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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鼻敏汤对变应性鼻炎患者血清黏附分子和
Thl／Th2细胞因子的影响

成丽兰1 章诗富1徐军发2何胜华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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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研究克鼻敏汤治疗变应性鼻炎的机制。方法 60例变应性鼻炎(allergic rhinitis，AR)患

者随机分为克鼻敏汤治疗组(治疗组)和辛芳鼻炎胶囊对照组(对照组)进行治疗，观察两组疗效；采用酶联免

疫吸附法(ELISA)对两组治疗前、后血清黏附分子(sICAM一1、P一选择素)，Thl细胞因子(IFN一7、IL一2)和Th2

细胞因子(IL一4、IL一5)进行了检测；并与健康对照组进行比较。结果 治疗组及对照组血清黏附分子和Th2

细胞因子水平明显高于健康对照组(P<0．01)，Thl细胞因子水平低于健康对照组(P<0．01)；治疗后治疗

组血清黏附分子和Th2细胞因子水平较治疗前明显下降(P<0．01)；Thl细胞因子水平较治疗前明显增高

(P<0．01)，而对照组较治疗前无明显变化(P>0．05)。结论 克鼻敏汤通过抑制血清黏附分子的产生和

调节Thl和Th2细胞因子的表达，纠正失衡的Thl／Th2的细胞因子网络而对变应性鼻炎产生治疗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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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Kebimin Decoction on Serum Levels of Adhesion Molecule and Thl／Th2 Cytokines in Patients with

AlIergic Rhinitis CHENG Li—lan，ZHANG Shi～fu，XU Jun—fa，et al D8乡口心优P理￡o，o￡o砌i咒。肠，．y，z90zogy，A／二

矗liated Hospitat of Guangdong Medtcal C0tkge，GHnngaong t524001)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mechanisms of Kebimin decoction(KD)in treating a11er西c rhini—

tis(AR)． Methods Sixty patients with AR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patients in the treated

group(TG)were treated with KD，those in the contr01 group(CG)were given Xinfang rhinitis capsule．The

serum levels of adhesion molecule(sICAM一1，P—selectin)，Thl cytokines，including interferon一7(IFN一7)and

interkukin一2(IL一2)，and Th2 cytokines(IL一4 and IL一5)were determined by enzyme—linked immunosorbent as—

say(ELISA)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and compared with those in 30 healthy subjects as contr01．

Results The serum levels of adhesion molecule and Th2 cytokines were higher and Thl cytokines were lower in

AR patients than those in healthy control(P<0．01)．After treatment，these indexes were restored significantly

(P<0．0 1)in the treated group，but no significant change was found in the control group．Conclusion KD

has definite effect in treating allergic rhinitis by inhibiting production of adhesion molecule and regulating the

levels of Thl／Th2 cvtokines to correct the imbalanced Thl／Th2 cvtokines 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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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应性鼻炎被认为是21世纪全球性健康问题。

新近研究发现Th2细胞优势分化和黏附分子～可溶

性细胞间黏附分子等过度表达在变应性鼻炎的发病过

程中起重要作用u。3’；克鼻敏汤治疗变应性鼻炎疗效

显著¨’。本研究通过克鼻敏汤对变应性鼻炎患者血清

中黏附分子(sICAM一1、P一选择素)、Thl细胞因子

(IFN一7、IL一2)和Th2细胞因子(IL一4、IL一5)水平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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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进一步探讨克鼻敏汤治疗变应性鼻炎的机制。

资料与方法

1 临床资料按照1997年海口会议修订的变应

性鼻炎诊断和疗效评价标准¨。确诊为变应性鼻炎的

60例门诊患者，区组随机分为克鼻敏汤治疗组(治疗

组)和辛芳鼻炎胶囊对照组(对照组)。治疗组30例，

男19例，女11例；年龄13～54岁，平均27岁；病程

1～27年，平均8．3年。对照组30例，男17例，女13

例，年龄14～57岁，平均28．3岁；病程1～30年，平均

8．9年。健康对照组30例为本院体检健康者，男22

例，女8例，年龄20～49岁，平均30岁。

 万方数据



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2005年6月第25卷第6期cJITwM，June 2005，V01 25，No．6

2 治疗方法 治疗组口服克鼻敏汤(辛夷159

细辛109 麻黄109 桂枝109 黄芩109 柴胡

109 炙甘草109 大枣6枚)每天l剂，10天为1个

疗程，连用3个疗程；对舌淡而胖，苔薄白，脉细弱之脾

气虚者加党参209，白术129以补气健脾；舌质淡，苔

白润，脉沉细之肾虚者加熟地黄159，熟附子109以温

补肾阳。对照组口服辛芳鼻炎胶囊(组成：辛夷、防风、

桔梗、白芷、川芎等，每粒0．259，吉林省通化利民药业

有限公司生产)，每次6粒，每天3次口服，连服30天。

3 血标本的采集 治疗组于治疗前和停药后1

日、健康对照组于体检时抽取外周血5 ml，分离血清，

一30℃保存待测。

4 实验室检测

4．1 血清sICAM一1、IFN一丫、IL一2、IL一4和IL一5

的检测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ELISA)，试剂盒购自

深圳晶美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由专人严格按说明书进

行操作。所有标本均在同一批内检测。

4．2 血清P一选择素测定P一选择素试剂盒购自

苏州医学院血栓研究所。具体操作由专人严格按试剂

说明书进行。所有标本均在同一批内检测。

5 统计学方法使用SPsS 11．01软件包进行

统计学处理，用f检验和方差分析进行组间比较。有

效率的比较用x2检验。

结 果

1 临床疗效对用药前后症状、体征、鼻黏膜变

应原激发试验及鼻腔分泌物涂片嗜酸性粒细胞的阳性

反应程度进行比较，按变应性鼻炎疗效评价标准b3评

定。结果：治疗组30例，显效20例，好转8例，无效2

例，总有效率93％；对照组30例，显效8例，好转7

例，无效15例，总有效率50％；两组总有效率比较，差

异有显著性(Y2=13．87，P<0．01)。

2 克鼻敏汤对AR患者血清sICAM一1、P一选择

素水平的影响 AR患者血清sICAM一1、P一选择素水

平明显高于正常，差异有显著性(P<0．01)；经克鼻敏

汤治疗后血清sICAM一1、P一选择素明显下降(P<

0．01)；辛芳鼻炎胶囊治疗对照组较治疗前虽有下降，

但差异元显著性(P>0．05)，见表1。

表1 克鼻敏汤对AR患者血清sICAM一1、P一选择素

水平的影响 (弘g／L，互±s)

注：与健康对照组比较，’P<0．01；与本组治疗前比较，oP<

0．01；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P<0．01

3克鼻敏汤对AR患者血清Thl和Th2细胞因

子水平的影响 见表2。治疗组及对照组治疗前血清

Thl细胞因子IFN一了、IL一2水平明显低于健康对照组，

而Th2’细胞因子IL一4、IL一5水平明显高于健康对照

组，差异有显著性(P<0．01)。治疗后治疗组血清

Thl细胞因子明显升高，Th2细胞因子水平明显下降

(P<O．01)；对照组治疗后较治疗前虽有变化，但差异

无显著性(P>0．05)。

讨 论

细胞黏附分子(adhesion molecules，AM)是一类介

导细胞一细胞、细胞一细胞外基质黏附的糖蛋白，在胚

胎的分化，维持正常组织结构，炎症反应等生理、病理

过程中发挥作用。可溶性ICAM一1是ICAM一1的一种

循环形式，由ICAM一1膜外段脱落而成，属黏附分子中

的免疫超家族，是内皮细胞表达的主要黏附分子；P一选

择素是黏附分子选择素家族的重要成员之一。研究发

现黏附分子可增加浸润细胞的寿命和促进慢性变态反

应的发展哺3；其表达上调可介导嗜酸性粒细胞的跨内

皮转移，有助于募集嗜酸性粒细胞进入局部鼻黏膜，而

在变应性鼻炎的发病过程中起重要作用心。。

正常人体中的CD+T细胞根据产生细胞因子的

不同主要分为Thl和Th2，正常情况下，Thl和Th2

类细胞因子可相互调节，使Thl／Th2处于平衡状态。

当二者之间的比例失衡时往往会引起多种疾病的发生

如哮喘、变应性鼻炎等‘川。Thl细胞因子IL一2能促进

T细胞活化、增殖喁3，IFN一了能抑制B细胞合成IgE和

表2 克鼻敏汤对AR患者血清Thl和Th2细胞因子水平的影响 (ng／L，孟±s)

注：与健康对照组比较，+P<0．01；与本组治疗前比较，6P<0．01；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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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制Th0细胞分化为Th2型；IL一4是Th2细胞的自

分泌生长因子，不仅能促进B细胞合成IgE，还促进

Th0细胞分化为Th2细胞旧。；并具有炎症趋化因子的

作用，可诱导肥大细胞和巨噬细胞的细胞间黏附分

子一1和血管内皮细胞黏附分子一1的表达，有利于这些

炎症细胞穿过血管壁，参与变态反应的发生u川。IL一5

能诱导人嗜酸性粒细胞活化、增殖、分化，以及抑制嗜

酸性粒细胞凋亡，延长其存活时间u¨；另外IL一5还可

提高sICAM一1水平和协同IL_4促进IgE的分泌作

用。

变应性鼻炎为耳鼻咽喉科常见病。目前尚无理想

的治疗方法。克鼻敏汤是我们自拟的以温肺散寒，祛

风通窍为主的治疗变应性鼻炎方。经临床应用疗效显

著H。。黏附分子、Th2细胞优势分化和Th2细胞因子

IL一4、IL一5等过度表达在变应性鼻炎的发病过程中起

重要作用u。3’。我们对克鼻敏汤治疗的变应性鼻炎患

者治疗前后血清黏附分子(sICAM一1，P一选择素)和

Thl／『h2的细胞因子水平进行了动态观察；鉴于辛芳

鼻炎胶囊对急慢性鼻炎、过敏性鼻炎有显著疗效，研究

中以辛芳鼻炎胶囊治疗作为对照，以探讨克鼻敏汤治

疗变应性鼻炎的机制，为进一步开发应用提供理论依

据。研究发现变应性鼻炎患者血清Thl细胞因子水

平明显低于正常，而血清sICAM—l、P一选择素和Th2

细胞因子水平明显高于正常，与文献报道一致u’2’”’。

经克鼻敏汤治疗后血清sIACM一1、P一选择素和Th2细

胞因子水平较治疗前明显下降；而Thl细胞因子水平

较治疗前有明显增高；其水平接近健康对照组。说明

克鼻敏汤可促进Thl／Th2分泌的细胞因子比值恢复

平衡，诱导Thl细胞分化、成熟及其细胞因子(IFN一7、

IL一2、)的产生，抑制Th2细胞分化、成熟及其细胞因

子(IL一4、IL一5)的产生，抑制sICAM一1、P一选择素产生；

从而抑制嗜酸性粒细胞活化、增殖、分化及跨内皮转

移，缩短其存活时间；减少IgE的合成进而达到阻止变

态反应性炎症的发生，对变应性鼻炎产生治疗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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