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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因子与趋化因子的实验室检测在呼吸道感染患者中的意义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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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目的
!

探讨细胞因子与趋化因子的实验室检测在呼吸道感染患者中的意义%方法
!

选取
"$!%

年

?

月至
"$!<

年
?

月于宜昌市第一人民院进行治疗的呼吸道感染患者
<>

例作为研究组!将进行体检的
<>

例健

康者作为对照组%分别对两组研究对象进行细胞因子和趋化因子的实验室检测!研究组采用抗感染药物进行

治疗!对照组采用空白对照%分析两组研究对象细胞因子及趋化因子的水平变化%结果
!

研究组患者治疗后

肿瘤坏死因子"

)TQ

$

6

)

&白细胞介素"

+R

$

6?

水平较治疗前下降!

+R6!$

&

+R6"

水平较治疗前上升"

"

$

$#$@

$#对照

组研究对象炎症因子的治疗前后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研究组治疗后
)TQ6

)

&

+R6?

&

+R6!$

&

+R6"

水平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结论
!

呼吸道感染患者体内细胞因子及趋化因子水平升

高!多种因子联合检测有助于反映患者体内感染情况%联合抗感染治疗有利于呼吸道感染患者恢复健康%

关键词"细胞因子#

!

趋化因子#

!

呼吸道感染

中图法分类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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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志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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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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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因子是由多种细胞分泌的小分子蛋白质#细

胞因子和趋化因子在器官的发育*免疫应答*炎性反

应及人体正常的生长发育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临

床上#呼吸系统疾病中的呼吸道感染是一种较常见

的*病情发展较为迅速的疾病#患者呼吸道不同部位

病原体以及不同的感染程度在临床上会有相似的临

床表现#诊断起来较为困难#治疗也比较棘手)由于

该病病情发展比较迅速#若处理不及时#短时间内即

可发展为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

-=,.

&#危及患者的

生命健康)此外#感染状态刺激机体产生的应激反应

以及出血处伴随发生的炎性病变都会使患者体内的

炎症因子水平升高#使机体的免疫功能受到破坏#导

致患者病情进一步加重)本文主要探讨了细胞因子

$

+R6?

*

+R6!$

*

+R6"

&与趋化因子$

)TQ6

)

&的实验室检

测及对呼吸道感染发生及公共健康的影响研究#现将

结果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取
"$!%

年
?

月至
"$!<

年
?

月于

宜昌市第一人民医院$以下简称,本院-&进行治疗的

<>

例呼吸道感染患者作为研究组#将同一时间来本院

进行体检的
<>

例健康者作为对照组)纳入标准'

!

(

!

符合.实用内科学/中呼吸道感染诊断标准者%未使用

抗感染药物治疗者%无需手术治疗者%已签署知情同

意书者)排除标准'

"

(

!心脑血管及肝*肾等其他器官

功能受损者%有药物过敏反应者%使用过非甾体类抗

炎药物进行治疗者%由呼吸道感染肿瘤所引起的呼吸

道感染者%孕妇及哺乳期女性%理解能力较差#不能配

合医生进行相应的治疗者%家族史中有精神疾病者)

研究组中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

岁#平均

$

@!#&f?#<

&岁)对照组中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

岁#平均$

@!#<f@#0

&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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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表
!

)研究对象均知情同意本研究#且本研究经

过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

表
!

!!

两组研究对象的一般资料对比

组别
)

年龄

$岁#

OfG

&

性别'

)

$

/

&(

男 女

对照组
<> @!#<f@#0 ><

$

@$#@

&

&?

$

@$#$

&

研究组
<> @!#&f?#< @$

$

@<#&

&

&>

$

>!#%

&

=

"

!

"

!#"&% !#0@" !#&<0

"

%

$#$@

%

$#$@

%

$#$@

$#/

!

方法
!

患者入院后均对其进行血压*心率等相

关指标的测量#对患者进行抽血检查#测量患者入院

时血液中的炎性因子水平%运用免疫流光技术对研究

组和对照组进行细胞因子测定)对所有患者进行常

规处理#采取相应的措施对并发症的发生进行预防#

如对患者机体进行补液治疗#以纠正患者电解质紊乱

问题'

&

(

)研究组患者在常规处理的基础上采用左氧

氟沙星$规格!

$#"@8

K

#北京双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国药准字
Y"$$@>$!%

&联合头孢进行静脉注射治疗!

首先用生理盐水溶解注射用左氧氟沙星
$#"@8

K

#进

行静脉滴注#滴速为
$#"@8

K

"

D

%然后静脉滴注生理

盐水溶解的注射用头孢#患者稍有恢复后逐渐减少#

该药连续静脉滴注
"

#

&5

#滴速为
<8

K

"

D

#

"

次"天)

$#'

!

观察指标
!

对比两组研究对象的细胞因子和趋

化因子水平及治疗前后患者体内炎性因子'肿瘤坏死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0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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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子$

)TQ6

)

&*白细胞介素$

+R

&

6!$

*

+R6?

*

+R6"

(变化)

$#1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

对数据进行分析)

计量资料采用
OfG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检验)以

"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研究组患者治疗后
)TQ6

)

*

+R6?

水平较治疗前下

降#

+R6!$

*

+R6"

水平较治疗前上升#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

$

$#$@

&)对照组研究对象炎症因子的治疗前后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研究组治疗后

)TQ6

)

*

+R6?

*

+R6!$

*

+R6"

水平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

$

$#$@

&)见表
"

)

表
"

!!

治疗前后两组研究对象细胞因子及趋化因子水平比较#

OfG

-

4

K

$

8R

%

组别
)

时间
)TQ6

)

+R6!$ +R6? +R6"

对照组
<>

治疗前
""#?f?#% !0#!f>#< @@#%f>#0 !$#?f!#@

治疗后
"$#"f@#" "$#>f>#! @<#"f&#< !!#<f?#&

研究组
<>

治疗前
>!#@f@#0

1

"0#>f>#>

1

<@#0f@#"

1

"!#"f"#>

1

治疗后
!0#0f@#>

"#

%<#?f@#<

"#

>$#@f"#<

"#

<$#?f"#<

"#

!!

注!与对照组治疗前比较#

1

"

$

$#$@

%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

"

"

$

$#$@

%与研究组治疗前比较#

#

"

$

$#$@

'

!

讨
!!

论

!!

细胞因子在器官的发育*免疫应答*炎性反应以

及人体正常的生长发育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细胞

因子是由多种细胞分泌的小分子蛋白质#具有广泛的

生物学活性'

>

(

)细胞因子包括
+R

*干扰素$

+QT

&*

)TQ

*集落刺激因子$

(.Q

&等)

+R

是由白细胞产生又

在白细胞间发挥作用的细胞因子)

+QT

是最早发现

的细胞因子)

(Q.

能够促进细胞增殖分化)趋化因

子是一类小细胞因子#具有趋化细胞定向移动的作

用#能够使血液中的单核细胞*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

等进入特定的淋巴器官和组织#以及感染发生的部

位'

>6@

(

)呼吸道感染是一种常见的呼吸系统疾病#临

床上呼吸道感染分为上呼吸道感染和下呼吸道感染#

该病发病率高#老年人*儿童*体弱多病者容易感

染'

@

(

#该病主要通过空气飞沫传播)

相关研究发现#对于呼吸道感染的患者#采用抗

感染药物联合进行治疗效果比较理想'

?

(

)呼吸道病

毒种类较多#常见的有甲型流感病毒*肺炎支原体病

毒*肺炎衣原体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等#不同的病毒

感染后#体内产生的细胞因子种类及数量不同#因此

相对应的治疗方法不同'

%

(

)通过分析不同的细胞因

子及其作用能够更加准确地了解不同病毒的特性#从

而准确地找到治疗方法#有针对性地用药#有利于患

者恢复健康'

<

(

)近年来#关于细胞因子和趋化因子的

研究逐渐增加#相关研究发现细胞因子和趋化因子在

临床上有很大的应用潜能'

06!$

(

)

)TQ6

)

*

+R6!$

*

+R6?

*

+R6"

是机体内重要的炎性因

子#参与机体内的免疫过程#机体发生炎性反应时#体

液内的炎性因子水平将会升高'

!$

(

)

)TQ6

)

*

+R6?

为内

源性致热源#可作用于位于下丘脑的体温调节中枢#

从而引起发热'

!!

(

)

+R6!$

对炎性介质具有拮抗作用#

可以通过控制炎性反应避免组织的过度损伤%

+R6"

能

够对白细胞活性进行调控#参与机体的造血及抗体反

应#还可以对肿瘤细胞起到监视作用'

!"

(

)本研究发

现#研究组患者体内细胞因子和趋化因子明显高于对

照组$

"

$

$#$@

&%研究组患者治疗后
)TQ6

)

*

+R6?

水

平下降#

+R6!$

*

+R6"

水平上升#研究者对照组研究对

象炎性因子治疗前后比较$

"

$

$#$@

&%研究组治疗后

)TQ6

)

*

+R6?

*

+R6!$

*

+R6"

水平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

$

$#$@

&)这表明联合抗感染药物治疗

可明显改善患者体内的炎性反应#一定程度上提高患

者的免疫能力#有利于患者的恢复)

本研究中仍然存在样本数量较少等不足#为此#

本课题组将在本研究基础上继续进行大样本分析)

综上所述#呼吸道感染患者体内细胞因子及趋化

因子水平升高#多种因子联合检测有助于反映患者体

内感染情况)联合抗感染治疗有利于呼吸道感染患

者恢复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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