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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应性鼻炎$

)1

&是机体对外界某些过敏原感应

性增高而表现出以鼻黏膜病变为主的一种变态反应

性疾病*

!

+

(在我国发病率呈逐年上升的趋势#是哮喘

发病的高危因素之一*

"

+

(

)1

主要是由
.

F

Z

抗体介导

的
"

型变态反应#释放大量组胺)炎性因子和多种免

疫活性细胞因子#它们相互作用和促进#参与鼻黏膜

慢性炎性反应*

#

+

(本研究主要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

验$

ZT./)

&检测
)1

患者血清中肿瘤坏死因子
+

$

7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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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细胞介素$

.T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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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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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3

促分裂素原

活化蛋白激酶$

E)*]

&和核转录因子$

P̂ 4

1

0

&的表

达#探讨
)1

患者中
E)*]

和
P̂ 4

1

0

信号通路的表

达变化#为研究
)1

的发病机制和诊断提供临床基

础#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取
"%!6

年
5

月至
"%!&

年
2

月本

院就诊的
#%

例
)1

患者作为试验组#年龄
""

!

2%

岁#

平均发病年龄
"&

岁%病程
&

!

年%其中男
"!

例#女
5

例(初诊均未服用过任何药物(选取同期本院健康

体检者
"%

例作为对照组#其中男
!6

例#女
&

例%年龄

"+

!

&3

岁(均自愿签署知情同意书(两组研究对象

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具有可

比性(

$$/

!

纳入及排除标准

$$/$$

!

纳入标准
!

临床症状依据中华耳鼻咽喉头颈

外科杂志编委会和中华医学会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学

分会鼻科学组制定的.变应性鼻炎诊断和治疗指南/

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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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喷嚏)清水样涕)鼻塞)鼻痒等症状出现
"

项以上$含
"

项&#每天症状持续或累计在
!K

以上#可

伴有眼痒)流泪和结膜充血等眼部症状%$

"

&鼻黏膜苍

白)水肿#鼻腔水样分泌物#可进行鼻内镜和鼻窦
(7

等检查%$

#

&皮肤点刺试验使用标准化变应原试剂#在

前臂掌侧皮肤点刺#

"%I@A

后观察结果%$

6

&血清特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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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验医学与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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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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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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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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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

F

Z

检测#确诊
)1

需临床表现与皮肤点刺试验或

血清特异性
.

F

Z

检测结果相符#其可作为试验室诊断

)1

的指标之一(

$$/$/

!

排除标准
!

$

!

&过去
&

个月中接受过抗过敏

药物或免疫治疗的
)1

患者%$

"

&合并过敏性哮喘者#

最近有哮喘发作者%$

#

&治疗前
!

周内使用抗组胺药#

治疗前
6

周使用糖皮质激素者或其他激素治疗者%

$

6

&有过鼻中隔偏曲矫正)鼻内镜下鼻息肉摘除)鼻内

镜下鼻窦开放等各种鼻腔鼻窦手术史者%$

+

&妊娠期

和哺乳期妇女%$

&

&癫痫发作)精神疾病或者脑器质性

病变#不能配合检查)治疗及病史调查的患者(

$$'

!

标本采集及试验方法
!

均取清晨空腹静脉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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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温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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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心
!+I@A

#常规分离血清(

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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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定患者血清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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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试剂盒购于美国
1p,

公

司#按照试剂盒的操作说明严格进行试验(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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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处理
!

数据采用
/*//""$%

软件处理#

计量资料以
CV@

表示#组间差异采用
/:;<CA:S9::C9:

分析#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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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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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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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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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研究对象血清炎性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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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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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46

水平表达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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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对照组相比#试验组患者血清

炎性因子
7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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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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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T46

水平明显升高#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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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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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研究对象血清炎性因子水平表达

!!!

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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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研究对象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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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P̂ 4

1

0

水平表

达比较
!

与对照组相比#试验组患者血清
G

#3E)*]

和
P̂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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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明显增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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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是由
.

F

Z

抗体介导的以嗜酸性粒细胞浸润的

"

型变态反应#主要是
7K!

和
7K"

细胞免疫失衡#进

而引发组胺)大量炎性因子和多种免疫活性细胞因子

增加和释放#参与调控鼻黏膜慢性炎性反应*

+

+

(在

)1

发病过程中#

7K"

细胞免疫活性呈过度增高状态#

7K"

细胞浸润鼻腔黏膜#血清和鼻黏膜组织中
7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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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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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46

)

.T4+

)

.T4!#

)

.T4##

等细胞炎性因子水平

明显增加*

&

+

(它们不仅参与了
)1

的病理性变态炎

性反应#而且可以刺激气道黏膜)气道上皮和平滑肌

等产生更多的炎性因子#激活
E)*]

和
P̂ 4

1

0

信号

通路#加重嗜酸性粒细胞的炎性浸润*

2

+

(

E)*]

和

P̂ 4

1

0

信号作为经典的细胞信号转导通路#在细胞的

炎性反应)氧化应激)细胞增殖和凋亡等生理病理过

程中发挥作用(研究表明#

E)*]

和
P̂ 4

1

0

信号通

路的激活可促进炎性反应细胞因子大量产生而加重

炎性反应*

345

+

(

(R[.

等*

!%

+研究发现#

)1

发生时#

G

#3E)*]

信号通路的激活可促进各种细胞因子及炎

性介质的释放#加重呼吸道黏膜黏液的分泌和呼吸道

的堵塞%抑制
G

#3E)*]

信号通路的磷酸化可明显减

轻炎症介质的产生及释放#同时可以减轻鼻黏膜损

害)黏膜下炎细胞浸润和鼻黏膜过敏反应等*

!!

+

(同时

研究还发现#在大鼠变异性鼻炎模型中阻断
P̂ 4

1

0

信

号通路可有效缓解大鼠体内的炎性反应)变态反应#

防止黏膜损伤和炎性因子的释放*

!"

+

(

本研究主要采用
ZT./)

检测
)1

患者血清中

7P̂4

+

)

.T4.

/

)

.T46

)

G

#3E)*]

和
P̂ 4

1

0

的表达#结

果显示#试验组患者血清中
7P̂4

+

)

.T4.

/

和
.T46

炎性

因子的表达水平明显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这说明
)1

患者体内炎性反应加重#炎性因子

参与
)1

的发生和发展的过程(同时发现患者血清

内
G

#3E)*]

和
P̂ 4

1

0

水平异常性升高#说明
)1

发

展过程中#

E)*]

和
P̂ 4

1

0

信号通路被激活#参与炎

性反应和免疫调节作用#加速并促进炎性因子的

释放(

综上所述#患者血清中
7P̂4

+

)

.T4.

/

和
.T46

等炎

性因子的高表达可提示炎性反应的发生#有助于
)1

的诊断与确诊#可作为临床治疗的有效参考指标(同

时#

E)*]

和
P̂ 4

1

0

信号通路在
)1

患者的发病机

制和诊断过程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为临床靶向

治疗提供了有效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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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碎溶解血栓造成的眼底视网膜血块*

5

+

(

+#"AI

激

光治疗目前可用于的眼部疾病治疗并且效果确切的

有!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 )视网膜静脉炎)

(8B:9

病)

视网膜变性区及裂孔的封闭等病变(或与其他激光

联合使用#如翼状胬肉等疾病*

!6

+

(本研究中关于

+#"AI

激光治疗
1U[

也是基于
+#"AI

激光可用于

已经确定疗效的诸多眼部疾病#实验进行过程中

+#"AI

激光治疗时较其他手术效果明显提升(

本研究中表
!

显示#

1U[

患者在进行
+#"AI

激

光治疗后效果明显#说明
1U[

患者进行激光治疗时

疗效显著#可为临床进一步应用提供理论支持(治疗

后不论是
01U[

患者还是
(1U[

患者视力均可以得

以提升恢复速度#说明经过
+#"AI

激光治疗后
(14

U[

患者治疗效果的外在视力体现明显#达到患者和

医生预期的期望值和满意度(本研究显示#视网膜血

管血液循环系统功能得到改善#说明
+#"AI

激光治

疗有利于患者视网膜中血栓的溶解#以致恢复血管通

常#恢复视力(但表
"

显示#患者治疗前后血清各影

响因子检测指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

$

%$%+

&#可

能是由于临床样本采集较少#未能做出合理的实验结

果(因此#在以后的临床工作中需要多收集更多的相

关资料#以使后续的临床工作更加完善(本研究的创

新性在于使用
+#"AI

激光技术在无疼痛感)出血量

极低的情况下为
1U[

患者提供了治疗后能迅速恢复

各项视觉系统的功能#能有效改善传统临床切除眼部

手术的不足之处#值得临床借鉴应用(

综上所述#

+#"AI

激光治疗
1U[

的临床疗效确

切#安全可靠#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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