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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瘤患者化疗前后血清 IL-2 、IL-18和 TNF-α检测及临床意义
邓庆梅

[ 摘要]目的:探讨化疗药物对机体免疫系统是否存在不同程度的抑制作用。方法:采用间接法亲和素-生物素复合物技术和

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ABC-ELISA)检测 32例恶性实体肿瘤患者化疗一个周期前后细胞因子白细胞介素 2( interleukin 2, IL-2) 、

IL-18、肿瘤坏死因子-α( TNF-α)水平。结果:IL-2 、IL-18 、TNF-α在肿瘤患者化疗前后变化均不显著( P>0.05) 。结论:机体的

细胞免疫系统在化疗药物细胞毒性物质作用下能够发挥较强的自我调节能力,维持自身细胞免疫水平于一定的稳定状态, 从

而发挥其免疫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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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tection and clinical significance of serum IL-2, IL-18 and TNF-αin tumor patients before and

after chemotherapy
Deng Qing-mei

( Department of Clinical Laboratories, Fuyang Second People' s Hospital, Fuyang 236015, China)

[ Abstract] Objective:To investigate the influence of chemotherapy on the immune system.Methods:The serum IL-2, IL-18 and

TNF-αin 32 patients with malignant solid tumor were measured by indirect avidin-bio tin complex technique and enzyme-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Results:The experiment show ed that the levels of IL-2, IL-18 and TNF-αdid no t have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fo re and after chemotherapy one period( P >0.05) .Conclusions:The cell-mediated immunity sy stem has strong self-regulated

ability when affected by cy totox ic substance in order to maintain its stability and perform its immunity fu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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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对有关细胞因子如白细胞介素 2( IL-2) 、

白细胞介素 18( IL-18)和肿瘤坏死因子( TNF-α)的

检测, 有助于从分子水平阐明晚期恶性肿瘤患者化

疗前后细胞免疫系统功能变化及机体自身发挥的免

疫调节作用,从而探讨化疗药物对机体免疫系统是

否存在不同程度的抑制作用。

1　资料与方法

1.1　病例选择 　32 例实体肿瘤患者均为 2002 ～
2003年住院患者, 均经 CT 或病理等确诊为恶性肿

瘤中 、晚期,从未进行放 、化疗及免疫和激素治疗, 且

近期无感染史。男 17例,女 15例;年龄 25 ～ 70岁 。

肺癌 20例,乳腺癌 2例。胃癌4例, 大肠癌 2例, 肝

癌 4例 。患者分别于入院化疗前( 0天)和化疗 1个

周期结束时( 26 ～ 28 天)采血 。全部患者均采用常

规化疗方法,主要药物有:环磷酰胺 、长春花碱酰胺 、

氟尿嘧啶 、足叶乙苷 、羟基喜树碱 、顺铂 、丝裂霉素

等。疗程为 1个周期( 3 ～ 40周) 。对照组 20 名为

本市中心血站健康献血员, 其中男 10名,女 10名,

年龄 18 ～ 55岁 。

1.2　标本留取　两组均于早晨空腹抽取静脉血

3 ml, 2 h内离心, 留取血清, -20 ℃保存待测 。

1.3　方法　采用间接法亲和素-生物素复合物技

术和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ABC-ELISA 法)检测 IL-2 、
I L-18和 TNF-α, 试剂购自上海森雄科技实业有限

公司(进口分装) 。所用酶标仪器为美国 BIO-RAD

Model 550 型。根据标准曲线换算成相应浓度值。

具体方法严格按照试剂盒使用说明书进行操作 。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方差分析和 q检验。

2　结果

　　与对照组比较, 恶性肿瘤患者化疗前 IL-18 、

TNF-α均见升高( P < 0.01) 。而化疗后 IL-2 、IL-

18和 TNF-α水平虽均降低但与化疗前相比差异均

无显著性( P>0.05) (见表 1) 。

表 1　两组化疗前后血清 IL-2、IL-18、TNF-α水平( x±s;ng/ L)

分组 n IL-2 IL-18 TNF-α

对照组 20 143.38±34.12 299.70±110.00 355.36±102.70

化疗前组( 0d) 32 176.14±76.15 558.50±144.06＊＊
584.27±134.67＊＊

化疗后组( 18 ～ 21d) 32 179.22±63.20 516.21±121.19＊＊ 534.69±111.87＊＊

F - 2.25 27.06 3.73

P - >0.05 <0.01 <0.01

MS组内 - 4 021.040 16 432.891 14 204.649

　　q检验:与对照组比较＊＊P<0.01

167蚌埠医学院学报 2005年 3月第 30卷第 2期

DOI :10.13898/j.cnki.issn.1000-2200.2005.02.036



3　讨论

　　细胞因子是指一类由免疫细胞(淋巴细胞 、单核

巨噬细胞等)和相关细胞(如纤维母细胞 、内皮细胞

等)产生的调节细胞功能的高活性的多功能蛋白质

多肽。细胞因子在机体免疫应答 、免疫调节及多种

相关疾病的发生 、发展 、转归中起着非常重要作用 。

其中 IL-2是机体最主要 、最强有力的 T 细胞生长因

子,它是保障机体正常免疫功能的关键环节[ 1] 。 IL-

18能促进 Th1 细胞产生 INF-γ、IL-2 、粒细胞巨噬

细胞集落刺激因子( GM-CSF)等细胞因子, 并诱导

Th1细胞的分化成熟和促进 Th1细胞为主的细胞

免疫反应, 可增强 Th1 细胞和 NK 细胞表达 FasL

以及由此介导的细胞毒效应 。 IL-18可对多种细胞
尤其是免疫细胞具有多向性作用,被认为是一种潜

力极大的增强机体抗肿瘤免疫能力的细胞因

子[ 2, 3] 。而 TNF-α由细菌脂多糖活化的单核-巨噬

细胞产生。可引起肿瘤组织出血坏死, 也称恶病质

素。低浓度 TNF-α可进入血流, 引起全身性反应 。

化疗药物对机体免疫系统有着直接的破坏作用, 但

机体免疫系统对这种损害进行代偿反应, 以抵抗这

种破坏作用,来维持自身免疫系统的稳定性。所以,

在化疗情况下肿瘤患者免疫系统不至于形成单纯的

免疫抑制状态。

　　有研究认为,当宿主免疫功能低下或受抑制时,

肿瘤发病率增高。肿瘤发生后, 机体可通过免疫效

应机制发挥抗肿瘤作用。细胞免疫是抗肿瘤免疫的

主要方式,体液免疫应答通常仅在某些情况下起协

同作用。在肿瘤进行性生长时, 肿瘤患者的免疫功

能受抑制。现有化疗药物中的绝大多数在抑制生长

或杀伤瘤细胞的同时, 同样对机体内继续繁殖的正

常细胞有毒害作用, 尤其是造血血细胞与胃肠道黏

膜上皮细胞所遭受的毒害,常是化疗药物提高疗效

的主要障碍 。因此,化疗药物治疗肿瘤时,通常认为

其对机体免疫系统有抑制作用 。本研究发现,上述

三种细胞因子血清中的含量在化疗前均高于正常对

照组,而化疗后与化疗前比较则没有明显变化。结

果表明肿瘤是导致细胞因子变化的主要影响因素,

而常规化疗药物对 IL-2 、I L-18 和 TNF-α的影响并

不显著, 并没有影响体内的免疫系统功能的现象出

现 。目前有报道化疗药可达到 3 ～ 4个对数杀灭,已
接近细胞的完全杀灭。如能再增加几个对数杀灭,

就可能在许多患者中达到治愈的疗效 。所以在细胞

因子的支持下,对免疫系统功能良好时给予大剂量

的化疗有望提高治愈或长期存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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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物上数字的用法(二) :时间

1　要求使用阿拉伯数字的情况:

( 1)公元世纪 、年代 、年 、月 、日等,如公元前 5世纪, 20世纪 80年代, 2005年 1月 28日 。

( 2)时 、分 、秒,如 4时, 8时 30分 20秒 。

2　要求使用汉字的情况:

( 1)中国干支纪年和夏历月 、日,如正月初八,辛巳年十月一日 。

( 2)中国清代和清代以前的历史纪年 、各民族的非公历纪年(这类纪年不应与公历月日混用,并

应采用阿拉伯数字括注公历) ,如南宋淳熙九年( 1182年) , 藏历阳木龙年八月十六日( 1964年

10月 1日) 。

( 3)含有月日简称表示事件 、节日和其他意义的词组(如涉及一月 、十一月 、十二月,应用间隔号

“·”将表示月 、日的数字隔开,并外加引号;涉及其他月份时, 不用间隔号,是否使用引号,视事件

的知名度而定) , 如“一·二八”事变( 1月 28日) , “一一·一★”案件( 11月 10日) , “一二·九”运动

( 12月 9日) , 五四运动, 七七事变,“五二★”声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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