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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心病患者血浆白细胞介素一1 8和 一干扰素的变化 

王淑 斐 许金成 梁庆祥 

【摘要】 目的 探讨 白细胞介素一18(IL一18)和 7一干扰素(IFN一7)在冠心病发病过程中的作用及其临 

床意义。方法 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ELIsA)检测 45例冠心病患者和 3O名正常人血浆 IL一18和 IFN一7水 

平，分析二者间的相关性以及与冠心病病情程度的关系。结果 冠心病患者血浆 IL一18及 IFN一7水平均较 

正 常人 增高 [IL一18：(373．6士176．7)ng／L 比(226．3士88．9)ng／L，P< 0．01；IFN一7：(1．769士0．087)ng／L 

比(O．087士0．038)ng／L，P<O．013，且两者呈显著正相关(r一0．788，P<O．01)，不同病情的冠心病患者之间 

血浆IL一18和 IFN一7水平差异显著，并随病情的加重而升高(P均<0．01)，冠心病合并心力衰竭者血浆 

IL一18和 IFN一7水平亦较无心力衰竭者显著增高(P均<O．01)。结论 血浆 IL一18和 IFN一7可能共同参 

与冠心病的发生与发展过程。监测两者的血浆水平可能对判断冠心病病情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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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role of interleukin一1 8(IL一1 8)and interferon一7(IFN一7) 

in coronary heart disease (CHD)．Methods The levels of plasma IL 一18 and IFN 一7 in 45 patients with 

CHD and 30 normal volunteers were determined by enzyme linked immunoadsorbent assay (ELISA)．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levels of these two cytokines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ir levels and the state of 

CHD were analyzed．Resuits The plasma levels of IL一1 8 and IFN 一7 in patients with CHD were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when compared to those in normal controls(IL 一18：(373．6士 176．7)ng／L vs． (226．3士 

88．9)ng／L，P<0．01；IFN 一7：(1．769士0．087)ng／L vs．(0．087士 0．038)ng／L，P< 0．01]．The two 

cytokines we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significantly (r= 0．788，P< 0．01)]．The plasma levels of IL一18 and 

IFN 一7 we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in different states of CHD，and they increased with the aggravation of 

CHD respectively (all P< 0．01)．Moreover，the plasma levels of IL一1 8 and IFN 一7 in patients complicated 

with heart failure (HF)were higher than those not complicated with HF，respectively (al1 P < O．01)． 

Conclusion The findings suggest that IL 一 1 8 and IFN 一7 may participate in the pathogenesis and 

progression of CHD．The plasma levels of two cytokines may be used as parameters of estimation the morbid 

state of CH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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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研究发现 ，慢性炎症反应和免疫反应 与动 

脉粥样硬化的形成和发展密切相关 ，而部分细胞因 

子则可能影响粥样斑块的稳定性 ，从而导致不稳定 

型心绞痛 (UA)甚至急性心肌梗死 (AMI)n 。白细 

胞介素一18(IL一18)是 新近发现 的多效 能细胞 因 

子，可强烈诱导 IL一12、7一干扰素 (IFN一7)等促炎 

细胞因子的产生，在免疫炎症反应中起重要作用。 。 

但有关 IL一18和 IFN一7在冠心病(CHD)中的确 

切作用及相互关系如何，目前尚未见详细报道。本研 

究中比较了 45例不同病情的CHD患者及 3O名正 

常人血浆 IL一18和 IFN一7含量 ，报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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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 著 ·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CHD组 45例，男 28例，女 17例； 

年 龄 47～7O岁 ，平均 6O．3岁 ；稳定型心绞痛(SA) 

16例，UA 15例，AMI 14例；均符合 1979年世界卫 

生组织(WHO)的诊断和分型标准，除外合并肝、肾、 

内分泌系统疾病，肿瘤和近期感染者，3个月内未用 

免疫抑制剂或增强剂。健康正常对照组 3O名，男 

16名 ，女 14名 ；年龄 48~65岁 ，平均 56．6岁。 

1．2 血浆 IL一18和 IFN一7水平检测 ：采用酶联免 

疫吸附法(ELISA)检测血浆 IL一18(试剂盒购于日 

本 MBL公 司，灵敏 度小于 12．5 ng／L)和 IFN一7 

(试剂盒 由美 国 GeneMay公司提供，灵敏度小于 

1．5 ng／L)水平。标准品及样本均设双孔检测，具体 

操作严格按试剂盒说明书进行。 

1．3 统计学处理：数据以均数土标准差( 土s)表 

示，两样本间比较根据方差齐性与否采用 t或 t 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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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 ，多样本间比较采用方差分析 ，多个均数间两两比 

较用 q检验 ，两样本 间相关关系应用 Pearson相关 

分析，P<O．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CHD患者血浆 IL一18和 IFN一7水平 的变化 

(表 1)：CHD患者血浆 IL一18和 IFN一 含量均显 

著高于正常对照组(P均<O．01)。 

表 1 CHD患者血浆 IL—l8及 IFN—y变化 ( 土 ) 

Table 1 Changes of plasma levels of IL ～18 and 

IFN—y in patients with CHD(x~s) ng／L 

2．2 CHD不同病情程度与血浆 IL一18和 IFN～7 

的关系(表 2)：CHD患者血浆 II 一18和 IFN一7含 

量随病情加重而升高(P均<O．01)，表现为 UA组 

和 AMI组 明显高 于 SA 组(P 均<0．01)，AMI组 

明显高于 UA组 (P均<O．01)。 

表 2 不同病情 CHD患者血浆IL—l8及 

IFN—y变化 ( 土 ) 

Table 2 Changes of plasma IL 一18 and IFN —y 

in different states of CHD(x~s) ng／L 

注 ；与 SA组 比较 ： P<O．01；与 UA组比较： P<O．01 

2．3 CHD 与血浆 IL一18和 IFN 一7的相关性分 

析 ：CHD患者血浆 IL一18与 IFN一7水平呈显著正 

相关 (r一0．788，尸<O．01)。 

2．4 CHD合并心力衰竭(HF)患者血浆 IL一18及 

IFN一7的关系(表 3)：CHD合并 HF患者的 IL一18 

和 IFN一7含量均较无 HF患者增高(P均<O．01)。 

表 3 CHD合并 HF患者血浆 IL一18、IFN—y变化 ( 土 ) 

Table 3 Changes of plasma leves of IL 一18 and IFN —y 

in CHD patients complicated with HF(x+s)ng／L 

3 讨 论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 ，炎症过程在动脉硬化及 

其并发症的发生、发展过程中起重要作用 。也有作 

者认为，CHD的发生部分是免疫或自身免疫反应的 

结果 s 。IFN一7是 T辅助细胞 1(Th1)分泌的细胞 

因子 ，可促进动脉粥样斑块形成 。IL一18是一种 

主要由活化的单核／巨噬细胞分泌的多功能细胞因 

子 ，可强烈诱导一氧化氮 (NO)、IL一12、IFN一7等 

促炎细胞因子的产生，促进免疫细胞表达，在自身免 

疫疾病、感染、变态反应、肿瘤等多种疾病中发挥重 

要作用。 ，但有关 IL一18及其与其他细胞因子的相 

互关系以及在 CHD中的作用，目前仍不清楚。 

Mallat等。 报道 IL一18在动脉粥样斑块 中的 

表达增加且与斑块稳定性密切相关 ，并与心绞痛后 

心血管意外事件的发生有关 ；甚至有人认为，血清 

IL一18／IL一10比值是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ACs) 

的独立危险预测因素。 。杨胜利等。 报道，炎症介质 

与 ACS关系密切。曾春 等“∞报道 AMI患者血清 

IL一18水平升高，且与炎症反应密切相关。程翔 

等。”报道 ACS患者发病后 24 h内 Thl型细胞 因 

子 IFN一7表达增高，且 AMI增高最明显，其次为 

UA和 SA，而过量的IFN一7可通过激活单核细胞 

导致动脉粥样硬化斑块 的不稳定 ，推测细胞免疫应 

答占优势的急性炎症反应可能导致动脉粥样硬化斑 

块 的破裂 ，从而引起 ACS。本研究结果显示 ，CHD 

患者血中IFN一7水平升高，并随病情加重而增高； 

同时，处于 IFN一7上游的血浆 IL一18水平也显著 

高于正常对照组，且在病情最重的AMI组升高尤为 

明显 ，并与血浆 IFN一7水平呈显著正相关。因此我 

们认为 ，IL一18和 IFN一7可能 相互 作用、相互影 

响，甚至与其他细胞因子构成紧密相连的局部网络， 

共同参与CHD的免疫和炎症发病过程，并在CHD 

的发展过程中起促进作用 ，加剧病情的进展 。 

Yamaoka等n 发现 IL一18与 HF的发生、发 

展密切相关；我们曾报道过 HF患者血浆 IL一18水 

平较正常者成倍升高n 。结合本结果 ，推测 IL一18 

和 IFN一7在 CHD心脏损伤和心肌重塑中可能起 

重要作用 ，此观点也得到了有关研究的支持n 。 

综上所述 ：IL一18和 IFN一7可能共 同参与 了 

CHD的发病及发展过程，监测其血中水平可作为判 

断 CHD病情 的指标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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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内科急危重病医学学术交流会暨全国内科急危重病医学新进展高级学习班 

为提高急危重病医学学科的发展 ，交流各地先进经验 ，中华医学会继续教育部定于 2006年 5月 26日在辽宁省大连市举 

办“全国内科急危重病医学学术交流会”暨“全国内科急危重病医学新进展高级学习班”。会议期间举办高级学习班，将邀请知 

名专家进行专题讲座。讲座主要内容有 ：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进展 ；危重病与机械通气进展；心肺脑复苏中的新概念； 

急性心肌梗死早期救治技术；抗生紊的合理应用；细菌耐药与药物选择；各型高血压治疗原则及合并症的控制标准；各类中毒 

的诊疗进展；危重病监测与治疗；休克、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 (MODS)、重症感染的诊治及营养支持；紧急心脏起搏及电复 

律 ；有刨血流动力学监测及氧运输；脑卒中的预防与诊疗进展等。本次活动为国家级继续教育项目(项目编号 2006—1O一0o一 

022，12学分)。欢迎从事内科工作的医务人员参加征文或报名参加会议。 

征文内容：内科急危重病的基础研究、内科各专科及重症监护室(IcU)的危重病临床诊断和治疗 。 

征文要求：2 500字以内全文 1份，600~800字摘要 1份；或只寄摘要 1份。来稿请寄：100710 北京东四西大街 42号中华 

医学会继续教育部 “内科急危重病会议”梁鸿收。Email：cbcmc@public3．bta．net．cn。截稿日期：2006年 5月 10日。 

会议安排：报到 日期为 2006年 5月 26日；会议 日期为 2006年 5月 27— 31日；会议地点为大连心族酒店(大连市西岗区 

长江路586号市政府后，三星)；电话 ：0411—83799999转会务组。联系人及电话：杨桂芳 ，梁鸿；010—88283858，88285962， 

85158402。 

全国机械通气规范化操作与治疗新进展高级学习班暨全国危重病与机械通气治疗学术交流会 

由中华医学会继续教育部、空军总医院呼吸科联合承办的国家级 I类继续医学教育项目(2006—03—02—065，10学分) 

“全国机械通气规范化操作与治疗新进展高级学习班”暨“全国危重病与机械通气治疗学术交流会”定于 2006年 7月8—13日 

在辽宁省大连市迦利亚大酒店召开。欢迎各级医院从事呼吸科 、急诊科、重症监护、神经内科、心血管内科、内分泌科、外科及 

睡眠医学的科研人员及临床医生、护士参加。会议将邀请国内外知名的机械通气治疗专家就机械通气(有刨与无刨)治疗领域 

的理论和临床实践中的有关问题进行深入细致的研讨，重点讲述不同疾病机械通气治疗时的规范化操作和临床工作中遇到 

的各种困惑问题(如呼吸机选择、参数设置、撤机时机掌握、人机对抗、并发症预防与处理等)。会议采取理论授课与实践操作 

相结合，强化操作示范和演示，使参会人员能够真正掌握呼吸机规范操作技能。同时举办学术交流、疑难病例和热点问题讨论 

沙龙 。 

征文内容：呼吸及其他危重病的管理 、诊断与治疗，机械通气的有关问题，疑难病例和文献综述等。 

征文要求：寄 600～1 000字摘要 1份，并详细注明联系方式 。自留底稿。来稿请寄：100710北京东四西大街 42号中华医 

学会继续教育部“机械通气会议”梁鸿收。Email：cbcmc@public3．bta．net．crl。征文截止 日期 ：2006年 6月 16日。参会报名截 

止 日期：2006年 6月 28日。会务费 880元(含光盘、资料、操作实习等)，住宿费 自理。联系电话：010—88283858，88285961 

(TeI／Fax)杨桂芳、梁鸿、刘智明；空军总医院呼吸科张波主任，电话 ：l3331161076。 

(中华医学会继续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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