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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观察并分析酒精依赖患者血清中免疫球蛋白和补体水平的变化。方法选择乌鲁

木齐市第四人民医院2015年4月至2016年9月门诊或住院治疗的79例酒精依赖患者(为研究组)，选择

同期86例在本院进行健康体检的健康人群作为正常对照组。采用免疫比浊法检测各组的免疫球蛋白和

补体浓度。结果酒精依赖组免疫球蛋白IgA、IgG、IgM均较正常对照组升高[(IgA：(2．14±0．45)g，L比

(1．63±0．42)g，L，IgG：(10．33±0．53)g／L比(9．80±0．44)g，L，IgM：(1．62±0．20)g／L比(1．02±0．18)g，L)]，

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酒精依赖组补体c3和c4与正常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C3：(1．92±0．20)g／L比(1．80±0．19)g／L，C4：(0．31±0．06)g／L比(0．21±0．08)g／L)，均P>o．05]。

结论免疫球蛋白水平的变化在酒精依赖的发生发展中起到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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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and analyze the serum level of immunoglobulin and complement in

alcohol dependent patients．Methods 79 of alcohol dependent patients were selected as the study group，and 86

of health people were selected as the control group．The concentration of immunodobulin and complement in each

group were detected by the immune Turbidimetry．Results The IgA，IgG and IgM in the alcohol dependent group

were(2．14±0．45)g／L，(10．33±0．53)g／L and(1．62±0．20)g／L respectively，which were high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the IgA，IgG and IgM were(1．63±0．42)g／L，(9．80±0．44)g／L and(1．02±0．18)∥L，respectively)．Ther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wo groups(both P<0．05)．The complement C3 and C4 in the alcohol

dependent group were(1．92±0．20)g／L and(0．3 1±0．06)g／L，the complement C3 and C4 in the control group were

(1．80+_0．19)g／L and 0．21±0．08)g／L．There was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both

P>0．05)．Conclusions The change of immunoglobulin level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alcohol dependent．

[Key words] Alcohol Dependent；Immunoglobulin；Complement

酒精依赖是目前临床上比较常见和严重的一种

精神疾病，酒精依赖严重损害了患者的社会功能和

健康。近些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社会

应酬逐渐增多，许多的人被动或主动饮酒，酒精依赖

的发病率逐年升高，但酒精依赖的发病机制并不是

很清楚。本研究通过观察酒精依赖患者及正常人血

清中免疫球蛋白IgG、IgA、IgM、IgE及补体c3、c4

的水平变化，了解酒精依赖患者的体液免疫变化特

点，探讨酒精依赖与机体免疫水平的关系。

1对象与方法

1．1研究对象的选择

1．1．1酒精依赖组：将2015年4月至2016年9月

在乌鲁木齐市第四人民医院门诊就诊或住院的酒

精依赖患者纳入酒精依赖组。人组标准：符合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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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DSM一1V)关于酒精依赖的

诊断标准。共纳入79例患者，年龄28。59岁，平均

(43．6±5．1)岁；病程6～38年，平均(14．8±6．3)年。

1．1．2对照组：选择同期86例健康体检者作为正

常对照组，年龄31～57岁，平均(41．3±5．8)岁。

1．1．3两组均衡性比较：两组对象均无其他物质成

瘾史(吸烟除外)、其他精神疾病及重大躯体疾病史。

两组对象的年龄、受教育年限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均P>0．05)，具有可比性。见表1。

表1酒依赖组与正常对照组一般资料比较驯蕊罢罢。箍。，亲罴
酒精依赖组79 62 17 43．6±5．1 4 32 43

正常对照组86 60 26 41．3±5．8 6 29 51

1．2检测方法采集空腹静脉血4 mL，30 min内

分离血清，采用速率透射比浊法检测免疫球蛋白

IgA、IgG、IgM和补体c3、C4；仪器为BACKMAN

AU680全自动生化分析仪，试剂、标准液及质控品

均由北京百傲公司提供。

1．3统计学分析使用SPSS 1 7．0软件对数据进行

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的检测数据以均数±标准

差(i±s)表示，组问比较采用t检验，P<0．05为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两组免疫球蛋白水平比较酒精依赖组患者

体内的IgA、IgG、IgM平均水平均高于正常对照组，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见表2。

表2两组免疫球蛋白水平比较(互±s)

2．2两组补体水平酒精依赖患者体内的C3、

C4平均水平与正常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均P>0．05)。见表3。

表3两组补体水平比较(五±s)

3讨论

酒精依赖的主要表现是对酒精的渴望、饮酒不

可控制以及禁酒后表现的一系列慢性极易复发性的

精神症状，是现今重大的公共卫生问题之一。目前

酒精依赖的病因和发病机制仍不清楚，酒精依赖与

免疫球蛋白和补体的关系目前尚未见相关报道，探

讨可能的发病机制和病因对酒精依赖的防范和治疗

具有重要的意义。

免疫球蛋白(Ig)是体液免疫应答的重要部

分¨J，Ig是由浆细胞分泌的具有抗击外界侵袭的活

性蛋白质，其在机体内具有中和作用、调理作用、激

活补体和介导氨基酸脱氢酶(ADCC)的作用心J。其

中IgM在个体发育和感染早期均是最早出现；IgG

是人体含量最多的抗体；IgA是机体黏膜表面主要

的体液免疫球蛋白。补体系统对于细胞及组织的完

整性和内稳态具有重要作用，表现为抗微生物防御

反应、免疫调节及介导免疫病理损伤。

本研究中酒精依赖患者体内的IgA、IgG、IgM

平均水平都高于正常对照组，且差异均具有统计学

意义；而且酒精依赖患者体内的c3、c4平均水平

与正常对照组比较差异却无统计学意义。说明酒精

依赖可致免疫球蛋白增高，其原因可能与5一羟色

胺¨1系统和瘦素¨1水平升高在酒精依赖的发生和

发展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有关。5-HT不但是神经

递质，也是免疫细胞的活性分泌物”o，它不经可以

刺激炎症反应，还可以调节免疫反应，如趋化作用、

激活白细胞、使白细胞增殖、分泌细胞因子及细胞

凋亡等¨1，从而使B细胞分泌免疫球蛋白增多。瘦

素可以促进1型辅助性T细胞产生白细胞介素一2

(IL一2)，IL一2促进CD8+T细胞的增殖和分化；瘦素

也能刺激骨髓中的B细胞增殖；瘦素还能通过抑制

Fas的凋亡，促进淋巴细胞存活，这种抗凋亡作用对

B细胞的诱导表现更明显o 7I。而饮酒者免疫球蛋白

的增高可能与瘦素促进了免疫细胞增殖分化有关。

有研究显示，酒精依赖患者血浆同型半胱氨酸

水平较高旧j。同型半胱氨酸为含硫氨基酸，可发生

自氧化，致使一系列活性氧簇(ROS)生成增多，ROS

可以攻击细胞，诱发细胞脂质过氧化，导致细胞损

伤∽J。而饮酒者免疫球蛋白增高可能与活性氧增

多，使免疫细胞受损，体液免疫代偿性增加有关。

综上所述，酒精依赖患者免疫球蛋白水平升高，

可能在酒精依赖的发生发展中起到重要的作用。临

床上可以根据患者免疫球蛋白水平的增高程度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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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病情和进行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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