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黏膜免疫在支气管哮喘及变应性鼻炎发病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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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探讨黏膜免疫在哮喘、变应性鼻炎发病过程中的作用，寻找两种病发病时共同的联系物质，以揭示哮喘
与变应性鼻炎发病之间的关联性。方法　收集急性发作期哮喘患者８２例（其中单纯哮喘４４例，哮喘合并鼻炎３８例），单纯
变应性鼻炎患者３０例，正常对照组３０例。分别采集受检者唾液、痰液、鼻腔分泌物各２ｍｌ，用ＥＬＩＳＡ法测定分泌型免疫球蛋

白Ａ（ｓＩｇＡ）的变化。采肘静脉血各２ｍｌ，用流式细胞仪检测ＣＤ４＋、ＣＤ８＋淋巴细胞，荧光酶联免疫法检测血清嗜酸性阳离子蛋

白（ｅｏｓｉｎｏｐｈｉｌｃａｔｉｏｎｉｃｐｒｏｔｅｉｎ，ＥＣＰ）、总免疫球蛋白Ｅ（ｔｏｔａｌｉｍｍｕｎｏｇｌｏｂｕｌｉｎＥ，ＴＩｇＥ）。结果　痰液中ｓＩｇＡ含量在单纯哮喘
组、哮喘合并鼻炎组、单纯变应性鼻炎组均较正常组降低（Ｐ＜０．０１）；唾液ｓＩｇＡ含量在哮喘组、合并组较正常组有降低趋势但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鼻腔分泌物中ｓＩｇＡ各组比较，哮喘组与合并组均高于正常组（Ｐ＜０．０５）及鼻炎组（Ｐ＜０．０１），而鼻炎组

与正常组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血液中ＣＤ４＋细胞在哮喘组、合并组均高于正常组（Ｐ＜０．０５）；血液中ＣＤ８＋细胞在各组间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ＣＤ４＋／ＣＤ８＋在哮喘组较正常组和鼻炎组增高（Ｐ＜０．０５）。血清ＴＩｇＥ在合并组及鼻炎组均较正常组增高

（Ｐ＜０．０１）。正常组血清ＥＣＰ检出率极低；哮喘组血清ＥＣＰ高于鼻炎组（Ｐ＜０．０５），而哮喘组与合并组、鼻炎组与合并组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哮喘组ＥＣＰ与ＴＩｇＥ正相关（ｒ＝０．４６７，Ｐ＜０．０５），合并组与鼻炎组ＥＣＰ与ＴＩｇＥ无相关性。结论　哮喘和
变应性鼻炎都与黏膜免疫有密切关系，黏膜免疫可能是其发病过程中相同的病理特征在不同部位的体现。而ｓＩｇＡ、ＣＤ４＋、

ＣＤ８＋、ＥＣＰ、ＴＩｇＥ等免疫介质可能是黏膜免疫的物质基础之一。

　　［关键词］　哮喘；变应性鼻炎；黏膜免疫；相互关联

　　［中图分类号］　Ｒ５６２．２５；Ｒ７６５．２１　　　［文献标志码］　Ａ　　　［文章编号］　０２５８８７９Ｘ（２０１１）０２０１８２０５

Ｒｏｌｅｏｆｍｕｃｏｓａｌｉｍｍｕｎｉｔｙｉｎｐａｔｈｏｇｅｎｅｓｉｓｏｆａｓｔｈｍａａｎｄａｌｌｅｒｇｉｃｒｈｉｎｉｔｉｓ

ＬＩＦｅｎｇｓｅｎ，ＸＵＤａｎ，ＤＵＬｉｊｕａｎ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ＸｉｎｊｉａｎｇＭｅｄｉｃ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ｔａｔ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Ｃｅｎｔｅｒｏｆ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Ｕｒｕｍｕｃｈｉ８３００００，Ｘｉｎｊｉａｎｇ，Ｃｈｉｎａ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００９０７　　　　［接受日期］　２０１１０１０２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３０８６０３５５），新疆自然科学基金（２００９２１１Ａ２１）．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ｂｙ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Ｎａ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ｈｉｎａ
（３０８６０３５５）ａｎｄＮａ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ｏｆＸｉｎｊｉａｎｇ（２００９２１１Ａ２１）．
［作者简介］　李风森，博士，主任医师．Ｅｍａｉｌ：ｆｅｎｇｓｅｎ６０２＠１６３．ｃｏｍ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Ｔｏｅｘｐｌｏｒｅｔｈｅｒｏｌｅｏｆｍｕｃｏｓａｌｉｍｍｕｎｉｔｙｉｎｔｈｅｐａｔｈｏｇｅｎｅｓｉｓｏｆａｓｔｈｍａａｎｄａｌｌｅｒｇｉｃｒｈｉｎｉｔｉｓａｎｄｔｏ

ｓｅａｒｃｈｆｏｒｃｏｍｍｏｎ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ｆｏｒｔｈｅｔｗｏ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ｓｏａｓｔｏｒｅｖｅａｌ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ｏｆａｓｔｈｍａａｎｄａｌｌｅｒｇｉｃｒｈｉｎｉｔｉｓ．Ｍｅｔｈｏｄｓ　Ａ

ｔｏｔａｌｏｆ８２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ａｃｕｔｅａｓｔｈｍａ，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４４ｗｉｔｈａｓｔｈｍａａｌｏｎｅａｎｄ３８ｗｉｔｈａｓｔｈｍａ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ｒｈｉｎｉｔｉｓ，ｗｅｒｅ

ｉｎｃｌｕｄｅｄｉｎｔｈｉｓｓｔｕｄｙ．Ａｎｏｔｈｅｒ３０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ａｌｌｅｒｇｉｃｒｈｉｎｉｔｉｓａｌｏｎｅａｎｄ３０ｈｅａｌｔｈｙ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ｗｅｒｅａｌｓｏｉｎｃｌｕｄｅｄ．Ｔｈｅｓａｌｉｖａ，

ｓｐｕｔｕｍ，ａｎｄｎａｓａｌｓｅｃｒｅｔｉｏｎｓ（ａｌｌ２ｍｌ）ｗｅｒｅ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ｔｏｏｂｓｅｒｖｅｔｈｅｓｅｃｒｅｔｏｒｙｉｍｍｕｎｏｇｌｏｂｕｌｉｎＡ（ｓＩｇＡ）ｂｙｅｎｚｙｍｅｌｉｎｋｅｄ

ｉｍｍｕｎｏｓｏｒｂｅｎｔａｓｓａｙ（ＥＬＩＳＡ）．ＦｌｏｗｃｙｔｏｍｅｔｒｙｗａｓｅｍｐｌｏｙｅｄｔｏｏｂｓｅｒｖｅＣＤ４＋，ＣＤ８＋ｌｙｍｐｈｏｃｙｔｅｓｉｎｂｌｏｏｄｓａｍｐｌｅｓ（２ｍｌ）

ｏｂｔａｉｎｅｄｆｒｏｍｔｈｅｅｌｂｏｗｖｅｉｎ．Ｔｈｅｌｅｖｅｌｓｏｆｅｏｓｉｎｏｐｈｉｌｃａｔｉｏｎｉｃｐｒｏｔｅｉｎ（ＥＣＰ）ａｎｄｓｅｒｕｍｔｏｔａｌｉｍｍｕｎｏｇｌｏｂｕｌｉｎＥ（ＴＩｇＥ）ｗｅｒｅ

ａｓｓｅｓｓｅｄｂｙｆｌｕｏｒｅｓｃｅｎｔｅｎｚｙｍｅｉｍｍｕｎｏａｓｓａｙ．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ｐｕｔｕｍｓＩｇＡｌｅｖｅｌｓｉｎｔｈｅａｓｔｈｍａｔｉｃｇｒｏｕｐ，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ａｎｄ

ｒｈｉｎｉｔｉｓｇｒｏｕｐｗｅ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ｉｎｔｈｅｎｏｒｍａｌ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Ｐ＜０．０１）；ｓａｌｉｖａｓＩｇＡｌｅｖｅｌｓｉｎｔｈｅａｓｔｈｍａｔｉｃ

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ｈａｄａｄｅ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ｔｅｎｄｅｎｃｙｂｕｔｈａｄｎｏ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ａｔｉｎｔｈｅｎｏｒｍａ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ｓＩｇＡｌｅｖｅｌｓｉｎｔｈｅｎａｓａｌｓｅｃｒｅｔｉｏｎｓｉｎｔｈｅａｓｔｈｍａ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ｗｅ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

ｔｈｏｓｅｉｎｔｈｅｎｏｒｍａｌ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Ｐ＜０．０５）ａｎｄｒｈｉｎｉｔｉｓｇｒｏｕｐ（Ｐ＜０．０１），ａｎｄｔｈｅｒｅｗａｓｎｏ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

ｒｈｉｎｉｔｉｓ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ＢｌｏｏｄＣＤ４＋ｃｅｌｌｓｉｎｔｈｅａｓｔｈｍａｔｉｃ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ｗｅｒｅ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ｉｎ

ｔｈｅｎｏｒｍａｌ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Ｐ＜０．０５）．ＢｌｏｏｄＣＤ８＋ｃｅｌｌｓｗｅｒｅ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ｎａｌｌｔｈｅｇｒｏｕｐｓ．ＣＤ４＋／ＣＤ８＋ｃｅｌｌｓｉｎｔｈｅａｓｔｈｍａｇｒｏｕｐ
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ｍｏｒｅ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ｉｎｔｈｅｎｏｒｍａｌ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ｒｈｉｎｉｔｉｓｇｒｏｕｐ（Ｐ＜０．０５）．Ｓｅｒｕｍ ＴＩｇＥｌｅｖｅｌｓｉｎｔｈｅ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ｒｈｉｎｉｔｉｓｇｒｏｕｐｗｅ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ｉｎｔｈｅｎｏｒｍａｌ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Ｐ＜０．０１）．ＳｅｒｕｍＥＣＰ

ｗａｓｈａｒｄｌｙｄｅｔｅｃｔｅｄｉｎｔｈｅｎｏｒｍａｌ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ｔｈａｔｉｎｔｈｅａｓｔｈｍａ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ｉｎｔｈｅｒｈｉｎｉｔｉｓｇｒｏｕｐ



第２期．李风森，等．黏膜免疫在支气管哮喘及变应性鼻炎发病中的作用 ·１８３　　 ·

（Ｐ＜０．０５），ａｎｄｔｈａｔｉｎｔｈｅ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ｎｏｔ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ｗｉｔｈｔｈｏｓｅｉｎｔｈｅａｓｔｈｍａｇｒｏｕｐｏｒｔｈｅｒｈｉｎｉｔｉｓｇｒｏｕｐ．

ＥＣＰａｎｄＴＩｇＥｌｅｖｅｌｓｗｅｒｅ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ｌｙ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ｅｄ（ｒ＝０．４６７，Ｐ＜０．０５）ｉｎｔｈｅａｓｔｈｍａ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ｎｏｔ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ｅｄｉｎｏｔｈｅｒｇｒｏｕｐｓ．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Ｔｈｅａｓｔｈｍａａｎｄａｌｌｅｒｇｉｃｒｈｉｎｉｔｉｓａｒｅｂｏｔｈｃｌｏｓｅｌｙｒｅｌａｔｅｄｔｏｍｕｃｏｓａｌｉｍｍｕｎｉｔｙ，ｗｈｉｃｈｉｓｔｈｅ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ｓｔｈｍａ

ａｎｄｒｈｉｎｉｔｉｓ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ｉｔｅｓ．ＴｈｅｓＩｇＡ，ＣＤ４＋，ＣＤ８＋，ＥＣＰ，ａｎｄＴＩｇＥｍａｙｂｅｔｈｅ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ｂａｓｆｏｒｍｕｃｏｓａｌｉｍｍｕｎｉｔｙ．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ａｓｔｈｍａ；ａｌｌｅｒｇｉｃｒｈｉｎｉｔｉｓ；ｍｕｃｏｓａｌｉｍｍｕｎｉｔｙ；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ＡｃａｄＪＳｅｃＭｉｌＭｅｄＵｎｉｖ，２０１１，３２（２）：１８２１８６］

　　变应性鼻炎也称过敏性鼻炎，通常是指由ＩｇＥ
所介导的鼻黏膜炎症反应，主要临床表现为鼻塞、流
鼻涕、鼻痒、打喷嚏以及嗅觉功能障碍等。支气管哮
喘（简称哮喘）是多种细胞和细胞成分参与的气道慢
性炎症性疾病，以肺部可逆性气流阻塞、气道黏膜炎
症和气道高反应性为特征。近年来，大量研究表明
支气管哮喘、变应性鼻炎同属免疫性疾病，且都与黏
膜免疫有着密切关系，因此有人提出“哮喘与变应性
鼻炎是同一气道、同一疾病”的观点，说明肺、鼻存在
着密切的联系［１］。本研究通过对哮喘和变应性鼻炎
患者不同部位分泌物中分泌型免疫球蛋白 Ａ（ｓＩ

ｇＡ），血液中ＣＤ４＋和ＣＤ８＋淋巴细胞，血清嗜酸性阳
离子蛋白（ｅｏｓｉｎｏｐｈｉｌｃａｔｉｏｎｉｃｐｒｏｔｅｉｎ，ＥＣＰ）、总免疫
球蛋白Ｅ（ｔｏｔａｌｉｍｍｕｎｏｇｌｏｂｕｌｉｎＥ，ＴＩｇＥ）的测定，
以寻求哮喘、变应性鼻炎患者发病过程中黏膜免疫
的相互关联性，从而为揭示哮喘、变应性鼻炎之间联
系、互动、影响的规律以及两病的防治提供一定的实
验基础。

１　材料和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哮喘和变应性鼻炎根据２００６年全
球哮喘防治指南（ＧＩＮＡ方案）的诊断标准与１９９７
年全国鼻科学学术会议修订的常年变应性鼻炎的诊

断标准进行诊断。２００９年４月至１１月在新疆医科
大学附属中医医院呼吸科病房及门诊、耳鼻喉科门
诊收集哮喘、哮喘合并变应性鼻炎、单纯变应性鼻炎
患者１１２例，分为３组：（１）单纯哮喘患者（简称哮喘
组）４４例，男１５例，女２９例，年龄２１～７１岁，平均
（４９．３±１４．１）岁，病程１周至２４年；（２）哮喘合并变
应性鼻炎患者（简称合并组）３８例，男１４例，女２４
例，年龄２０～７１岁，平均（４４±１２．５）岁，病程１周至

４０年；（３）单纯变应性鼻炎患者（简称鼻炎组）３０例，
其中男 １３ 例，女 １７ 例，年龄 ２６～４７ 岁，平均
（３３．６±６．４）岁，病程６个月至２０年。另募集正常
志愿者（简称正常组）３０例，男１６例，女１７例，年龄

２５～５５岁，平均年龄（３８．２±３．１）岁；哮喘或变应性
鼻炎患者在采取标本前２周内均未应用过糖皮质激
素及抗组胺药治疗，未接受过免疫治疗。

１．２　主要试剂及仪器　（１）仪器：低温超速离心机

（美国Ｂｅｃｋｍａｎ公司），智能型 ＤＨＰ９１６０Ｂ电热恒
温培养箱（上海琅玕试验设备有限公司），酶标仪（美
国Ｂｉｏｒａｄ公司），流式细胞仪（美国 Ｂｅｃｋｍａｎ公
司），ＵｎｉＣＡＰ１００全自动体外变应原检测系统（瑞典

Ｐｈａｒｍａｃｉａ公司）。（２）试剂：人ｓＩｇＡＥＬＩＳＡ试剂盒
（美国Ａｄｌｉｔｔｅｒａｍ公司）；ＣＤ４＋（ＦＩＴ）、ＣＤ８＋（ＰＥ）抗
原（美国ｅＢｉｏｓｃｉｅｎｃｅ公司）；溶血素（美国Ｂｅｃｋｍｅｎ
公司）；ＥＣＰ、ＴＩｇＥ试剂（瑞典Ｐｈａｒｍａｃｉａ公司）。

１．３　观察指标及检测方法

１．３．１　ｓＩｇＡ测定　唾液的采集：取自然流唾２～３
ｍｌ，２０００ｒ／ｍｉｎ（离心半径为２０ｃｍ）离心２０ｍｉｎ，取
上清液，－２０℃冻存；痰液的采集：有痰者深部咳痰，
无痰者用４％高渗盐水雾化２０ｍｉｎ，取痰液３～
５ｍｌ，加２倍０．１％ ＤＤＴ，３７℃水浴震荡５ｍｉｎ，

２０００ｒ／ｍｉｎ（离心半径为２０ｃｍ）离心２０ｍｉｎ，取上
清液，再加０．１％ＰＢＳ，再次离心取上清液，予－７０℃
冻存。鼻腔分泌物的采集：用无菌棉试纸采集鼻分
泌物（或用滤纸放置１０ｍｉｎ），０．１５ｍｏｌ／ＬｐＨ７．２
的ＰＢＳ浸洗，反复多次，予－７０℃冻存。上述标本均
用ＥＬＩＳＡ法检测ｓＩｇＡ含量（操作按试剂盒说明书
进行），测出Ｄ值转换成浓度。

１．３．２　ＣＤ４＋、ＣＤ８＋淋巴细胞测定　采集患者晨起
静脉全血２ｍｌ，取抗凝血各１００μｌ，分别加入ＣＤ４

＋

（ＦＩＴ）５μｌ，ＣＤ８
＋（ＰＥ）２０μｌ，避光反应３０ｍｉｎ，加

入红细胞裂解液５００μｌ，震荡后避光反应１０ｍｉｎ，加

ＰＢＳ１ｍｌ，１５００ｒ／ｍｉｎ（离心半径为２０ｃｍ）离心

５ｍｉｎ，弃上清液，加１ｍｌＰＢＳ重新悬浮，上流式细
胞仪检测。

１．３．３　ＥＣＰ、ＴＩｇＥ测定　用ＳＴＴ管采集患者晨起
静脉全血各２ｍｌ，轻倒置５次，在室温下静置１ｈ
（１０００～１３５０）×ｇ 离心２０ｍｉｎ（ＥＣＰ），３０００ｒ／

ｍｉｎ（离心半径为２０ｃｍ）离心２０ｍｉｎ（ＴＩｇＥ），取血
清，予－２０℃冻存。用荧光酶联免疫法检测 ＥＣＰ。

ＴＩｇＥ检测方法同ＥＣＰ。

１．４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１７．０软件，数据以

珚ｘ±ｓ表示，４组样本均数比较采用方差分析，方差齐
采用Ｂｏｎｆｆｅｒｏｎｉ法进行两两比较，方差不齐则用

Ｄｕｎｎｅｔｔ’ｓＴ３法进行两两比较；两组指标相关性分
析采用双变量相关性分析；４组检出率采用Ｒ×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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χ
２ 检验。检验水平（α）为０．０５。

２　结　果

２．１　分泌物中ｓＩｇＡ测定结果　各组间唾液ｓＩｇＡ
含量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哮喘组、合并组、
鼻炎组痰液ｓＩｇＡ与正常组比较均降低，且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而哮喘组、鼻炎组、合并组３组

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哮喘组、合并组鼻腔分泌物
中ｓＩｇＡ高于正常组（Ｐ＜０．０５），而鼻炎组与正常组
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各组患者鼻腔分泌物ｓＩ
ｇＡ含量高于痰液ｓＩｇＡ，而痰液又高于唾液ｓＩｇＡ，差
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表１）。各分泌物中

ｓＩｇＡ含量在不同组间无相关性（表２）。

表１　各组唾液、痰液、鼻腔分泌物ｓＩｇＡ含量

Ｔａｂ１　ｓＩｇＡｃｏｎｔｅｎｔｓｉｎｓａｌｉｖａ，ｓｐｕｔｕｍ，ａｎｄｒｈｉｎａｌｓｅｃｒｅｔｉｏｎ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ｇｒｏｕｐ
（珚ｘ±ｓ，ρＢ／［μｇ·ｍｌ－１］）

Ｇｒｏｕｐ ｎ Ｓａｌｉｖａ Ｓｐｕｔｕｍ Ｒｈｉｎａｌｓｅｃｒｅｔｉｏｎ Ｆ Ｐ

Ａｓｔｈｍａ ４４ ３９．７２±０．２９ ４６．１１±０．６２▲ ４８．５４±０．０４△△▲ ２５．９０ ０．００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３８ ３９．６７±０．３５ ４６．１７±０．４７▲ ４８．５５±０．４５△△▲ ３５．０４ ０．００
Ｒｈｉｎｉｔｉｓ ３０ ４０．６２±２．７２ ４６．２７±０．５１▲ ４８．１９±０．２８△△ ３２．８２ ０．００
Ｎｏｒｍａｌ ３０ ４０．２０±２．５０ ４６．９５±０．６２ ４８．１５±０．１９△△ ２０．７５ ０．００
Ｆ １．６２２ ４．２４４ ４．８７７
Ｐ ０．１８９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４

　Ｐ＜０．０１ｖｓＳａｌｉｖａ；△△Ｐ＜０．０１ｖｓＳｐｕｔｕｍ；▲Ｐ＜０．０５ｖｓＮｏｒｍａｌｇｒｏｕｐ

表２　各种分泌物中ｓＩｇＡ含量相关性分析

Ｔａｂ２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ｓＩｇＡｃｏｎｔｅｎｔｓｉｎｖａｒｉｏｕｓｓｅｃｒｅｔｉｏｎｓ

Ｓｅｃｒｅｔｉｏｎ
Ａｓｔｈｍａｇｒｏｕｐ
ｒ Ｐ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
ｒ Ｐ

Ｒｈｉｎｉｔｉｓｇｒｏｕｐ
ｒ Ｐ

Ｎｏｒｍａｌｇｒｏｕｐ
ｒ Ｐ

Ｓａｌｉｖａｐｈｌｅｇｍ －０．２４９ ０．２４ ０．０６３ ０．７９８ －０．２２５ ０．４８２ －０．１３３ ０．７７６
Ｓａｌｉｖａｎａｓａｌ ０．０１２ ０．９５４ ０．１７４ ０．４７５ ０．０５２ ０．８７３ －０．３６７ ０．４１８
Ｐｈｌｅｇｍｎａｓａｌ ０．１９５ ０．３６１ －０．３５２ ０．１３９ ０．０４６ ０．８８６ ０．４９１ ０．２６４

２．２　血液中 ＣＤ４＋、ＣＤ８＋ 淋巴细胞含量测定结
果　哮喘组、合并组血液中ＣＤ４＋淋巴细胞含量较
正常组均增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哮喘
组较鼻炎组增高（Ｐ＜０．０５），合并组较鼻炎组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各组ＣＤ８＋淋巴细胞含量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哮喘组、合并组和鼻炎组ＣＤ４＋／ＣＤ８＋

均较正常组有增高趋势，但仅哮喘组与正常组相比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且哮喘组较鼻炎组
也增高（Ｐ＜０．０５），而合并组与鼻炎组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表３）。

表３　各组患者血液中ＣＤ４＋、ＣＤ８＋淋巴细胞比较

Ｔａｂ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ｂｌｏｏｄＣＤ４＋，ＣＤ８＋ｌｙｍｐｈｏｃｙｔｅｓ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ｇｒｏｕｐｓ
（珚ｘ±ｓ）

Ｇｒｏｕｐ ｎ ＣＤ４＋（％） ＣＤ８＋（％） ＣＤ４＋／ＣＤ８＋

Ａｓｔｈｍａ ４４ ３０．５７±９．８２△ ２０．２７±５．１４ １．６１±０．６５△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３８ ２５．８０±９．１３ ２２．０２±９．３０ １．３４±０．６６
Ｒｈｉｎｉｔｉｓ ３０ ２２．７±６７．０３ ２２．２０±１１．９１ １．２２±０．６１
Ｎｏｒｍａｌ ３０ ２０．８３±４．５４ ２１．８８±７．１３ １．００±７０．４５
Ｆ ６．３７ ０．３５ ３．４８
Ｐ ０．００１ ０．７８ ０．０２

　Ｐ＜０．０５ｖｓＮｏｒｍａｌｇｒｏｕｐ；△Ｐ＜０．０５ｖｓＲｈｉｎｉｔｉｓｇｒｏｕｐ

２．３　血清中ＥＣＰ和ＴＩｇＥ测定结果　考虑到成本
并排除溶血的患者，鼻炎组和正常组对 ＥＣＰ和

ＴＩｇＥ只做了随机检测，鼻炎组检测了１６例，正常组
检测了２０例。血清ＥＣＰ检测范围为２～２００μｇ／Ｌ，

低于２μｇ／Ｌ则不能检出，哮喘组患者的检出率为

６１．３６％ （２７／４４），合 并 组 检 出 率 为 ６５．７９％
（２５／３８），鼻炎组检出率为３１．２５％（５／１６），正常组
检出率为１０％（２／２０）。４组检出率比较差异有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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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意义（χ
２＝２０．１，Ｐ＜０．０５）。因正常组检出极少，

只有２例，且检出的值都在临界范围，故仅对哮喘
组、合并组、鼻炎组检出的ＥＣＰ值进行比较，哮喘组
与鼻炎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合并组与
哮喘组、鼻炎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哮喘组、合并组、鼻炎组血清ＴＩｇＥ较正常组均
增高，其中合并组、鼻炎组与正常组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１），哮喘组较各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见表４。哮喘组ＥＣＰ与 ＴＩｇＥ正相关
（ｒ＝０．４６７，Ｐ＜０．０５），合并组与鼻炎组 ＥＣＰ与

ＴＩｇＥ无相关性（ｒ＝－０．０４８，Ｐ＝０．８２７；ｒ＝０．４４１，

Ｐ＝０．３８１）。

表４　各组患者血液中ＥＣＰ、ＴＩｇＥ比较

Ｔａｂ４　ＢｌｏｏｄＥＣＰａｎｄＴＩｇＥｌｅｖｅｌｓｉｎｅａｃｈｇｒｏｕｐ

Ｇｒｏｕｐ

ＥＣＰ

ｎ Ｌｅｖｅｌ
ρＢ／（μｇ·Ｌ－１）

ＴＩｇＥ

ｎ Ｌｅｖｅｌ
（ｋｕＡ·Ｌ－１）

Ａｓｔｈｍａ ２７ １３．６０±１３．９７ ４４ ４３．５４±９２．６３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２５ １４．１４±３０．４３ ３８ ５７．８７±６８．２０△

Ｒｈｉｎｉｔｉｓ ５ ４．５８±２．４９ １６ ５４．４２±４３．８８△

Ｎｏｒｍａｌ ２  ２０ ８．４２±５．３６

　Ｐ＜０．０５ｖｓＲｈｉｎｉｔｉｓｇｒｏｕｐ；△Ｐ＜０．０５ｖｓＮｏｒｍａｌｇｒｏｕｐ

３　讨　论

　　大量研究表明，哮喘与变应性鼻炎有着密切的
联系，哮喘并发变应性鼻炎的发生率在６０％～
８０％［２３］，变应性鼻炎不仅可能引发哮喘，也常使哮
喘难以控制和管理。且它们的分型及严重程度具有
高度一致性，这不仅在流行病调查上得到证实，Ｂｒａ
ｍａｎ［４］、瞿申红［５］等还从病理生理乃至临床治疗上

探讨了它们之间的关系，因此提出它们是“同一气
道，同一疾病的观点”。前期我们在实验中也发现，
哮喘发作时 ＣＤ４＋、ＣＤ８＋ 淋巴细胞、ｅｏｔａｘｉｎ及其

ｍＲＮＡ、ｓＩｇＡ可以同时在肺脏、鼻腔和肠道中表达，
这些介质可能是肺脏与鼻腔、肺脏与肠道之间联系
的桥梁［６］。

　　黏膜淋巴细胞归巢作为黏膜免疫重要活动之
一，具有选择性的黏膜归巢性。这种选择性是与黏
膜淋巴细胞表面的归巢受体与黏膜部位血管内皮细

胞上表达的血管定居素特异性识别有关［７］。而各黏
膜的淋巴样组织，通过特殊的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影
响，共同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免疫应答网络，共同调
节人体全身黏膜的免疫应答，并通过黏膜淋巴细胞
的归巢，使分散在身体各处的黏膜建立了共同的黏
膜防御机制，使肺与鼻产生了联系。

　　本研究显示哮喘与鼻炎发病过程中，各分泌物
中ｓＩｇＡ有不同的变化。鼻腔分泌物中ｓＩｇＡ含量，
哮喘组、哮喘合并鼻炎组较正常组高（Ｐ＜０．０５），但
前２组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痰液中ｓＩｇＡ含量，
哮喘组、哮喘合并鼻炎组及鼻炎组均较正常组降低，
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但前３组两两之
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在３种不同的部位中ｓＩｇＡ含
量以鼻腔分泌物为最高，痰液次之，唾液最低。ｓＩｇＡ
是黏膜免疫中最主要的免疫球蛋白，它能抑制病原
的吸附、溶解细菌、中和病毒等，使黏膜成为人体的
第一道屏障。俞善昌［８］提出ｓＩｇＡ 缺乏使呼吸道
（鼻支气管）黏膜免疫反应中存在免疫耐受黏膜缺
陷，而这种免疫缺陷与过敏体质的增加有关。与ｓＩ
ｇＡ缺陷有关的过敏性和感染性疾病主要发生在呼
吸道，这可能与呼吸道黏膜的代偿作用比肠道黏膜
更小有关［９］。Ｂａｌｚａｒ等［１０］发现肺功能低下和具有哮

喘症状患者血清中ＩｇＡ 水平较正常人低；Ｐａｐａｄｏ
ｐｏｕｌｏｕ等［１１］通过队列研究发现，ｓＩｇＡ 缺乏儿童普
遍存在呼吸道高反应性，且与尘螨的致敏作用相关；
这与本次实验结果相一致。从本实验ｓＩｇＡ的结果
可以看出，哮喘和变应性鼻炎都是免疫性疾病，都与
黏膜免疫有密切关系；而且两病之间有千丝万缕的
联动关系，这一点在流行病学和临床表现上也可以
反映出来。

　　在哮喘发病过程中，ＣＤ４＋、ＣＤ８＋ 淋巴细胞、

ＥＣＰ、ＴＩｇＥ也是重要的免疫反应介质。作为辅助
性Ｔ细胞ＣＤ４＋被认为其与哮喘的发病密切相关，
在哮喘的病程中，其含量往往增高，而ＣＤ８＋则主要
在ＣＯＰＤ的发病过程中起主要作用。有研究结果
显示，过敏性哮喘患儿发作期ＣＤ４＋细胞数量增加
（ＣＤ４＋ 可促进ＩｇＥ 合成），ＣＤ８＋ 细胞数量降低
（ＣＤ８＋可抑制ＩｇＥ合成），ＣＤ４＋／ＣＤ８＋比值增高，这
说明在哮喘急性发作期存在免疫功能紊乱［１２］。本
实验显示ＣＤ４＋淋巴细胞在哮喘组、鼻炎组、合并组
较正常组均增高，且是依次递减的趋势；哮喘组、合
并组与正常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鼻炎组虽无差异
但也较正常组增高，ＣＤ４＋／ＣＤ８＋ 比值增高，而

ＣＤ８＋并无差异。这说明在哮喘过程发病中ＣＤ４＋／

ＣＤ８＋的紊乱最明显，而在变应性鼻炎时虽有紊乱的
趋势，但尚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推测变应性鼻炎的
发生可能是哮喘发病的前奏，如若继续发展，则可能
出现变应性鼻炎合并哮喘的结果。因此监测

ＣＤ４＋／ＣＤ８＋的变化可预测哮喘的发生。

　　支气管哮喘的气道炎症是ＩｇＥ介导的变应性炎
症，ＩｇＥ水平与哮喘的严重程度和气道高反应性相
关［１３］。它在哮喘发病中起关键性的作用，其参与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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喘早期相反应，在晚期相哮喘呼吸道炎症中亦起重
要作用［１４］。测定血清总抗体Ｅ（ＴＩｇＥ）水平可判断
患者是否存在过敏性疾病［１５］。本研究显示各组较
正常组均增高，合并组、鼻炎组与正常组有显著差异
（Ｐ＜０．０１），血ＴＩｇＥ在哮喘合并鼻炎患者中明显
高于单纯鼻炎患者，提示鼻炎患者血ＴＩｇＥ增高者
并发哮喘的可能性增大。

　　嗜酸细胞阳离子蛋白（ＥＣＰ）是嗜酸性粒细胞释
放的一种毒性蛋白，它是评价气道炎症的重要指标，

ＥＣＰ的增高程度与气道的高反应性及气道慢性炎
症的严重程度正相关。本研究结果发现，正常组约

９０％的值已低于检测范围，余均在最低临界值，可见

ＥＣＰ是气道炎症反应的重要指标。而哮喘、哮喘合
并变应性鼻炎患者提示炎症较明显，单纯变应性鼻
炎患者的值相对较低，说明变应性鼻炎患者虽然也
有呼吸道症状的改变，但尚未有气道的损伤。本研
究还显示哮喘患者 ＥＣＰ 与 ＴＩｇＥ 正相关（ｒ＝
０．４６７，Ｐ＜０．０５），合并组与鼻炎组中并无相关性。
这说明ＩｇＥ介导的变应性炎症程度可以由ＥＣＰ客
观地反映出来。如若是单纯的变应性鼻炎患者，随
着ＥＣＰ上升，则提示哮喘发生的可能性将越来越
大。

　　综上所述，哮喘和变应性鼻炎都是免疫性疾病，
都与黏膜免疫有密切关系，黏膜免疫可能是发病过
程中相同的病理特征在不同部位的体现。而ｓＩｇＡ、

ＣＤ４＋、ＣＤ８＋、ＥＣＰ、ＴＩｇＥ等免疫介质则是黏膜免
疫的物质基础之一，掌握其变化规律，有助于了解哮
喘、变应性鼻炎发病之间的相互关联性。而变应性
鼻炎的发生可能是哮喘发病的前奏，如若继续发展，
则可能出现变应性鼻炎合并哮喘的结果。推测密切
观察变应性鼻炎，监测ｓＩｇＡ、ＣＤ４＋／ＣＤ８＋的变化有
助于预测哮喘的发生；也提示我们在预防哮喘、变应
性鼻炎发生和复发方面，通过药物或其他方式来调
节黏膜免疫系统，纠正 ＣＤ４＋／ＣＤ８＋ 的紊乱、提高

ｓＩｇＡ的含量可作为缓解哮喘或变应性鼻炎的发作
或减少其发作次数的一条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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