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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目的 分 析 溃 疡 性 结 肠 炎 合 并027型 高 产 毒 艰 难 梭 菌 感 染 的 临 床 特 点 和 实 验 室 检 查 结 果。
方法 收集该院收治的1例溃疡性结肠炎患者的临床资料和实验室检查结果,并采用“艰难梭菌”和“溃疡性结

肠炎”为关键词,对中国知网、Pubmed等数据库中2009年5月至2024年1月发表的文献进行检索。结果 患

者2023年出现不明原因腹痛、腹泻,确诊为溃疡性结肠炎,长期服用美沙拉嗪等抗炎药物,治疗期间病情反复

发作,经实验室GeneXpert检测显示为艰难梭菌感染,并且为027型高产毒菌株,经抗感染治疗后好转。该研

究共检索到文献673篇,排除653篇,最终保留相关文献20篇。结合病例分析和文献复习,该文主要从溃疡性

结肠炎继发艰难梭菌感染的角度出发,重点叙述高产毒艰难梭菌的检测情况及方法,总结了艰难梭菌高产毒菌

株对溃疡性结肠炎的影响等研究现状。结论 艰难梭菌感染严重影响溃疡性结肠炎患者的病情进展和预后,
特别是高产毒型菌株,该研究可为同种病例相关继发感染提供参考。同时,GeneXpert技术采用多重PCR原

理,能快速检出艰难梭菌并筛选高产毒菌株,为临床的治疗及感染控制提供及时、准确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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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laboratory
 

test
 

results
 

of
 

ulcerative
 

colitis
 

complicated
 

with
 

highly
 

virulent
 

Clostridium
 

difficile
 

infection
 

of
 

type
 

027.Methods Clinical
 

data
 

and
 

labora-
tory

 

tests
 

were
 

collected
 

from
 

a
 

patient
 

with
 

ulcerative
 

colitis
 

admitted
 

to
 

the
 

hospital.Additionally,a
 

litera-
ture

 

search
 

was
 

conducted
 

using
 

the
 

keywords
 

“Clostridium
 

difficile”
 

and
 

“ulcerative
 

colitis”
 

in
 

databases
 

such
 

as
 

CNKI
 

and
 

PubMed
 

for
 

articles
 

published
 

from
 

May
 

2009
 

to
 

January
 

2024.Results The
 

patient
 

was
 

diag-
nosed

 

as
 

ulcerative
 

colitis
 

with
 

unexplained
 

abdominal
 

pain
 

and
 

diarrhea
 

in
 

2023.The
 

patient
 

had
 

been
 

on
 

long-
term

 

anti-inflammatory
 

medication,including
 

mesalazine,but
 

experienced
 

recurrent
 

flare-ups
 

during
 

treat-
ment.GeneXpert

 

testing
 

in
 

the
 

laboratory
 

confirmed
 

an
 

infection
 

with
 

Clostridium
 

difficile,specifically
 

the
 

highly
 

virulent
 

027
 

strain.After
 

receiving
 

anti-infective
 

treatment,the
 

patient's
 

condition
 

improved.A
 

total
 

of
 

673
 

articles
 

were
 

retrieved
 

for
 

this
 

study,with
 

653
 

excluded,and
 

finally
 

20
 

related
 

literatures
 

were
 

retained.
Combined

 

with
 

the
 

literature
 

review,this
 

paper
 

primarily
 

discussed
 

the
 

secondary
 

infection
 

of
 

Clostridium
 

dif-
ficile

 

in
 

ulcerative
 

colitis,with
 

a
 

focus
 

on
 

the
 

detection
 

methods
 

and
 

findings
 

of
 

highly
 

virulent
 

Clostridium
 

dif-
ficile

 

strains.The
 

study
 

also
 

summarized
 

the
 

current
 

research
 

on
 

the
 

impact
 

of
 

highly
 

virulent
 

Clostridium
 

dif-
ficile

 

strains
 

on
 

ulcerative
 

colitis.Conclusion Clostridium
 

difficile
 

infection
 

significantly
 

affects
 

the
 

progres-
sion

 

and
 

prognosis
 

of
 

patients
 

with
 

ulcerative
 

colitis,especially
 

in
 

cases
 

involving
 

the
 

highly
 

virulent
 

strains.
This

 

study
 

provides
 

a
 

reference
 

for
 

similar
 

cases
 

involving
 

secondary
 

infections.Additionally,the
 

GeneXpert
 

technology,based
 

on
 

the
 

principle
 

of
 

multiplex
 

PCR,can
 

rapidly
 

detect
 

Clostridium
 

difficile
 

and
 

screen
 

for
 

highly
 

virulent
 

strains,offering
 

timely
 

and
 

accurate
 

support
 

for
 

clinical
 

treatment
 

and
 

infection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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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溃疡性结肠炎(UC)是炎症性肠病(IBD)中的一

种,临床较为常见,其病因尚不完全明确,UC活动性

发作时易出现肠道菌群紊乱,引发艰难梭菌感染

(CDI)。产毒素艰难梭菌是医院抗生素相关腹泻和伪

膜性肠炎的主要致病因素。027型高产毒艰难梭菌的

致病性更强,江苏地区较缺乏相关感染病例报道。目

前临床实验室对艰难梭菌的检测有多种方法,其中

GeneXpert采用实时定量多重PCR原理,检测灵敏度

和特异度均较高,为临床CDI的诊断提供实验室依

据。本实验室采用该技术发现1例 UC合并027型

CDI病例,现报道如下。
1 临床资料

1.1 病史 患者,男,27岁,长期居住于江苏省南通

市,2023年出现无明显诱因腹泻、腹痛、里急后重,
2021年3月至如皋市某医院进行肠镜检查,结果显示

为UC(结肠远端距肛缘65
 

cm始横结肠、降结肠、乙
状结肠、直肠见散在片状黏膜糜烂及溃疡灶),未服药

治疗。2023年4月至南通市某三甲医院复查肠镜提

示UC(结肠肝曲至直肠黏膜散在点片状溃疡灶,部分

融合,覆盖白苔,乙状结肠至直肠较重),病理显示(直
肠)黏膜多见急慢性炎症细胞浸润,表面糜烂,可见隐

窝炎和隐窝脓肿,采用美沙拉嗪肠溶片(葵花药业,国
药准字H19980148)、美沙拉嗪栓剂(德国辉凌,注册

证号H20160582)、康复新液(四川好医生,国药准字

Z51021834)及中药治疗,腹痛、腹泻持续,后改为美沙

拉嗪缓释颗粒(上海爱的发,国药准字 H20143164)、
美沙拉嗪栓剂及美沙拉嗪灌肠液治疗。2023年6月

于如皋市某医院查全腹CT,显示脂肪肝、胆囊结石、
左肾结 石、右 肾 囊 肿、结 肠 肝 曲 及 直 肠 管 壁 稍 厚。
2023年9月患者来本院就诊,进行艰难梭菌核酸及毒

素检查,显示为产毒素B艰难梭菌,给予甲硝唑片(远
大医药,国药准字H42021947)口服抗感染治疗,艰难

梭菌检测转阴后出院;2023年10月前往上海某三甲

医院复查肠镜,结果提示:(1)末端回肠炎;(2)结肠

炎;(3)浅表性胃炎;(4)十二指肠壶腹部霜斑样溃疡。
2023年11月初患者仍感腹部疼痛,为求进一步诊治

由本院门诊收治住院,入院见:患者腹痛时常发作且

多为游走性疼痛,按压后缓解,排尿时有便意感,大便

不成形,夹黏液鲜血,每天1~3次,入睡难,易醒多

梦,畏寒怕冷,神疲乏力。否认高血压、糖尿病、冠心

病、慢性支气管炎等慢性病史;否认肝炎、结核、伤寒

等传染病病史。否认其他重大手术及外伤史,否认输

血史。治疗上暂给予美沙拉秦缓释片(德国辉凌,注
册证号H20160693)口服抗炎,地衣芽孢杆菌活菌胶

囊(东北制药,国药准字S10950019)调节肠道菌群,整
蛋白型肠内营养剂(德国 Milupa

 

GmbH,注册证号

H20090007)营养支持,完善相关检查。
1.2 实验室检查

1.2.1 常规检查 血细胞分析:单核细胞百分比

8.5%;血 生 化:清 蛋 白/球 蛋 白1.4,葡 萄 糖3.84
 

mmol/L;尿液常规:胆红素+,尿胆原+,尿蛋白+;
大便常规:隐血阳性,粪便钙卫蛋白1

 

182
 

μg/g,其余

未见异常。
1.2.2 病原学检查 粪便细菌培养未检出沙门菌、
志贺菌。艰难梭菌核酸及毒素检测采用 GeneXpert
检测系统(美国赛沛),结果显示为艰难梭菌阳性,毒
素B(tcdB)基因检测阳性,毒素负调控基因(tcdC)缺
失,二元毒素基因检测阳性,报告为027型高产毒艰

难梭菌。见图1。

图1  027型艰难梭菌的荧光定量聚合酶链反应曲线

(GeneXpert)

1.3 治疗措施 依据CDI诊治指南,推荐万古霉素

和甲硝唑进行治疗,由于目前国内尚无万古霉素口服

药物,因此给予甲硝唑口服抗感染,并延长治疗时间

至10
 

d,病情好转,腹痛、黏血便等症状明显改善。
2 文献复习

  采用“艰难梭菌”和“溃疡性结肠炎”为关键词,对中

国知网、Pubmed等数据库中2009年5月至2024年1
月发表的文献进行检索。共检索到文献673篇,根据相

关密切程度排除653篇,最终保留相关文献20篇。
2.1 UC是CDI的独立危险因素 UC是非特异性

肠道炎症性疾病,主要由肠道黏膜免疫系统异常导

致,出现腹痛、腹泻反复发作,黏血样便等症状,严重

者可存在癌变倾向[1]。其病因尚不完全明确,但 UC
活动性发作时可出现肠道菌群紊乱,菌群多样性及数

量降低[2],常出现艰难梭菌优势繁殖并分泌毒素引发

CDI[3]。
2.2 027型高产毒艰难梭菌的特点和流行 艰难梭

菌是一种产芽孢革兰阳性菌,专性厌氧,产毒素艰难

梭菌是10%~25%的医院抗生素相关腹泻和90%的

伪膜性肠炎的致病因素[4]。产毒素艰难梭菌绝大多

数为产毒素A(tcdA)和tcdB菌株。tcdA为一种肠毒

素,引起肠道黏膜损伤和液体分泌,tcdB是一种细胞

毒素,破坏细胞骨架,导致肠细胞变性、坏死和脱落,
产毒量为tcdA 的10倍,常见为毒素 A-/B+或

A+/B+[5]。027型高产毒菌株还可检测到tcdC的

缺失,从而导致tcdA和tcdB的产量增加。另外,二
元毒素的检出进一步增强了其毒力,并且该菌株对喹

诺酮类、红霉素和克林霉素等抗菌药物均高度耐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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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导致了较高的发病率、复发率和病死率[6]。027
型高产毒艰难梭菌多在欧美流行,我国自2009年香

港地区首次检出[7]后在各地均有散发报道[8-9],但江

苏地区相关报道较缺乏。
2.3 艰难梭菌的临床实验室检查 临床实验室用于

艰难梭菌及毒素检测的方法:(1)艰难梭菌培养。专

性厌氧环境,培养所需条件较高,培养时间长,不能区

分产毒株和非产毒株。(2)ELISA检测艰难梭菌毒

素。特异度高,灵敏度低。(3)谷氨酸脱氢酶(GDH)
检测。GDH是艰难梭菌高表达的一种抗原,检测简

便,但不能说明产毒情况。(4)核酸扩增技术。该方

法具有较高的灵敏度和特异度[10-12]。本案例中采用

的GeneXpert试剂盒是基于实时荧光多重PCR技

术,可同时检测二元毒素基因cdt以及负调控基因tc-
dC的缺失,具有快速、简便、准确和生物安全性高的

优势,为高产毒株的筛查提供更好的实验手段[13-14]。
3 讨  论

  UC是一种非特异性免疫应答引起肠道黏膜损伤

的IBD,其发病机制尚不明确,普遍认为与环境因素、
免疫反应、肠道菌群等密切相关,目前的治疗手段还

不能根治,由于该病易反复发作,严重影响了患者的

生活质量。本案例中为1例青年患者,但UC半年内

已反复发作多次,辗转多家医院治疗,生活受到严重

影响,粪便钙卫蛋白及隐血等检查也支持病情诊

断[15]。研究表明,UC是 CDI的独立危险因素[1-3]。
在UC活动期,肠道菌群失调,促进了艰难梭菌的定

植和感染,而后者反过来又加重了前者的病情,预后

不良,如此恶性循环。因此,治疗 UC的过程中需要

密切监测CDI的情况[16]。本案例中患者具备了发生

CDI的危险因素:(1)患者自2021年3月以来腹痛、
腹泻、黏血便等临床症状反复发作,其肠道菌群失调,
上皮细胞屏障功能降低;(2)患者长期服用美沙拉嗪

等抗炎药物;(3)患者多次入院治疗,不排除暴露于含

艰难梭菌芽孢的环境中,以上因素均增加了 UC中发

生CDI的风险。
027型高产毒CDI在我国呈散发状态。本案中

该患者2023年9月即出现CDI,产tcdB,给予甲硝唑

治疗后艰难梭菌检测转阴,症状有所缓解,后停药出

院,2个月后又因症状加重入院,复查艰难梭菌转为

027型高产毒株。分析原因:患者长期使用药物,免疫

力降低,治疗2个月后复发,可能是芽孢尚未彻底清

除发生变异或者感染新的艰难梭菌。027型高产毒艰

难梭菌可分泌更强的毒素,导致强烈的炎症反应,是
病情加重的主要原因,对病情十分不利,应及时控制

感染。《中国成人艰难梭菌感染诊断和治疗专家共

识》建议用于临床治疗CDI的药物包括甲硝唑、万古

霉素、非达霉素等,推荐对于重症CDI患者使用万古

霉素或去甲万古霉素口服治疗[17-18],提示临床需纠正

用药,经常规治疗无效的患者可考虑粪便菌群移植

(FMT),以恢复患者肠道菌群稳态[19]。另外,027型

毒株的产芽孢能力更强[20],是潜在的传染源,他人若

接触芽孢污染的物品,通过粪口传播可造成感染风

险。因此,需要引起医务人员重视,做好患者隔离和

个人防护,降低芽孢传播风险。
综上所述,本案例为江苏地区罕见027型高产毒

CDI相关报道,旨在加深医务工作者对高产毒艰难梭

菌的认识和重视,规范使用抗菌药物,加强流行病学

监测,为UC合并CDI提供经验,防止院内感染暴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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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脓毒症临床常用生物标志物的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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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脓毒症为宿主对感染的反应失调而导致的危及生命的器官功能障碍,在儿童群体中的发病率和病

死率居高不下,尤其在5岁以下的儿童中更为明显。儿童脓毒症往往因容易漏诊、误诊而造成严重后果。该文

从儿童脓毒症的早期识别、进一步诊治、预后判断的角度出发,探讨临床常见生物标志物,如细胞因子、C反应

蛋白、降钙素原、乳酸等指标的临床研究进展及在儿童脓毒症早期识别、诊治及预后判断中的应用,并总结了各

项指标目前的临床意义及应用价值。生物标志物对儿童脓毒症临床诊治指导的具体机制、意义及价值还需更

多、更深入的研究去证实。更多的、新的、有意义的相关生物标志物还需要进一步去发掘,为儿童脓毒症的诊治

作出贡献。
关键词:脓毒症; 生物标志物; 白细胞介素-6; 肿瘤坏死因子-α; 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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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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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child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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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epsis

 

is
 

a
 

life-threatening
 

organ
 

dysfunction
 

caused
 

by
 

a
 

dysregulated
 

host
 

response
 

to
 

infec-
tion.The

 

morbidity
 

and
 

mortality
 

of
 

sepsis
 

in
 

children
 

remain
 

high,especially
 

in
 

children
 

under
 

5
 

years
 

old.
Sepsis

 

in
 

children
 

often
 

leads
 

to
 

serious
 

consequences
 

due
 

to
 

easy
 

missed
 

diagnosis
 

and
 

misdiagnosis.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arly
 

identification,further
 

diagnosis
 

and
 

treatment,and
 

prognosis
 

judgment
 

of
 

sepsis
 

in
 

chil-
dren,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clinical
 

research
 

progress
 

of
 

common
 

clinical
 

biomarkers,such
 

as
 

cytokines,C-
reactive

 

protein,procalcitonin
 

and
 

lactic
 

acid,and
 

their
 

application
 

in
 

the
 

early
 

identification,diagnosis
 

and
 

prognosis
 

judgment
 

of
 

sepsis
 

in
 

children,and
 

summarizes
 

the
 

current
 

clinical
 

significance
 

and
 

application
 

value
 

of
 

each
 

index.More
 

and
 

more
 

studies
 

are
 

needed
 

to
 

confirm
 

the
 

specific
 

mechanism,significance
 

and
 

value
 

of
 

biomarkers
 

in
 

the
 

clinical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sepsis
 

in
 

children.More
 

new
 

and
 

meaningful
 

biomarkers
 

need
 

to
 

be
 

further
 

explored
 

to
 

contribute
 

to
 

the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sepsis
 

in
 

children.
Key

 

words:sepsis; biomarker; interleukin-6; tumor
 

necrosis
 

factor-α; children

  脓毒症是一项全球性卫生问题,该病患者在医疗

与经济方面都有较高的负担。研究表明,儿童脓毒症

在高收入国家有15%~30%的病死率,在低收入国家

的病死率高达50%。全球每年约有3
 

000万脓毒症

儿童,其中800万儿童最终死亡[1]。尽管儿童严重脓

毒症、脓毒性休克的病死率在逐年降低,但发展中国

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依然明显,仍需要全球卫生

领域工作者不断努力。此外,多达三分之一受影响儿

童出现持续的、甚至是终生的后遗症[2],严重影响健

康及生活质量。

脓毒症的发生与患者的体内强烈的炎症反应和

免疫系统失调有着紧密联系,人体被细菌感染时,会
引起大量内毒素的释放,内毒素进入体液,触发大量

促炎和抗炎物质的释放,导致免疫系统紊乱。随着现

代医学的发展,许多生物标志物逐渐被发掘,并在临

床广泛使用。生物标志物通过区分全身性炎症的感

染原因及感染程度来辅助脓毒症的诊断,还可用于监

测临床治疗的反应、指导抗菌药物的合理应用、预测

疾病的预后。目前常见的生物标志物中,细胞因子在

临床中应用较为广泛,其中,白细胞介素(IL)-2、IL-6、

·6423· 检验医学与临床2024年11月第21卷第21期 Lab
 

Med
 

Clin,November
 

2024,Vol.21,No.21

* 基金项目:甘肃省省级科技计划(科技重大专项)项目(22ZD6FA034)。
△ 通信作者,E-mail:35487284@qq.com。

  网络首发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50.1167.R.20240929.1152.004.html(2024-09-29)



IL-8、肿瘤坏死因子(TNF)-α、干扰素(IFN)-γ为促炎

性细胞因子,能够导致机体炎症损伤;IL-4、IL-10为

抗炎因子,主要参与机体的自身防御,抑制炎症反

应[3]。此外,C反应蛋白(CRP)、降钙素原(PCT)、乳
酸(LA)、铁蛋白、人可溶性白细胞分化抗原14亚型

(sCD14-ST)等在临床中应用也较广泛,且与脓毒症

密切相关。现对几种常见的生物标志物总结如下。
 

1 儿童脓毒症中临床常用生物标志物

1.1 IL-6 IL-6是脓毒症急性期炎症反应的一个重

要介质,是由IL-6基因编码的相对分子质量为21×
103 的糖原。IL-6由多种活化细胞分泌,包括单核细

胞、自然杀伤(NK)细胞、B淋巴细胞、嗜中性粒细胞、

T淋巴细胞、成纤维细胞、肌肉细胞及内皮细胞等[4]。

IL-6参与促炎反应的机制如下:(1)通过刺激肝细胞

和诱导急性期反应蛋白的合成来参与急性期反应;
(2)直接或间接增强NK细胞的活性来发挥抗肿瘤作

用;(3)刺激B淋巴细胞分化、增殖、分泌抗体来发挥

免疫调节作用[5-6]。IL-6能够激活炎症介质的瀑布样

级联反应,是引发抗菌炎症的关键,最终会引起多器

官功能受损。在血液中,IL-6水平比CRP水平升高

得更早,在细菌感染2~3
 

h即可达到峰值,且IL-6在

血液中代谢相对缓慢,是一种易于测量的指标。另一

项研究显示,IL-6能够区分革兰阳性菌血症和阴性菌

血症,若血液中IL-6水平明显升高,则很大可能性是

革兰阴性菌感染。此外,IL-6也是预测脓毒症最敏感

的生物标志物[7],入住重症监护室后,IL-6水平下降

越快,患者生存的可能性越大[8]。IL-6水平变化可辅

助脓毒症的诊断,指导临床合理使用抗菌药物,并反

映病情的严重程度,为临床诊疗提供参考。
 

1.2 IL-8 IL-8是一种趋化因子,属于半胱氨酸家

族,可将嗜中性粒细胞吸引到炎症区域,具有白细胞

和淋巴细胞的趋化特性,在急性炎症反应的开始及进

展阶段及在慢性炎症反应过程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一项研究发现,IL-8参与严重脓毒症的进展,在脓毒

症患者血液中,IL-8水平升高,而且IL-8水平与脓毒

症的分期、
 

序贯器官衰竭估计评分和28
 

d的病死率

呈正相关,在预测感染性休克患儿28
 

d死亡风险方面

具有很高的灵敏度和很大的阴性预测价值[9]。IL-8
参与脓毒症的发病机制,且IL-8在早期评估患儿的病

情程度及在判断患儿的死亡风险方面有较好的应用

价值。

1.3 IL-2 IL-2主要由T淋巴细胞或T淋巴细胞系

产生,能活化 T淋巴细胞,刺激 NK细胞增殖,提升

NK细胞活性,同时促进T淋巴细胞及NK细胞产生

细胞因子,刺激B淋巴细胞增殖和抗体分泌,激活巨

噬细胞等作用。有研究表明,脓毒症患儿血清IL-2水

平明显升高,随着治疗时间的延长,IL-2水平明显降

低,尤其在治疗48
 

h尤为显著[10]。DAGYS等[11]的

一项前瞻性研究也表明,IL-2是区分细菌与病毒感染

最特异的生物标志物,但灵敏度较低,且预测准确性

差。
 

因此,临床医生可以用IL-2来辅助诊断脓毒症、
区分感染的病原体类型、评估脓毒症患儿治疗的效果

及预测脓毒症患儿疾病的转归情况。

1.4 TNF-α TNF-α是一种相对分子质量为17×
103 的小分子蛋白,主要来源于活化的免疫细胞(巨噬

细胞),具有广泛的生物学功能,可对侵入性、感染性

或炎症性刺激作出反应,被认为是炎症的最初启动

者。机体感染后会刺激免疫系统,导致多种炎症因子

的激活和释放。TNF-α能够通过刺激先天的免疫反

应和宿主炎症反应而参与脓毒症的发病[12]。在刺激

事件发生后30
 

min内,巨噬细胞开始释放TNF-α,8
 

h
达到高峰,表明 TNF-α是免疫反应的早期调节因

子[13]。在脓毒症早期,TNF-α等促炎性细胞因子水

平明显升高,导致的炎症反应可造成机体循环功能障

碍,使患儿脓毒症病情恶化。在临床诊疗中,儿童危

重症评分越低的脓毒症患儿,血清 TNF-α水平与病

死率呈正相关,TNF-α可作为儿童脓毒症死亡的预测

因子。因此,血清 TNF-α对于判断脓毒症患儿未来

病情发展趋势具有重要意义,可以被视为一种辅助性

的临床预后评估工具。
 

1.5 IFN-γ IFN-γ主要由CD8+ 细胞毒性 T淋巴

细胞、活化的NK细胞和辅助性T淋巴细胞(Th)1产

生。IFN-γ的产生受到由巨噬细胞衍生的细胞因子,
特别是TNF-α、IL-12和IL-18的严格调控和刺激,且
通常在健康人的血浆中不可检测,但其水平在脓毒症

患者中可升高。因此,未来可对此标志物在儿童脓毒

症中的表达进行研究。

1.6 IL-10 IL-10是一种强效的炎症抑制因子,可
以抑制促炎性细胞因子和趋化因子的生成,防止抗原

特异性T淋巴细胞活化,并抑制其增殖。IL-10是人

体中的关键抗炎细胞因子,主要参与身体免疫抑制过

程,IL-10减少了其他促炎性细胞因子,如TNF-α、IL-
1β、IL-6、IL-8的产生,用于细菌抗原长时间刺激引起

的细胞因子(包括抗炎性细胞因子)的过度释放。在

药物治疗后,会出现严重脓毒症患儿血液中IL-10水

平显著增加和促炎性细胞因子水平降低。有研究表

明,IL-10在鉴定革兰阴性菌血症和感染性休克患者

方面分别比CRP和PCT表现出更好的性能[14],是预

测感染性休克儿童革兰阴性菌血症非常有用的生物

标志物[15-16]。IL-10在临床中对脓毒症患儿感染病原

菌的鉴别、预测治疗后的反应等方面意义重大。

1.7 IL-4 IL-4是一种具有多种免疫调节功能的细

胞因子,参与多种细胞的增殖、
 

分化和凋亡调控。IL-
4在 T淋巴细胞分化方面发挥调节作用,包括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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