

E

%

+)+,

&

)

6I4V89

C

890%ON'2

J

428&8;%P

M

K%P'&%0&4&L%%O

J

K%2284945S?!(H89&K'7L%''90P/9

CJ

'K%97L

M

I'

#

'90&L%%O

J

K%2284945S?!(H89P/9

C

J

'K%97L

M

I'N'29%

C

'&8;%P

M

74KK%P'&%0N8&LY1D(Z

J

K%087&8;%;'P/%

#

E?QaZ

J

K%087&8;%;'P/%'90B$S

#

'90

J

428&8;%P

M

74KK%P'&%0

N8&L'22%22I%9&&%2&274K%)J:-7DI,+:-

!

6I4V89

C

7'9897K%'2%&L%%O

J

K%2284945S?!(H89&L%&K'7L%''90P/9

CJ

'K%97L

M

I'

#

'9089!

7K%'2%&L%%O

J

K%2284945S?!(H

#

NL87L5/K&L%KK%2/P&289&L%'

CC

K';'&84945Qa.E'90&L%2/K;8;'P45&L%

J

'&8%9&2)

K5

9

@:<?,

!

S?!(H

%

!

7LK49874#2&K/7&8;%

J

/PI49'K

M

082%'2%

%

!

2/K;8;'P74908&849

!!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Qa.E

&是临床较为常见的多发病#其

具有气流受限的特征#预防和治疗在
Qa.E

中占重要地位'

Qa.E

主要表现为慢性咳嗽-气短或呼吸困难-喘息和胸闷等#

由于发病的病因目前尚不清楚且致残率和病死率很高#因此严

重影响患者的生存质量+

(

,

'临床研究表明#白细胞介素
!(H

$

S?!(H

&受体缺乏小鼠在吸烟诱导下不发生肺气肿#提示
S?!(H

可能在
Qa.E

患者气管的损伤与重塑中有一定的作用+

"

,

'因

此#本研究进一步探究肺组织中
S?!(H

对
Qa.E

患者病情和生

存状况的影响#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取本院
"+(-

年
"

月至
"+(G

年
,

月收治的

因肺癌行肺叶切除术的患者
G<

例#其中男
--

例#女
-,

例#年

龄
,,

#

H+

岁#根据是否吸烟及第
(

秒用力呼气量占用力肺活

量的比值$

Y1D(

"

YDQ

&

%

H+Z

将患者分为不吸烟非
Qa.E

组

"(

例#吸烟非
Qa.E

组
"-

例#吸烟
Qa.E

组
"*

例'

$)/

!

纳入和排除标准

$)/)$

!

纳入标准
!

$

(

&在本院确诊为
Qa.E

的患者%$

"

&近
<

周无呼吸系统疾病史%$

-

&患者均了解试验方案并签署知情同

意书及标本处理同意书'

$)/)/

!

排除标准
!

$

(

&有活动性肺结核-风湿性疾病等变态反

应性疾病史者%$

"

&患有严重心-肝-肾-内分泌-血液系统疾患

者%$

-

&合并其他部位感染者#有免疫系统疾病者#近期使用免

疫抑制剂者#有其他肺部疾患者'

$)'

!

方法
!

$

(

&入院前均行肺功能检查#统计吸烟指数#测量

身高及体质量指数$

B$S

&等'$

"

&

S?!(H

相对表达量评测+

-

,

#通

过免疫组织化学法检测#细胞质内有棕黄色和$或&棕褐色颗粒

为染色阳性细胞#观察阳性细胞表达部位#

S?!(H

在气管和肺实

质中的相对表达量用免疫组化染色总分即染色细胞阳性率评

分与细胞染色强度评分乘积表示'

$)1

!

统计学处理
!

本研究数据均采用统计学软件
6.66(=)+

(

G(*"

(

检验医学与临床
"+(H

年
<

月第
(*

卷第
(G

期
!

?'#$%0QP8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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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H

!

D4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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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分析和处理'计量资料以
L]:

表示#采用
6

检验#计数资

料采用
!

" 检验#组间差异显著性比较采用
O

检验#相关性分析

采用
.%'K249

相关分析#以
E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

组患者基线特征比较
!

见表
(

'各组年龄-

B$S

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

E

$

+)+,

&#吸烟非
Qa.E

组与吸烟
Qa.E

组吸烟

指数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

$

+)+,

&'

/)/

!

-

组患者气管与肺实质中
S?!(H

相对表达量
!

数据显示#

-

组患者气管-肺实质中
S?!(H

相对表达量差异均有统计学意

义$

E

%

+)+,

&#见表
"

-图
(

#

-

'

表
(

!!

-

组患者基线特征比较$

L]:

'

组别
&

年龄$岁&

B$S

$

V

C

"

I

"

&

吸烟指数
Y1D(

预计值

$

Z

&

Y1D(

"

YDQ

$

Z

&

E?Qa

预计值$

Z

&

Q>@

评分

$分&

不吸烟非
Qa.E

组
"( G")-]<)* "-)*](), + =(](( <-)=]-)* <<)"]G)* +

吸烟非
Qa.E

组
"- G")=]G)( "-)*]()" (+"H],<= =+]* <+)*]G)( <,)*]G)" +

吸烟
Qa.E

组
"* G,),],)" "")(](), ="*]*G, G*](( G")*]G)* GG)(]=)* (")<]-)G

!!

注!

Y1D(

预计值为第
(

秒用力呼气量占预计值的百分比%

E?Qa

预计值为一氧化碳弥散量占预计值的百分比%

Q>@

为
Qa.E

评估测试

表
"

!!

-

组患者器官与肺实质中
S?!(H

相对表达量

!!!

$

L]:

%

JC

&

I?

'

组别
&

气管 肺实质

不吸烟非
Qa.E

组
"( (),]()" ()-]()(

吸烟
Qa.E

组
"* H)*]")* H),]")"

吸烟非
Qa.E

组
"- ,)*]-)" G),]")*

O (<)=< "+)(,

E +)++G +)++*

图
(

!!

不吸烟非
Qa.E

组肺泡上皮

细胞
S?!(H

表达极少

图
"

!!

吸烟
Qa.E

组气管上皮细胞

破坏明显%炎细胞浸润明显

图
-

!!

吸烟非
Qa.E

组肺泡上皮细胞及炎症细胞

S?!(H

的表达强于不吸烟非
Qa.E

组

/)'

!

Qa.E

患者气管与肺实质中
S?!(H

的表达与影响生存状

况相关因素的关系
!

见表
-

'由表
-

可见#吸烟指数与气管和

肺实质
S?!(H

的表达均呈正相关%气管
S?!(H

的表达与
Y1D(

预计值-

E?Qa

预计值均呈负相关#与
Q>@

评分和
B$S

呈正

相关%肺实质
S?!(H

的表达与
Y1D(

预计值-

E?Qa

预计值-

B$S

均呈负相关#与
Q>@

评分呈正相关'

表
-

!!

Qa.E

患者气管与肺实质中
S?!(H

的表达

!!!

与影响生存状况相关因素的关系

自变量
气管

5 E

肺实质

5 E

Y1D(

预计值
b+)H"< +)++( b+)*<G +)+-<

E?Qa

预计值
b+)*=, +)+-, b+),(= +)+"G

Q>@

评分
+)H"= +)++( +)G*" +)++*

B$S +)*," +)++" b+)*<" +)+-=

吸烟指数
+)*,( +)++* +)GH" +)++,

!!

注!

Y1D(

预计值为第
(

秒用力呼气量占预计值的百分比%

E?Qa

预计值为一氧化碳弥散量占预计值的百分比%

Q>@

为
Qa.E

评估测试

'

!

讨
!!

论

!!

由于
Qa.E

发病的病因尚未完全清楚#且具有高致残率

和高病死率#因此早期预防显得尤为重要'有研究表明#抗
S?!

(H

的抗体可减轻气管炎症#

S?!(H

与气管炎症的形成-发展和

预后有密切的联系+

*

,

'有研究显示#分泌
S?!(H

的
@L(H

细胞

在
Qa.E

患者血液中明显高于吸烟肺功能正常组与健康对照

组#并与肺功能呈负相关+

,

,

'本研究对肺组织中
S?!(H

对

Qa.E

患者病情和生存状况的影响进行探讨#旨在为临床治疗

Qa.E

提供相应的依据和经验'

有研究表明#

S?!(H

能够增强患者炎症的程度#诱导中性粒

细胞#从而增加弹性蛋白酶和髓过氧化物酶的分泌#进一步破

坏肺组织+

G!H

,

'本研究中
-

组患者气管-肺实质的
S?!(H

相对

表达量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

%

+)+,

&'不吸烟非
Qa.E

组气

管-肺实质
S?!(H

的相对表达量最低#吸烟非
Qa.E

组次之#吸

烟
Qa.E

组
S?!(H

相对表达量最高#由此提示吸烟可能是
S?!

(H

表达量增加的重要因素#

S?!(H

表达量增加可导致
Qa.E

病

情加重'

S?!(H

的升高与
Qa.E

的气管炎症-肺泡壁的破坏-

肺气肿的形成有关+

<!=

,

'

本研究结果显示#无论气管还是肺实质#

S?!(H

的表达量均

与
Y1D(

预计值呈负相关'有研究表明#

S?!(H

促进金属蛋白

酶在气管中的表达#直接损伤肺组织+

(+

,

'此外#

S?!(H

能够调

节黏蛋白
,'7

基因的表达#使患者呼吸道分泌物增多#导致管

(

H(*"

(

检验医学与临床
"+(H

年
<

月第
(*

卷第
(G

期
!

?'#$%0QP8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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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2&"+(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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腔发生阻塞状况#进一步影响患者的呼吸水平+

((

,

'因此#肺实

质和气管
S?!(H

的表达量均与
Y1D(

预计值呈负相关'本研

究结果显示#

S?!(H

的表达均与
E?Qa

预计值呈明显负相关#

可能是患者晚期出现严重的弥散功能障碍所致'

Q>@

评分是

反映
Qa.E

患者症状和健康状况的良好指标#

S?!(H

在气管和

肺实质中表达升高很可能加重病情#严重影响患者的生存

状况'

Qa.E

是一种能量消耗性疾病#

Qa.E

患者的营养状态与

疾病生存状况密切相关'有研究表明#

S?!(H

可诱导瘦素在骨

髓间质干细胞中表达增加#从而造成患者营养不良+

("

,

'因此#

在临床治疗中应加强对患者的营养干预#以改善患者的生存

状况'

综上所述#吸烟可使
S?!(H

在患者气管和肺实质中表达增

加#

S?!(H

表达增加进一步导致患者
Qa.E

病情加重#影响患

者生存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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