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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了解可溶性血管细胞黏附分子-1(sVCAM-1)、白细胞介素-6(IL-6)在病毒性心肌炎中的

改变及意义。方法取外周静脉血，采用双抗体夹心ELISA法检测sVCAM-l、IL-6。结果病毒性心肌炎sV．

CAM．1(1376．8±54．76 ng／m1)较对照组(714．85±276．54 ns／m1)明显增高(P<0．01)。病毒性心肌炎IL-6

(99．52±54．58 pg／m1)较对照组(54．61±32．41 pg／m1)明显增高，两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病毒

性心肌炎患儿血清sVCAM．1、IL-6呈正相关，r=0．3210。结论sVCAM-l、IL-6在病毒性心肌炎患儿中明显增

高，并在病毒性心肌炎发病过程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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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0bjective To study the changes of the human soluble vaseuolar cell adhesion molecule 1(sV-

CAM-1)and interleukin-6(IL-6)and their clinical significance in the children with viral myocarditis．Methods

Thirty-seven children who suffered viral myoeardifis were chosen∞the study group and twenty-eigllt health children

received physical examination as the control group．The sVCAM-l and II，6 were detected in the blood samples taken

from the children of both groups with the double antibody sandwich enzyme 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and then the

chang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and their dependability were evaluated．Results ne concentration of

sVCAM·1 in study group(1376．8±54．76 ns／m1)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714．85±

276．54-s／Inl)(P<0．01)．As for the IL-6，it is almost the ss／ltle msult．Furthermore the two indexes showed direct

correlation．r=0．321 0．Conclusion The significantly higher concentration of sVCAM-1 and IL-6 in children with

viral myocardifis play very important role in the pathogenesis of viral myoeardit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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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性心肌炎为d,JL最常见的后天性心脏病之一，引起

心肌炎的病因以病毒感染为主，但其发病机制目前尚不清

楚。一般认为病毒及其毒素在疾病早期系经血液循环直接

侵犯心肌细胞而产生临床改变。另外，临床上在病毒感染后

往往经过一段潜伏期才出现心脏受累的征象，符合变态反应

性疾患的规律，符合自身免疫反应，说明本病的发病机制与

变态反应或自身免疫反应参与有关。细胞粘附分子尤其是

血管细胞黏附分子l(VCAM．1)与免疫性血管炎疾病的关系

已引起人们的关注。为了进一步了解VCAM．1在病毒性心

肌炎患儿的改变及意义，我们对37例病毒性心肌炎患儿进

行了sVCAM．1、IL-6水平检测，报告如下。

I对象和材料

I．1研究对象观察组37例病毒性心肌炎患儿为2006-01

—2007．12在我院住院治疗患儿，均符合《中华儿科学．(2000

年)病毒性心肌炎诊断标准》。男21例，女16例，年龄最小4

岁，最大13岁，平均8岁。对照组为同期正常查体健康儿童

28例，男15例，女13例，年龄最小3岁，最大13岁，平均年

龄7．05岁。两组儿童的性别、年龄经统计学处理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方法sVCAM·1、I¨测定采用外周静脉血，确诊患儿
人院当日或次日晨抽空腹静脉血3—5 ml，分离血清于一20

℃冰箱保存。两者均采用双抗体夹心ELISA法检测。试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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盒购于上海森雄生物公司，操作按照说明书的方法进行。

1．3统计学方法计量资料以面±，表示，组问比较采用t

检验，两个变量间相关关系采用直线相关性分析。应用

SPS$1．0软件进行统计学处理。

2结果

病毒性心肌炎患儿血清sVCAM一1、IL-6水平较对照组明

显增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并且病毒性心肌炎

患儿血清sVCAM一1、IL--6测定结果呈正相关性(r=0．3210)。

见表1。

表1 病毒性心肌炎患儿血清sVCAM-1、

IL-6测定结果(孟±s)

3讨论

3．1 细胞间黏附分子．1(intercellularadhesionmoleculel)

ICAM一1，也称CD54，属于免疫球蛋白超家族成员。其配体为

白细胞功能相关抗原(LFA．1)，在细胞相互作用中呈对应协

调黏连。正常情况下，心肌细胞仅表达极少量的ICAM．1，在

心肌细胞缺血再灌注损伤、细胞因子等因素作用下，细胞膜

表面生成大量ICAM．1 B1，与其配体ⅡA．1黏连后可使心肌

细胞与中性粒细胞(PMN)黏附，继而PMN发挥细胞毒活性

作用致心肌细胞坏死和心功能不全。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

究发现，ICAM．1参与心肌炎症过程，并与其他细胞因子协同

作用而损害心肌，导致心肌细胞坏死，在慢性充血性心力衰

竭(心衰)的发生、发展中起重要作用HJ。已知细胞黏附分

子尤其是VCAM·1是参与血管内皮细胞和白细胞相互黏附

作用最具代表性的成分之一。在免疫性血管炎疾病的发病

过程中，表达于内皮细胞的VCAM-1介导了白细胞和血管内

皮细胞的相互黏附，从而使炎症反应向血管深层浸润而致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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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炎。我们试验结果表明，心肌炎患儿血清sVCAM．1含量

较正常明显升高，说明黏附分子参与了心肌炎的免疫应答。

3．2 IL-6是由机体多种细胞产生的具有多种生物活性的细

胞因子，机体的淋巴类细胞及非淋巴类细胞均能产生IL-6，

是机体复杂的细胞因子网络中的一个重要成员，它能促进并

调节诸如免疫系统、造血系统、炎症反应中多种细胞的增殖

和分化HJ。现已发现，T、B淋巴细胞、造血干细胞、巨噬细

胞、免疫细胞等，在不同条件下均可产生IL-6。IL-6能促进

抗体的合成和分泌，其所形成的免疫复合物过多地沉积在血

管中，可激活补体，导致免疫损伤"J。我们的研究表明，病毒

性心肌炎血IL-6较对照组是增高的，证明了IL-6也参与了

病毒性心肌炎的发病过程。

3．3本研究结果显示，病毒性心肌炎组IL-6、sVCAM一1明显

高于正常对照组(P<0．01)。两者均升高，且呈正相关。我

们认为IL-6、sVCAM．1广泛参与了病毒性心肌炎发病机制中

的免疫应答，为病毒性心肌炎发病机制的进一步研究提供实

验室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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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观察股骨髁上粉碎性骨折手术疗效。方法36例全部行手术切开复位+加压钢板+松

质骨螺丝钉内固定术，其中植骨3例。结果36例均骨性愈合。随访时间2-6年，平均2．5年，其中1例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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