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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矽肺患者血清 sIL-2R含量的变化

Changes of serum sIL-2R level in anthracosilico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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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用ELISA 法检测煤矽肺患者与对照组血清 sIL-2R的

含量 , 结果 sIL-2R在煤矽肺患者血清中高表达 , 可能与巨噬

细胞在患者体内被激活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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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细胞介素 2 (interleukin 2 , IL-2)是一种具有多种生物

学活性的蛋白质 , 可作为可溶性白细胞介素 2受体 (soluble in-

terleukin 2 recetors , sIL-2R/CD25)活动的媒介 , 通过与血清中

sIL-2R或淋巴细胞上的膜 IL-2R (mIL-2R)竞争性结合 , 对宿

主的免疫应答起负向调节作用。 因此血清中的 sIL-2R含量变

化与多种疾病相关 , 包括肿瘤 、 感染 、 自身免疫病 、 移植排

斥等 , 所以检测煤矽肺血清 sIL-2R 的变化 , 有利于了解其意

义。

1　材料与方法

1.1　病例选择

未接尘成人健康对照 16 例 , 接尘健康老年对照组 16 例。

Ⅰ期 20 例 、 Ⅱ期 23 例 、 Ⅲ期 19 例。 所有病例均选自淮南矿

务局职防院并经确诊的住院煤矽肺患者 , 接尘对照组选自该

院疗养区 , 成人健康对照选自社区 , 均无合并症 (如结核

等)。

1.2　sIL-2R检测

采用 ELISA法 , 试剂盒由深圳晶美生物工程有限公司提供

原装 BIOSOURCR INTBRNATIONAL公司产品。 按说明书操作 ,

绘制标准曲线 (或线性方程), 测得值 (A)转换成含量 (U/

ml或 pg/ml)。

1.3　数据处理

数据均以 x ±s表示 , sIL-2R含量经方差分析后用 q 检验

法进行显著性检验。

2　结果

煤矽肺及对照组血清 sIL-2R含量测定结果见表 1。

表 1　煤矽肺及对照组血清 sIL-2R含量测定结果与比较 (U/ml)

组别 n 年龄 (岁) 接尘史 (年) sIL-2R

①成年 16 45.5±12.4 　　　　　　　　— 1 009.50±392.20

②老年 16 65.0±11.5 18.3±1.3 1 248.47±375.56

③Ⅰ期 20 69.8±5.8 22.2±5.6 1 642.90±488.26

④Ⅱ期 23 67.2±5.7 18.8±6.7 1 776.35±315.45

⑤Ⅲ期 19 70.2±8.0 20.4±6.1 2 484.53±764.75

　　q比较:①∶③, ①∶④, ①∶⑤, ②∶④, ②∶⑤, ③∶⑤P<0.01;②∶③P<0.05;①∶②, ③∶④P>0.05。

　　经方差分析后的 q 检验法 , 各期煤矽肺血清 sIL-2R 的水

平均显著高于成人对照 (P <0.01)和老年对照 (P <0.01;P

<0.05), Ⅰ 、 Ⅱ之间无显著性差异 (P >0.05), 与报道相一

致[ 1] , Ⅰ与Ⅲ期之间差异显著 (P <0.01)。说明煤矽肺血清

sIL-2R的含量随期别的发展而上升。

3　讨论

sIL-2R来源于活化的淋巴细胞表面膜的白介素-2 受体

(mIL-2R)的α链 , 具有与 mIL-2R竞争结合白细胞介素 2 (IL-

2)活性 , 是存在于淋巴细胞培养上清液和血循环中的重要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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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因子[ 2] 。人体与动物实验均证明矽肺的发病是由于激活的

巨噬细胞 (macrophage , MΥ)刺激成纤维细胞增生和改变胶原

的产生[ 3 , 4] 。另外 , MΥ也可产生 TNF、 IL-1 等细胞因子 , 并能

促进成纤维母细胞的生长[ 4] 。当免疫系统受到一些异物侵入

时 , 这种异物会刺激 T、 B 、 MΥ产生分裂 , 释放出一种约

55KD的蛋白分子即为 sIL-2R, 它是由 mIL-2R经酶分解后的一

条α链 (α、 β 、 γ其中之一)脱落进入体液中的。所以血清中

的 sIL-2R升高 , 说明MIL-2R的表达增强 , 但从煤矽肺的发病

来说 , 这种 sIL-2R升高的原因 , 则可能为肺泡中的MΥ受到煤

尘中 SiO2 刺激后被活化 , 表达 mIL-2R增加有关。有报道煤矽

肺患者外周血 CD3下降 , CD4上升则可能以 TH2 (辅助 T细胞

2型 , T help-2 , CD4+T 细胞根据所分泌的细胞因子不同 , 可

划分为 TH1 , TH2 两个功能性细胞亚群)为主 , 而 CD4/CD8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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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值随期别增加而下降[ 6] 。 因此 , B 细胞受刺激产生 mIL-2R

的可能较小 , 而 TH2 被激活后也可能参与 mIL-2R的表达。

总之 ,煤矽肺患者血清中 sIL-2R高表达 , 能与 mIL-2R 竞争

结合 IL-2 ,封闭 IL-2 刺激T、B等其他细胞克隆的作用 ,还可以中

和体液中的 IL-2 , 对煤矽肺的免疫机制起负向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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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行为功能作为慢性甲苯 、二甲苯中毒诊断筛选指标的探讨

Study on the possibility of nervous-behavioral function as a screening index in diagnosis of chronic toluene and

xylene poiso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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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对78名接触甲苯 、 二甲苯作业工人和 62名对照人

员的神经行为功能测试 , 认为职业性接触可影响工人正常神

经行为功能 , 建议将行为功能测试作为慢性甲苯 、 二甲苯职

业中毒诊断的筛选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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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通过某厂喷漆车间工人的神经行为功能测试及该车

间近年来毒物浓度的测定 , 以探索神经行为功能测试是否可

作为甲苯 、 二甲苯接触指标 , 现报道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以喷漆车间 78 名喷漆工人作为接触组 , 另选该厂机加工 、

组装 、 后勤人员 62 名作为对照组。两者在年龄 、 性别 、 工龄 、

文化程度 、 吸烟 、 饮酒等方面具有可比性。神经行为功能测

试严格按照WHO推荐的 NCTB 测试方法 、 顺序及要求进行 ,

内容包括年龄 、 性别 、 工龄 、 文化程度 、 生活习惯 、 既往史 、

情感问卷。车间空气中甲苯 、 二甲苯浓度测定用活性炭吸附 、

气谱色谱法分析。

2　结果

1992 年以来该车间作业场所中甲苯 、 二甲苯浓度分别为

(117±64)mg/m3 (n=36)、 (167±104)mg/m3 (n=36)。 情

感状态问卷及神经行为功能测试结果见表 1、 表 2。

表 1　情感状态问卷测试结果 (x ±s)

组别 n 紧张-焦虑 抑郁-沮丧 愤怒-敌意 疲劳-惰性 有力-好动 困惑-迷茫

接触 78 13.8±8.0＊＊ 21.3±13.8＊＊ 17.7±11.7＊＊ 12.8±6.0 15.0±6.0 10.1±5.5

对照 62 9.0±5.2 15.7±9.4 13.3±7.3 11.0±7.9 15.6±6.1 9.0±5.9

　　＊＊P<0.01

表 2　神经行为功能测试结果 (x ±s)

组
别

n
简单反应时 (ms)

平均　　最快　　 最慢　　

数字跨度

顺序　　　倒序　　

提转敏捷度

习惯手　　非习惯手　　

数字　　　

译码　　　

视觉　　　

保留　　　

目标追踪打点数

正确　　 错误　　 总和　　

接
触
78 312±91＊193±51 884±423＊＊ 11.8±2.4＊＊ 6.1±2.7 26.5±13.1 23.4±8.9 43.3±14.7＊＊7.1±2.0 143.3±51.3 50.0±35.3 183.7±47.3＊＊

对
照
62 283±82 182±54 703±334 12.9±2.1 6.8±3.1 27.9±12.5 24.6±10.2 51.4±19.6 7.8±2.3 155.4±49.2 53.4±40.0 208.3±45.2

　　＊P <0.05 ,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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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1可见 , 在情感问卷中 , 紧张-焦虑 、 抑郁-沮丧 、 愤

怒-敌意接触组得分高于对照组 (P <0.01)。由表 2 可见 , 行

为功能测试中平均反应时 、 最慢反应时接触组慢于对照组 (P

<0.05 或 P<0.01);顺序数字跨度得分 、 数字译码得分 、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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