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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 颅脑损伤后继发脑组织缺血 、 

缺氧及炎症反应，可导致脑组织进一步 

损伤。白细胞介素(IL)-2、6和 16，具有 

重要的免疫调 节作用 ，与许多疾病的发 

生有关。本研究中拟观察急性颅脑损伤 

后血清 IL一2、6及 16的动态变化 ，旨在 

探讨其在颅脑损伤中的作用。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 

1．1．1 颅脑损伤组 ：选择本院住院的急 

性 闭合性颅脑损伤患者 2O例。其 中男 

1 5例 ，女 5例 ；年 龄 19～ 7O岁，平 均 

(39．5±16．7)岁；均 经头 颅 CT扫描 明 

确诊断 ，其中脑内血肿 13例 ，明显脑挫 

裂伤 14例 ，颅骨骨折 1O例 ；除 3例因血 

肿扩大而手术外 ，患者都予以保守治疗 ， 

并且符合下列条件：①格拉斯哥昏迷 

评 分(GCS)在 12分 以 下 的 中、重 型； 

②无其他部位外伤及感 染；③抽血前未 

使用激 素；④近 2周 内无上呼吸道感染 

病史；⑤无心 、肝、肾疾病 ，免疫疾病及哮 

喘等疾病 。 

1．1．2 正常对照组 ：3O例 ，均 为同期体 

检健康者 ，其 中男 2O例 ，女 10例 ；年龄 

2O～65岁，平均(41．3±10．6)岁。 

1．2 标本采集 ：颅脑损伤组于住院后第 

1和 3 d清晨空腹抽取 肘静脉血 6 ml， 

4 C离心 (4 000 r／min)10 min，留血清 

一 40 C冻存 。正常对照组空腹抽肘静脉 

血 6 ml，血清 留取方法同颅脑损伤组 。 

1．3 IL测定方法 ：IL一2、6及 16用酶 

联免疫吸 附法测 定；IL一2、6试剂 为法 

国迪 龙公司试剂盒 ，IL一16试剂盒为加 

拿大Yes公司产品；按说明书操作，反应 

完后即刻在 450 nm处测吸光度 A值； 

酶标仪为 Wellscan MK35型(芬兰产)。 

1．4 统计学方法 ：数据用均数±标准差 

( ± )表示，用 SPSS8．0统计软件包进 

行统 计分 析，行 f检验 和 u 检 验，P<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颅脑损伤组 患者第 1 d血清 IL一2 

和 IL一6明显高于正常对照组 ，且第 3 d 

IL一6进一步 升高 ，明显高 于第 1 d；第 

3 d IL一16明显高 于第 1 d和对 照组 

(见表 1)。 

3 讨 论 

在脑组织中 II 一6主要 由星形细胞 

和 小胶质细胞产生 。本组结 果表 明， 

中、重型颅 脑损伤后 第 1 d血清 II 一6 

明显高于对照组 ，第 3 d进一步 升高 ，提 

示 IL一6参 与 颅 脑 损 伤 后 发 病 过 程。 

IL一6一方面引起炎症反应 ，使颅脑损伤 

患者处于前炎症状态 ；另一方面对中枢 

神经 系统有重要 营养支持作用 ，如促进 

PC12细胞突起生长、分化等。 。 

IL一2在人体细胞、体液免疫及免 

疫调节 中起重要作用。本组结果表明，急 

性颅脑损伤后第 1 d IL一2明显升高，但 

第 3 d血清IL一2明显降低，提示 IL一2 

参与 了颅脑损伤后早期病理生理过程 ， 

颅脑损伤患者存在免疫功能紊乱。 

IL一16为淋巴细胞的趋化素，是一 

种重要的促炎细胞因子 ，它可能广泛参 

与了体内的炎症反应过程。 。本组结果 

表 明中、重型颅脑损伤在第 3 d IL一16 

明显高于第 1 d和对照组 ，提示 IL一16 

也参与 了颅脑损伤后的炎症反应 ，但较 

IL一2和 IL一6反应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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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颅脑损伤患者血清 IL一2、6及 16变化( ±s) ng／L 

注 ：与第 1 d比较： u一111．900，P=0．028； f一7．396，P=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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