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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g E
、

g lG
4

和 L I一4 在黑根霉菌致哮喘

机理中的作用研究

沈阳军区总医 院 ( 11 。。1 5) 林小平 董 涓 陈 萍 姜 红 刘苏燕 伍艳林

提 要 本文对 3 2例黑根霉菌哮喘者 ( I组 )
,

30 例内源性哮喘者 ( I 组 ) 和25 例健康人 ( l 组 )

进行了特异性抗体
,

免疫球蛋白和三组淋巴因子
:
白细胞介素

一 4 (I L 一 4 )
、

白细胞介素
一 2 (I L 一

2 )和 卜

千扰素 ( I F N 一 r )的水平测定
。

结果表明 I 组与 I 组和 I 组相比
, T x` : 、

S l g E 、

T r成G 4 、

S : : 。 。 、

IL

一
4水平明显增高 ( P < 0

.

01 ) ,
而 堪M

、

I F N 一 r水平则明显降低 ( P < 。
.

0 1、 ,

叭 gE
’了 lT gG ; 、

IL边水平

呈显著正相关 ( r = 0
.

7 8 3
,

P < 。
.

01 , r 二 0
.

下6 9 , P < 0
.

01 ) ,

而丁 Ig E 与IF N
一 r水平呈显著负相关 ( r ,

一 。
.

761
, P < 。

.

01 )
。

I 组与 I 组相比无显著差异
。

三组 之问 I L一水于无显著差异
。

说明 堪E
、

gI G 4的

生成和调节与淋巴因子 IL
一
4 / IF N 一 r 的分泌有直接的影响

。

提示
:
黑根霉菌哮喘可能为 犯E

、

馆 G ` 介

导
、

由 I L 一 4 I/ F N 一 r 调控的 I 型变态反应疾病
。

关抽词 黑根毒菌 白细胞介素 月 ( I L 一钓 堪E 址 G 。 职业性哮喘

黑根霉菌 ( llR iz o p u s in g ir c a n s) 是引起谷 以上 3 组蛔虫变应原皮肤试验均呈阴性反

仓工人职业性哮喘的重要致敏原已有报道山
。

应
。

为了进一步明确黑根霉菌的致喘作用
,

我们对 1
.

2 主要试剂和仪器

黑根霉菌引起的谷物哮喘者进 行了 特 异性抗 1
.

2
.

1 主要试剂
: ( 1 ) 人 I L 健试剂盒 (由美

体
、

免疫球蛋 白和 3 种淋巴因子水平测定
,

旨 国 G e n z yme oB
S泊 n

,

M A提供 ) ; ( 2 ) 人

在探讨 IgE
、

Ig G
;

和 I L
一 4 在哮喘发病中的作用 侣 .G

、

I郎试剂盒 (由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研究

及相互关系
。

所免疫室提供 ) ; ( 3 ) 人 S 馆
。
试 剂盒 (由

美国 D P C公司提供 ) ; ( 4 ) W IhS 细胞
、

1 对象和方法 V S V
、

C T L L 细胞 (由军事医学科学院提供 ) ,

1
.

1 对象和分组 ( 5 ) 羊抗人 Ig M
、

gI A
、

gI G和正 常参照血清

1
.

1
.

1 黑根毒菌哮喘组 ( I 组 )
: 3 2 例

,

男 (由上海生物制品所提供 ) ; ( 6 ) P H A ( 由广

15 例
,

女 17 例
,

年龄悦~ 49 岁
。

病程半年~ 6 州医工所提供 )
。

年
。

1 周内未用过激素或杭组织胺类药物
,

未 1
.

2
.

2 主要仪器
:

D G 一 3 0 2 1 酶标分光光度计

经脱敏治疗
。

(华东 电子管 --J ) ;
iB o 一 R a d 3 5 5 0 (美困 ) ;

黑根毒菌哮喘诊断标准
:

( 1 ) 符合中华 S叩 11d a 一二。。。 (美国 )
,

eB
C沁 n a n 免疫 化学

医学会呼吸病学会 1 9 8 4年 制定的哮喘诊断
’ ; 系统 ( IC S

一

l) 微型检测仪 (美国 )
。

( 2 ) 黑根霉菌变应原皮肤试验 阳性
; ( 3 ) 痰 ,

.

3 标本收集和检测方法

嗜酸捆胞 阳性 ; ( 4 ) 血清抗原特异性 I郎杭 1
.

3
.

1 标本收集
:

( 1 ) 各种免疫球蛋 白 测

休附比
。

定
,

采取受检者静脉血 s m l
,

分离血清
,

分装

1
.

1
.

2 内源性 哮喘组 ( I 组 )
:

30 例
,

男 18 例
, 后 于 一 加℃保存备用

; ( 2 ) I L一 2
、

I L 一 4
、

女 2 2例
,

年龄 2 1一 5 1岁
。

病程 9 个月 ~ 1 5年
。

I F N
一 ,

’

i{ {l定
,

采取挣脉血 s m l
,

月l几索 抗 凝
,

1
.

1
.

3 正常对照组 ( I 组 ) : 本院血库健康献 分离外周血单个核细胞 ( P B M C )
,

调整细胞

血 者2 5例
,

男 14例
,

女 1 1例
,

年龄 2 2~ 4 3岁
。

数 I K z o
`

/m l
,

用 P H A刺激
, 3 7

o

C C O
:

孵育 4 8

I 组和 I 组受试者 15 种变应原皮肤试验均 小时后获上清
, 一 肠

。

C保存各用
。

为阴性
。

无过敏史和家族史
。

1
.

3
.

2 检测方法
:

( 1 )血清总 I郎 ( T lg E
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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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Ig G
.

( T l g e 4

)
、

s * g G ; “ ’

均用 E L Is A 法 ;

( 2 ) 血清 gI G
、

gJ A
、

gI M用速率散射法
;

( 3 ) IL
一 2测定用支持 I L

一

佗依赖的 C T L L细

胞生长程度定量
〔 , , ; ( 4 ) I L 一 4 检测用双抗体

夹心 E L I S A法
` , ’

( 5 ) I F N
一
r测定用微量细胞

病变抑制法
`。 ; ( 6 ) S , g。 抗体检测用 B乃尸

E L IS A法 〔按照使用说明 )
。

!
。

4 统计学处理

用 IB M
一 P C / X T电子计算机和医学统计软

盘迸行 t检验
、

方差分析和直线相关分析
。

结果

3 组免疫球蛋白水平检测结果 见表 1
。

从表 1可以看出
,

I 组与 I 组和 I 组相比
,

ǹ内乙

衰 1 血清免疫球蛋 白水平检测结果 ( X 士 s)

T x名E

( IU /m l )

S x名E

( A值 )

IgA
g( / )L

I g M

( g /L )

馆G

(以 L )

T l g G-

(拌g / I
J

)

S l g G`

( A值 )
n

组别

1 02 6
.

5 4 士

3 9 0
.

1 6 . *

0
.

69 士

.0 2 8 . * △么
2

.

5 3 士

0
.

7 0二

1
.

6 0士

0
.

4 9△
2 2

.

7 0土

O4 t . 人八
0

.

7 C 5 士

0
.

2二. * A压

14 9
.

1 3土

9 5
.

1 0

0
.

1 3 士

0
.

0 8

0
.

1 2士

0
.

0 3

6 1 4
.

3 2士

1` 2
.

5丁申 心△

2 2 9
.

4 9 士

1 5 3
.

0 8

1 6 3
.

2 5 士

1 42
.

4 1

1 6
.

6 6士

2
.

2 0

1 6
,

3 5 土

1
.

e o

2 4 7
.

3 2 士

14 6
.

3 5

0
.

4 7 出

0
.

2 1

0
.

4 3士

0
.

1 6

l 组与 I
、

l 组相比 . *
P < 。

.

QI
,

I组 与 l 组相比 A P < .0 0 5
,
△△P < .0 01 ,

除 lg A
、

gI M 外
,

差异 均有非常显著意义
,

堪M仅与 I 组相比差异有显著意义
; I 组与 I

组相比差异均无显著意义
。

2
.

2 3 种淋巴因子水平检测结果 见表 2
。

衰 2 3 种淋巴因子水平检测结果 (X 士 s)

IL
一
2 I L

一
4 IF N

一 r

组别 n

( U / m l ) ( P g/ m l ) u / m l )

6 6
.

2 3 士 4 3
.

8 3

7 2
.

3 5 土 2 7
.

1 9

6 5
.

8 9士 1 6
.

5 7

7 8 2
.

2 6士 2 8 2

3 1 8
.

2 5 士 1 0 2

28 6
.

1 7 上 1 8 5
.

3 2

4 2
.

3 5 士 3 3
.

1 4

1 0 3 2 土 1 8 9
.

6 2

6 6 0
.

8 3 士 2 5 1
.

2 8

O口ǹ

5吸
甘

3230肠

从表 2 可见 I 组与 I 组 和 l 组相比
,

I L 一 4

和 I F休
一

r差异均有显著意义
,

I 组 与 I 组相

比仅 I F N寸差异有非常显著意义
,

I L 一 2三组

之间相比差异无显著意义
。

2
.

3 黑根霉菌哮喘组血清 lT
g E
与 T 工gG

。 、

I L 一 4

水平均呈显著正相关 (r = 0
.

7 8 3
,

P < 0
.

01 ,

r = 0
.

7 6 9
,
p < 0

.

0 1 )
,

而 lT
g E
与 If

,

N 一r 水平则

呈显著负相关 (r
= 一 。

.

76 1
,

P < 。
.

01 )
,

见邪

与 I-L 2水平无相关性 ( r = 0
.

2 5 6
,

P > 0
.

0 5 )
。

3 讨论

IgE
、

gJ q 抗休的检测是诊 断 职 业 性哮喘

的一个重要指标
。

水 文黑 根 霉 菌哮喘者血清

T l g E 、

T
: g 。 ;

显著增高
,

s J。 E 、

5 1: 。 `

抗体阳性
,

证实了黑根霉菌致喘的特异性
。

近几年来
,

国外学者认为
〔 . ” , ,

I L 一 4 l/ FN

一r, 在调节 I郎
、

Ig G
.

生成中是一 对相互拮抗

的淋巴因子
。

在过敏反应 中
,

淋巴因子水平发

生异常
,

IL
一

4分泌过高
,

I F N~ r 分 泌不足导

至 IgE
、

gI G
`

水平明显增高和免;疫球 蛋白的类

型转换失调
。

本研究结果支持了这一论点
。

我们

发现
,

哮喘患者血清 gI E水平与 gI G
`

和 I L 一 4水

平呈显著正相关
,

而与 I F N 一 r呈显著负相关
,

与 I L
一
2 无相关

。

由此推论
,

黑根霉菌作为一

种吸入性抗原致敏机体后激活靶细胞
,

使淋巴

因子分泌在免疫网络中失衡
,

分泌过高的 I L 一 4



.

20 4

对 IF N一r 具有低调节和抑制作用
,

同时选择

性地促进分泌 堪E
、

lg G
.

的 B 细 胞 克 隆扩

增
“ 。 ’ ,

诱导合成 gI M的 B 细胞特异性地向 IgE
、

gI G
.

类型转换
,

造成 Ig E
、

gI G
`

应 答的一系列

病理损伤的临床症状
`川

。

提示黑恨霉菌哮喘

可能为 Ig E
、

Ig G
`

介导
,

由 IL
一
4 I/ F N 一 r 调控

的 I 型变态反应性疾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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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汞中毒全身剥脱性皮炎 1 例临床报告
黑龙江省劳功卫生职业病研究所 ( 1 5 。。 10) 李晓军 郑桂腹 朱克 .fJ

本文报告 1 例涂抹含汞中草药治疗
“

疥疮
”

致急 中毒性剥脱性皮炎
。

性汞中毒
、

全身剥脱性皮炎病例
。

入院后给予 5%二琉基丙烷磺酸钠弓mJ / 日
,

分 2

患者曹某
,

男
, 3 2岁

,

农民
,

病志号 0 2 6 2 8
。

于 次肌注
,

连用 3 天
,

停药 4 天
,

共 fJJ 3 个疗程 , 同时

198 郭乒 4 月 2 0日因全身皮肤反复大片状脱皮
、

红肿 1 静滴地塞米松
,

20 m g Z日
,

逐渐减且 至 2 周后停药
,

个月入院
。

患者于 1 个月前大腿内侧
、

下腹及惘窝出 同时给予保肝
、

抗生素等对症治疗
。

局部裂裂处皮损

现米粒大小丘疹
,

剧痒
,

致使皮肤大部 分 被 抓 破
,

外明紫草油
,

有渗出皮损用 3 %硼酸水湿败
。

3 周后

用民 间中药 (含汞 25 9、 涂擦全
一

身皮肤
,

侮 日 1 次
,

皮换全部恢复正常
。

1 个月后尿汞 。 .

例 m名
z̀ L

,

S G P T

共用 7 次
。

用药第 2 日患者阴囊出现水泡
、

灼痛
,

伴 3名U
,

病人痊愈出院
。

有发烧
、

头晕
、

头痛及 乏力等症状
。

于 用药第 7 日出 讨论

现脱皮现象
,

2 周后全身皮肤大片剥脱
,

经用大量糖 一般金属汞中毒多经呼 吸道 吸入汞簇
`

心听致
,

而

皮质激素
、

抗生素治疗不见好转
,

以急性汞中毒
、

过 经皮肤吸收引起急性汞中毒多是金属 汞 局 部外川所

敏性皮炎收入院
。

既往健康
。

致
。

本例即采用金属汞配制的外用药裔涂抹故次而发

查体
: T 3 7

.

3
O

C
,

P 8 3次 /秒
,

B P 2 0 / l o k P a 。

表 生急性汞中毒
、

汞所致接触性皮炎及药
`

:勺性 皮 炎 (刹

情痛苦
,

被动体位
,

恶液质
。

齿眼明显糜烂
、

肿胀
,

脱性皮炎 )
,

因此
,

临床上应重视避 免 企 属 求的外

齿眼辰线 ( + )
。

心肺正常
。

肝脾未触及
。

颜面及周身 用
,

以免发生中毒
。

治疗除积极采用驱 汞药物 ( 几琉

皮肤呈弥漫性潮红
、

水肿
,

散 在 淡黄 色渗液
,

有异 基丙磺酸钠
、

二琉基丁二酸钠等 ) 治疗外
,

还应 ;全叶

味
,

以皱装及关节活动部位明显
,

伴有大量鳞屑
,

呈 使用糖皮质激素等抗过敏药物 , 对于病 变皮 ’ ; J
、 :
今部

,

点片状
,

手足部呈手 (袜 ) 套式脱屑
。

实验室检查
:

应尽 甩减少其渗出
,

促其干燥
,

一

般不用汕膏等外用

S G P T 12 4U (正常值 40 )U
,

尿汞 。
.

52
11又互/ L (正 药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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