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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Y9%

#缓解期肿瘤坏死因子"

=C!

#

3

$

含量及祛痰效果的

影响$方法
!

将
G,

例
.Y9%

缓解期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
**

例和
CD.

观察组
*G

例$测定两组治疗前'后血
=C!3

$

含量以及对

祛痰效果的影响$结果
!

观察组治疗前'后血
=C!3

$

含量分别为"

J*F*<bJF;J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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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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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F)Jb*FG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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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二者比较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G

&

+F+;

#%对照组治疗前'后血
=C!3

$

含量分别为"

JHF<+bHF-,

#

@

Q

&

$

'"

J*F)*bHF;J

#

@

Q

&

$

!二者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

G

%

+F+J

#%观察组治疗后的痰量评分较治疗前下降"

G

&

+F+J

#%对照组治疗前'后痰量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G

%

+F+J

#$

结论
!

CD.

有抗炎及抗黏液高分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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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9%

%是一种常见*多发*高致残率和高致死率的慢性呼

吸系统疾病#对人类生命和健康造成严重的威胁和沉重的医疗

负担'据统计国内
.Y9%

发病率为
GF*+̂

(

;

)

'

.Y9%

患者存

在气道黏液高分泌'本研究旨在观察
C3

乙酰半胱氨酸$

CD.

%

对
.Y9%

稳定期患者气道炎症的影响'

B

!

资料与方法

BFB

!

研究对象
!

选择本院
)++<

年
,

月至
)++<

年
;)

月确诊

为
.Y9%

缓解期的患者
G,

例#按不平衡指数最小的分配原则

随机分为两组#观察组
*G

例#男
,G

例#女
;+

例#年龄
*H

!

-H

岁#平均$

H;F*b;,F<

%岁#病程
J

!

*;

年#平均 $

)*F*bJFH

%

年&对照组
**

例#男
,J

例#女
G

例#年龄
*)

!

-J

岁#平均$

H)F<

b;*F)

%岁#病程
,

!

*J

年#平均 $

);F)b-F+

%年'所有患者均

符合.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诊治指南/的诊断标准(

)

)

'两组间性

别构成*年龄及病程等方面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G

%

+F+J

%#具有可比性'

BFC

!

治疗方法
!

对照组仅予常规治疗'观察组在常规治疗基

础上加用
CD.

口服$商品名!富露施#海南赞邦制药有限公司

产品%#每次
H++0

Q

#每日
)

次#疗程为
)

个月'

BFD

!

=C!3

$

含量检测
!

采集空腹静脉血
JF+0$

#离心分离血

清置
f<+]

冰箱中保存'采用
6$47D

检测#试剂盒购于武汉

博士德公司#按试剂盒说明书由专人严格操作'

BFE

!

痰量评分
!

用于评价祛痰效果'无痰$

+

分%!昼夜咳痰

小于
;+0$

&少量$

;

分%!昼夜咳痰
;+

!

J+0$

&中量$

)

分%!昼

夜咳痰
J;

!

;++0$

&多量$

,

分%!昼夜咳痰大于
;++0$

以上'

BFF

!

统计学方法
!

应用
7977;+F+

统计软件处理'数据均以

Fb3

表示#采用配对
/

检验'

C

!

结
!!

果

观察组与治疗前比较#治疗后
=C!3

$

含量显著升高#痰量

评分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对照组治疗前*后
=C!3

$

含量*

痰量评分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表
;

*

)

%'

表
;

!!

治疗前%后两组血
=C!3

$

含量比较#

Fb3

$

组别
' =C!3

$

$

@

Q

"

$

%

/ G

观察组 治疗前
*G J*F*<bJF;J <F+H

&

+F+;

治疗后
*G *HF)Jb*FGH

对照组 治疗前
** JHF<+bHF-, ;F<H

%

+F+J

治疗后
** J*F)*bHF;J

表
)

!!

治疗前%后两组痰量评分比较

组别
'

痰液评分$分%

; ) ,

*

)

G

观察组 治疗前
*G ;) ;- )+ ;+F,J

&

+F+J

治疗后
*G )) ;G <

对照组 治疗前
** ;+ ;G ;J ;F*+

%

+F+J

治疗后
** ;) )) ;+

-;-)

重庆医学
)+;+

年
;+

月第
,G

卷第
)+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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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9%

是一种以气流受限为特征的疾病#其中央及外周气

道*肺实质和肺的血管系统存在肺泡巨噬细胞*

=

淋巴细胞$尤

其是
.%<

[

%和中性粒细胞的增多(

,

)

'激活的炎症细胞释放多

种介质#包括白三烯
A*

*

4$3<

*

=C!3

$

和其他介质'

=C!3

$

是

一种由单核巨噬细胞引起的具有广泛生物学活性的可溶性蛋

白质细胞因子(

*

)

'正常情况下#

=C!3

$

在机体内的浓度较低#

若升高明显#提示机体内发生炎症反应#严重者出现器官的损

害甚至多系统衰竭(

J

)

'其机制可能是!

=C!3

$

可促进中性粒

细胞颗粒伴蛋白水解酶释放和呼吸爆发#能诱导血管内皮细胞

表达黏附分子促进炎症细胞的浸润与活化#并可刺激炎性介质

合成&同时可引起
4$3<

*粒细胞
3

巨噬细胞集落刺激因子分泌增

加#引起气道上皮细胞受损脱落#从而导致气道结构破坏&还可

通过刺激
A

细胞的增殖和
4

Q

8

分泌#增加微血管壁的通透性#

诱导中性粒细胞趋化和局部浸润#激活中性粒细胞及内皮细胞

表面黏附受体#致肺损伤(

H

)

'

CD.

为含琉基化合物#容易进入细胞内#是谷胱甘肽

$

87V

%的前体(

-

)

#可增加细胞内
87V

的含量#补充细胞内防

御缓冲体系中还原型琉基库#可通过减少
=C!3

$

而减轻炎症

反应'有研究表明(

<3G

)

#

CD.

治疗能使血
87V

显著升高#减少

急性发作次数#缓解和$或%抑制
.Y9%

患者肺功能的下降#延

缓疾病的发展'国内多组研究显示
=C!3

$

含量的测定可作为

早期鉴别细菌性或非细菌感染的实验依据(

;+3;;

)

'张德雄等(

;)

)

研究显示
=C!3

$

含量和机体感染时病情危重程度密切相关'

常规治疗能使
.Y9%

患者
4$3)

明显升高#

=C!3

$

明显降低#改

善肺的通气功能#认为
=C!3

$

在
.Y9%

患者急性期的炎症反

应过程中#是造成气道慢性炎症和导致肺功能下降的因素之

一(

;,

)

'本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治疗后血清
=C!3

$

含量显著

降低#而对照组治疗前*后血清
=C!3

$

含量的差异均无统计学

意义#表明
CD.

能降低
.Y9%

缓解期患者
=C!3

$

含量#减轻

气道的炎症反应'

D@

等(

;*

)研究显示
=C!3

$

可诱导气道黏液细胞化生和分

泌过多#破坏气道清除功能$杯状细胞代替纤毛细胞%#出现气

道黏液高分泌'本实验结果显示观察组治疗后的痰量评分较

治疗前显著下降#提示
CD.

可通过降低
=C!3

$

含量而减轻

.Y9%

患者气道炎症反应及气道高分泌状态&慢性右心功能不

全时#血
=C!3

$

含量增高#

CD.

可以改善心功能(

;J

)

#考虑与

CD.

抑制
=C!3

$

等炎症介质分泌而减轻对心肌的影响有关'

对照组治疗后
=C!3

$

含量及痰液评分也较治疗前有一定程度

下降#考虑为常规治疗#如吸氧*支气管扩张药物等改善了

.Y9%

患者的缺氧状态#而缺氧改善可致巨噬细胞系产生

=C!3

$

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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