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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对 25例矽肺患者进行了红细胞免疫功能测定 , 同

时观察胸腺 D因子对其免疫水平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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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观察矽肺患者体内红细胞 、 白细胞免疫状态 , 本文

对25例矽肺患者进行了红细胞 、 白细胞免疫功能测定 , 同时

观察了胸腺 D因子对其免疫水平的影响 , 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观察对象

选择Ⅰ ～ Ⅲ期矽肺无严重并发症的患者 25人 , 其中男 23

人 , 女 21人 , 年龄 50 ～ 60 岁。

1.2　观察指标

红细胞 C3 b 受体花环率 (RBC-C3 bRR), 红细胞免疫复合

物花环率 (RBC-ICR), 白细胞免疫球蛋白 IgA、 IgG、 IgM , T

淋巴细胞亚群 T3 、 T4 、 T8 。

1.3　观察方法

用胸腺 D 因子注射液肌肉注射 , 每次 10mg , 每日 1 次 ,

隔日注射。连续注射 2个月为 1 疗程 , 间隔 2周 , 共进行了 4

个疗程。并在疗前 、 疗后进行细胞免疫指标检测。

2　结果

2.1　矽肺患者用胸腺 D 因子注射治疗前 、 后各疗程体内

RBC-C3 bRR、 RBC-ICR水平比较 , 见表1。

表 1　各疗程体内 RBC-C3bRR、 RBC-ICR结果比较

疗　　程 n
　RBC-C3bRR%　

x±s

　RBC-ICR%　
x±s

疗　　前 25 12.64±1.94　 7.86±0.96　

一疗程末 25 14.91±3.35　 8.24±1.76　

二疗程末 25 13.17±4.03　 4.50±2.23＊

三疗程末 25 17.06±4.86＊ 3.72±1.27＊

四疗程末 25 21.65±4.60＊ 3.37±1.34＊

　　＊与疗前比 P<0.01。

2.2　矽肺患者用胸腺 D 因子注射液治疗前后体内白细胞免

疫功能及 T淋巴细胞亚群各项指标比较 , 见表 2。

表 2　治疗前后WBC 免疫功能及 T细胞亚群各指标比较 (g/L)

分组 n
　　IgA　　

x±s
　　IgG　　

x±s
　　IgM　　

x±s

　　T3 (%)　　
x±s

　　T4 (%)　　
x±s

　　T8 (%)　　
x±s

治疗前 25 1.5±0.8　 7.1±1.4　 1.4±0.8 59.1±6.9 37.7±4.9 30.8±3.8　

治疗后 25 2.6±1.3＊ 12.8±2.6＊ 1.7±0.8 62.4±7.3 40.9±5.3 35.5±4.1＊

　　＊P<0.05。

3　讨论

在正常情况下 , 健康人红细胞携带免疫复合物很少 , 而

在某些疾病时这种携带功能就会增加 3～ 5 倍。当红细胞免疫

复合物增加时其红细胞花环受体花环率的水平降低[ 1] 。从检

测结果可见矽肺患者红细胞免疫水平在治疗前是低下的。 造

成这种水平低下的原因是因为矽肺患者由于肺组织损伤 、 肺

泡破坏 、 体内各组织供血供氧不足 、 新陈代谢失调 、 生理功

能发生改变 , 导致细胞膜上受体功能改变;吸入体内的二氧

化硅尘粒进入机体后吸附于细胞表面的蛋白上并使其变性 ,

以自家抗原形式刺激机体产生相应的抗体 , 使循环中的免疫

复合物 (IC)增多。 众多的 IC 大量占据 RBC-C3b 受体 , 使细

胞免疫功能下降[2] ;由于细胞免疫调节失控 , 血中细胞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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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促进因子的减少或抑制因子增多 , 又因红细胞对这些变化

比较敏感 , 这样就促使了红细胞免疫水平的下降。

胸腺 D因子注射液 , 能刺激前 T 淋巴细胞转为有细胞免

疫的T 淋巴细胞 , 可促使活性花环上巨噬细胞吞噬功能增加。

在治疗观察中可明显的发现矽肺患者体内 RBC-C3 bRR水平随

疗程的延长而明显升高 , RBC-ICR 水平明显下降。 与此同时

我们发现患者体内WBC免疫功能及 T 淋巴细胞亚群也有相应

的改变。这种变化虽然不是很明显 , 但可以证实免疫制剂对

它们的变化有一定的影响。还需要做更长时间的观察。

上述结果证实选用较好的免疫制剂对改善矽肺患者临床

症状 , 提高机体免疫功能 , 提高生存质量都有很好的促进作

用。但近期疗效不显著 , 需要持续较长时间方见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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