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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对 40例煤工尘肺 (CWP)患者和 20 例健康对照

者痰液嗜酸细胞阳离子蛋白 (ECP)含量分别进行检测。结果

CWP 患者痰液 ECP 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 (P<0.01), 感染期

高于稳定期 (P<0.01)。提示 CWP 患者存在气道变异性炎症

和气道高反应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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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探讨痰液嗜酸细胞阳离子蛋白 (ECP)含量在煤工尘肺

(CWP)患者中的临床意义 , 我们对 40 例 CWP 住院患者的痰

液进行了检测 , 并在 CWP组中测定了 20 例患者支气管或肺部

感染时痰液中 ECP的含量。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CWP组 40 例均为男性 , 年龄 58 ～ 78 岁 , 平均 67.6 岁。

其中 CWP Ⅰ期 20 例 , Ⅱ期 12 例 , Ⅲ期 8 例 , 合并尘源性支

气管炎 40例 , 肺气肿 32 例 , 肺心病 18 例 , 冠心病 、 糖尿病

各3 例 , 心肌病 1 例 , 病情都处于相对稳定期。对照组 20 例 ,

系本院男性退休职工 , 年龄 60 ～ 72岁 , 平均 64.3 岁。两组均

无烟 、 酒不良嗜好。

1.2　方法

1.2.1　标本收集　嘱患者漱口后用无菌试管留取深部痰液 ,

加等量生理盐水。然后漩涡振荡 3 ～ 5min , 使痰液呈完全均匀

状态 , 4℃ 3 000r/min 离心 20min , 留取上清液-30℃冻存待

测 ECP浓度。

1.2.2　痰液 ECP监测　应用 pharmacia CAP system FEIA酶标免

疫荧光检测仪测定痰液 ECP 水平 , 操作按说明进行。试剂由

瑞典 pharmacia 公司提供。

1.2.3　统计学处理　t检验。

2　结果

2.1　两组痰液 ECP含量比较

CWP患者稳定期痰液 ECP 水平为 (26.92±20.01)μg/ L ,

明显高于对照组水平 (12.06±6.21)μg/ L , 两组比较差异有

显著意义 (P<0.01)。

2.2　CWP组感染前后痰液 ECP 含量比较

　　收稿日期:1998-05-26;修回日期:1998-07-03

作者简介:戚成栋 (1975—), 男 , 山东枣庄人 , 医士。

　　CWP组中 20 例患者支气管或肺部感染前后痰液中 ECP 的

含量分别是:(22.31±23.46)μg/ L、(65.63±50.62)μg/ L, 两

者比较差异有显著意义 (P<0.01)。

2.3　不同期别 CWP患者稳定期痰液 ECP含量变化

CWP患者稳定期随着期别的增加痰液 ECP 含量呈降低的

趋势 , 两两之间进行比较差异有显著意义 (P <0.01), 见表

1。

表 1　不同期别 CWP患者痰液 ECP 含量变化 (μg/L)

期别 例数 x±s

Ⅰ 20 39.09±19.79

Ⅱ 12 20.33±10.11

Ⅲ 8 6.38±3.08

　　各期别比较 P<0.01。

3　讨论

本文对 40 例稳定期 CWP患者痰液 ECP含量进行测定 , 结

果显示明显高于对照组。其原因可能与 CWP 患者长期受粉尘

刺激 , 呼吸道粘膜纤毛上皮细胞受到破坏 , 粘膜下层腺体增

生肥大 , 分泌亢进及活检资料显示的支气管粘膜下层有大量

上皮细胞和嗜酸性粒细胞聚集有关〔1〕。故表明 CWP患者存在

气道变应性炎症和气道高反应性。 20 例 CWP 患者支气管或肺

部感染前后痰液 ECP 含量测定结果显示感染后明显升高。 可

能是 CWP患者支气管或肺部感染时 , 各种炎性细胞浸润 , 尤

其是嗜酸细胞大量聚集所致。在临床工作中 , 对于部分支气

管或肺部感染的 CWP 患者 , 我们选择有效抗生素治疗的同时 ,

给予小剂量糖皮质激素 , 收到了满意的效果。这可能与降低

嗜酸细胞的浸润有关。

本文测定结果还显示 , CWP 患者痰液 ECP 含量随着期别

的升高反而降低。可能与 CWP 早期引起支气管粘膜下腺体增

生 , 分泌亢进 , 后期可见支气管狭窄 、 变形或硬化 , 粘膜萎

缩 , 纤毛上皮严重破坏以至消失有关〔2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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