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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脉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患者血清中白细胞介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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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变化及临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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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目的
!

探讨动脉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

02+

&患者血清中白细胞介素
"&-

"

1/"&-

&水平的变化及临床

意义'方法
!

选择
'*&)

年
&'

月至
'*&-

年
'

月沈阳军区总医院收治的
&-

例
02+

患者!选择
&*

例健康体检者

作为对照组!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102

&分别对两组进行血清
1/"&-

水平的测定%比较不同脑损伤程度及

不同病情严重程度下
02+

患者血清
1/"&-

的表达差异!并分析血清
1/"&-

与脑血管痉挛的相关性'结果
!

02+

组与对照组血清
1/"&-

水平分别为"

&)5()<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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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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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血清
1/"&-

水平与
R,%A$?

分级和
+JH#"+$%%

分级呈正相关!与
c.0

评分呈负相关"

!

$

*(*<

&'同时

发生脑血管痉挛的患者血清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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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高于未发生脑血管痉挛患者)"

&<&(-'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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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9*(*5

&'结论
!

患者血清
1/"&-

水平与
02+

病情(严重程度相关!同时

对预测脑血管痉挛的发生有一定的意义'

关键词"动脉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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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细胞介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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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血管痉挛%

!

脑损伤

中图法分类号"

;)*6

文献标志码"

2

文章编号"

&)-'":6<<

"

'*&7

&

&6"'*<'"*5

TD<?D8-

N

<8-=?@+-+?8@,+

N

-+7+?8-?<67,<59;+-:<5@<9R+-&-+-8-<95

B

,;8@,9A858?D-6+=D<;655D8

N

<

>

8:+<-:,

"

"#$%9'.)D'.)

&

#

&/#:3,)

7

'

#

45+,(*B,)

7

&

#

$

&=>.

?

(@AB.)A*

C

$.2@*-*

7E

#

A'.%.).@(-/*H

?

,A(-*

C

K'.)

E

()

7

;,-,A(@

E

9*BB()F

#

K'.)

E

()

7

#

4,(*),)

7

&&**&)

#

9',)(

%

'=;.F,D(-6O(B,)(A,*)9.)A.@

#

K'.)

E

()

7

G.F9@*HH/*H

?

,A(-

#

K'.)

E

()

7

#

4,(*),)

7

&&**&5

#

9',)(

&

FA,:58?:

!

"A

*

<?:+G<

!

3=L,%BJ%%#A$BACH

I

$CHL%,

I

H,G,BCHB$=G%$?JK,H#$?E$JS,H"&-

$

1/"&-

&

E$@$E,HCH$J"

?

F

%KCE%J>C?CBAH=,LA$K=??AC

I

$

$

02+

&

D

C#,$H#%(H<:D6=,

!

2#=#CE=G&-

D

C#,$H#%N,#A02+N$?$B=EE$B#$L,H

=J?A=%

D

,#CEG?=Kd$B$K>$?'*&)#=R$>?JC?

F

'*&-

#

CHL&*A$CE#A

FD

C#,$H#%N$?$%$E$B#$LC%B=H#?=E

I

?=J

D

(

3A$B=HB$H#?C#,=H%=G1/"&-,H%$?JKN$?$K$C%J?$L>

F

!/102,H>=#A02+

I

?=J

D

CHLB=H#?=E

I

?=J

D

(3A$%$"

?JKE$@$E%=G1/"&-N$?$B=K

D

C?$L,HL,GG$?$H#

I

?CL,H

I

K$#A=L%%JBAC%c.0%B=?$

#

R,%A$?

I

?CL$CHL+JH#"

+$%%

I

?CL$(3A$B=??$EC#,=H>$#N$$H1/"&-CHLB$?$>?CE@C%=%

D

C%K

$

.U0

&

N$?$CHCE

F

M$L(I<,9@:,

!

3A$%$?JK

1/"&-E$@$E=G02+

I

?=J

D

NC%

$

&)5()<h&)(-&

&

DI

"

K/

#

NA,E$#A$E$@$E=G1/"&-,HB=H#?=E

I

?=J

D

NC%

$

:*(-&h

:(77

&

DI

"

K/

#

L,GG$?$HB$NC%%#C#,%#,BCE%,

I

H,G,BCHB$

$

!

$

*(**&

&

(0$?JKE$@$E=G1/"&-NC%

D

=%,#,@$E

F

B=??$EC#$L

N,#AR,%A$?

I

?CL$CHL+JH#"+$%%

I

?CL$=G02+

D

C#,$H#%

#

CHLH$

I

C#,@$E

F

B=??$EC#$LN,#Ac.0%B=?$(0$?JK1/"

&-E$@$E%,H

D

C#,$H#%N,#A.U0

'$

&):(<-h&5(::

&

DI

"

K/

(

N$?$%,

I

H,G,BCH#E

F

A,

I

A$?#ACH#A=%$N,#A=J#.U0

'$

&<&(-'h&)(-&

&

DI

"

K/

(#

#A$L,GG$?$HB$NC%%#C#,%#,BCEE

F

%,

I

H,G,BCH#

$

!9*(*5

&

(J6-?@9,+6-

!

3A$%$?JK1/"

&-E$@$E?$EC#$LN,#A%$@$?,#

F

=G02+CHL#A$B=HL,#,=H=G#A$L,%$C%$(2HL,#AC%B$?#C,H%,

I

H,G,BCHB$,H

D

?$L,B"

#,H

I

#A$=BBJ??$HB$=G.U0(

K<

B

L65=,

!

CH$J?

F

%KCE%J>C?CBAH=,LA$K=??AC

I

$

%

!

,H#$?E$JS,H

%

!

B$?$>?CE@C%=%

D

C%K

%

!

B$?$>?CE,H

P

J?

F

!!

蛛网膜下腔出血$

02+

&是神经外科常见的急危

重症之一#具有极高的致死率与致残率)近年来研究

发现#多种炎性因子与
02+

患者预后相关#并参与了

02+

病理生理的发生与发展'

&"6

(

)有学者指出#白细

胞介素
"&-

$

1/"&-

&在类风湿性关节炎+支气管哮喘+系

统性红斑狼疮$

0/!

&等自身免疫性疾病中存在异常

的分泌表达'

<

(

#但血清
1/"&-

的表达变化与
02+

发

生+发展的关系研究报道较少)本研究通过检测

02+

患者血清中
1/"&-

的水平#评价其与
02+

的相

关性#为
02+

的诊断与治疗提供新的思路)现将结

果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收集
'*&)

年
&'

月至
'*&-

年
'

月沈

阳军区总院神经外科收治的
02+

患者
&-

例#其中男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7

年
-

月第
&<

卷第
&6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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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王晨辰#女#技师#主要从事神经外科蛛网膜下腔出血方面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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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女
&'

例#平均年龄$

<-(6&h&)(5-

&岁)所有入

组患者均经
.3

+数字减影造影$

d02

&或脑血管造影

$

.32

&检查确诊为动脉瘤性
02+

)排除标准'

)

(

!$

&

&

入院时发病已超过
-'A

或即将死亡患者%$

'

&在外院

已接受手术+介入或外科治疗患者%$

5

&正在使用抗血

小板药物或抗凝药物患者%$

6

&有肝肾心肺功能不全+

血液系统疾病+近期有感染性疾病及妊娠患者)选择

健康体检者
&*

例为对照组#其中男
5

例#女
-

例#平

均年龄$

)5(65h7(<*

&岁)两组研究对象年龄等一般

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

$(/

!

仪器与试剂
!

人
1/"&-

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

!/102

&检测试剂盒全部购自上海纪宁生物试剂有

限公司#检测过程严格按照说明书进行)

$('

!

方法
!

所有患者入院后即刻常规抽取静脉血
<

K/

#使用促凝剂"分离胶真空抽血管#以
5<**?

"

K,H

#

6]

离心
&*K,H

#取血清
X-<]

保存%抽取对照组研

究对象清晨空腹外周血
<K/

#处置方法同上#采用

!/102

法测定血清
1/"&-

表达水平)同时#根据

cEC%

I

=N

昏迷量表$

c.0

&评分标准评定脑损伤程度

$

&5

%

&<

分为轻度#

:

%

&'

分为中度#

5

%

7

分为重度&)

以
+JH#"+$%%

分级评价病情程度#

'

级#无症状或轻

微头痛及轻度颈强直%

3

级#中
%

重度头痛#颈强直#

除有颅神经麻痹外#无其他神经功能缺失%

0

级#嗜

睡#意识模糊#或轻微的灶性神经功能缺失%

)

级#昏

迷#中或重度偏侧不全麻痹#可能有早期的去脑强直

及植物神经系统功能障碍%

#

级#深昏迷#去大脑强

直#濒死状态%以改良
R,%A$?

分级评价蛛网膜下腔积

血量与脑血管痉挛$

.U0

&关系#根据出血量将患者分

为
6

级#

'

级#仅见基底池出血%

3

级#仅见周边脑池

或侧裂池出血%

0

级#广泛蛛网膜下腔出血伴脑实质

内血肿%

)

级#基底池和周边脑池+侧裂池较厚积血)

$(1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0a00&7(*

软件进行统计学

分析#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用
OhH

表示#组间比较

采用
A

检验%计数资料采用百分数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 检验#以
!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对照组与
02+

患者组血清
1/"&-

水平比较
!

02+

组血清
1/"&-

为$

&)5()<h&)(-&

&

DI

"

K/

#对照

组
1/"&-

为$

:*(-&h:(77

&

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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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

02+

组血清
1/"&-

水平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

!

不同
c.0

分级患者之间血清
1/"&-

水平比较
!

根据
c.0

评分标准#轻度患者
:

例#中度患者
6

例#重

度患者
6

例#

5

组患者的
1/"&-

水平分别为$

&<)(5*h

&5(6)

&+$

&<'(':h-(&*

&+$

&7<(6-h:(<)

&

DI

"

K/

)

重度颅脑损伤患者的血清
1/"&-

水平显著高于轻度和

中度患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9*(**5

#

*(**&

&)

/('

!

不同
+JH#"+$%%

分级患者之间血清
1/"&-

水平

比较
!

以
+JH#"+$%%

分级评价病情程度#将入组患者

分为
5

组#其中
'%3

级患者
)

例#

0

级
)

例#

)

级
<

例#血 清
1/"&-

水 平 分 别 为 $

&<6('7h&5(*<

&+

$

&<-(:7h&-(*7

&+$

&-)(75h&6(7-

&

DI

"

K/

)

+JH#"

+$%%

)

级患者血清
1/"&-

水平高于其
'%3

级患者#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9*(*'<

&)

/(1

!

不同改良
R,%A$?

分级患者之间血清
1/"&-

水平

比较
!

根据
R,%A$?

分级评价标准#将入组患者分为
5

组#其中
'%3

级患者
&&

例#

0

级患者
5

例#

)

级患

者
5

例#血清
1/"&-

水平分别为$

&<6(--h&6(65

&+

$

&))(<<h7(:)

&+$

&7<(&:h&&(5*

&

DI

"

K/

)

'%3

级组与
)

级组患者相比#血清
1/"&-

水平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9*(**)

&)

/(2

!

患者血清
1/"&-

水平与发生
.U0

的关系
!

根据

所有入组患者
d02

及
.32

检查结果#判断并统计

.U0

的发生情况#其中发生
.U0

的患者
&*

例#血清

1/"&-

水平为$

&):(<-h&5(::

&

DI

"

K/

%未发生
.U0

的患者
-

例#血清
1/"&-

水平为$

&<&(-'h&)(-&

&

DI

"

K/

)

.U0

组血清
1/"&-

水平高于非
.U0

组#两组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9*(*5

&)绘制患者血清
1/"&-

表

达的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曲线下面积为
*(7*)

#具有

一定的预测意义#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计算
1/"

&-

诊断
.U0

的
BJ#"=GG

值为
&<7(**

DI

"

K/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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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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颅内动脉瘤是局部脑血管异常而形成的瘤样突

起#多发生在脑底
Q,EE,%

环附近#在人群中的发病率

约为
5()8

%

)(*8

)颅内动脉瘤最大的危害在于瘤

体破裂引起
02+

#具有高致残率和高致死率的特点)

02+

可引起多种严重的神经系统并发症#其中
.U0

就是
02+

后最严重的并发症之一)尽管近年来有对

该病较多的研究#但对于
02+

后
.U0

的发生机制尚

未得到明确的结论)然而诸多研究证实#炎性反应作

为一种重要机制参与了
02+

后
.U0

的发生发展#多

种炎性因子在
02+

后的表达均发生改变'

&"6

(

)

1/"&-

是一种由
&<<

个氨基酸组成的同型二聚

体#其基因定位于染色体
'

e

5&

#是一种主要由活化的

3

细胞产生的致炎细胞因子#可以促进
3

细胞的激活

和刺激上皮细胞+内皮细胞+成纤维细胞等产生多种

细胞因子#如
1/")

+

1/"7

+粒细胞
"

巨噬细胞刺激因子和

化学增活素及细胞黏附分子#从而导致炎症产生'

-"7

(

)

以往对于
1/"&-

的研究#大多是在如类风湿性关节炎+

支气管哮喘+

0/!

等一些自身免疫性疾病中'

<

(

)有报

道发现
1/"&-

在缺血性脑病中存在水平升高的现象#

同时在脑出血患者中也存在表达异常的情况'

:"&*

(

)有

实验发现#将大鼠大脑中动脉进行永久性堵塞处理#

&A

后
1/"&-

在堵塞侧大脑半球中的水平开始升高#

)L

时达到峰值%此外#外周血中
1/"&-K;V2

$

Y

&单

核细胞数也在
&A

后增加#且这一变化先于脑组织中

的变化'

&&

(

#因此在本研究中选用血清作为研究介质)

而另有动物实验发现#大鼠
02+

后血清
1/"&-

的水

平有着显著变化#这一变化与脑血管痉挛相关'

&'

(

)

*

5<*'

*

检验医学与临床
'*&7

年
-

月第
&<

卷第
&6

期
!

/C>O$L.E,H

!

TJE

F

'*&7

!

U=E(&<

!

V=(&6



在本研究中#

02+

患者血清
1/"&-

水平与对照组

比较显著升高#且改良
R,%A$?

分级越高#血清
1/"&-

水平越高#说明其与
02+

出血程度相关)因此可以

推断#

02+

后脑水肿+血脑屏障破坏等因素促进

3A&-

细胞+中性粒细胞+

Vb

细胞等进入炎症部位#释

放
1/"&-

#进一步加重炎性反应#反之#

1/"&-

也可透过

血脑屏障进入血液循环#使外周血
1/"&-

水平上升)

在
02+

后炎性反应急性期中#黏附分子大量表

达#一系列级联反应引发内皮功能障碍及钙内流#产

生白三烯及
!3"&

等缩血管物质#消耗
V[

诱导
.U0

的发生)而
1/"&-

作为一种强大的致炎因子很有可能

参与这些生理过程)本研究结果显示#发生
.U0

的

患者血清
1/"&-

水平显著高于未发生
.U0

组)说明

血清
1/"&-

水平与
.U0

的发生存在一定的相关性)

另外#

02+

后
.U0

的发生导致脑血流量下降#引起

继发性缺血性脑损伤#使正常的脑组织细胞坏死)在

本研究中#利用
+JH#"+$%%

分级和
c.0

评分这两种

能够直观反映脑损伤的严重程度的分级评分标准#将

入组患者分组#结果显示#

+JH#"+$%%

分级级别越高#

1/"&-

的表达也越高%

c.0

评分越低#

1/"&-

的表达水

平越高)但是由于本研究的样本量较小#使结果存在

一定局限性#因此想要得到更标准的预测临界值及更

高的准确度#仍需要更为深入的研究)

综上所述#本研究结果提示
1/"&-

可能是参与

02+

发病过程的重要因子#测定患者血清
1/"&-

的水

平#对于判断
02+

患者出血程度+脑损伤严重程度以

及预测
.U0

的发生具有重要意义#同时提示
1/"&-

可

以作为治疗和控制
02+

诱发的炎性反应的靶向标志

物#而
1/"&-

拮抗剂可能成为治疗
02+

的有效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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