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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拟止泻方通过调节 Ｔｈ１７细胞功能治疗
小儿迁延性腹泻的临床观察

张宪伟　孙　杭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南京儿童医院检验科，南京，２１０００８）

摘要　目的：观察自拟止泻方对小儿迁延性腹泻的临床疗效以及其部分调节机制的研究。方法：将本院２０１０年３月至２０１３年
３月１００例延性腹泻的患儿纳入研究，对照组５０例患儿接受内科常规治疗，观察组５０例在对照组治疗基础上加用自拟止泻方，
观察２组患儿均以１０ｄ为１个疗程，疗程结束后观察２组患儿临床症状的变化，同时采用流式细胞术检测外周血中Ｔｈ１７细胞
表达水平，ＥＬＩＳＡ检测患者血清中ＩＬ６、ＩＬ１７、ＩＬ２３的蛋白表达水平。结果：１）２组患儿体温恢复时间、呕吐停止时间比较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但是观察组患儿腹泻停止时间短于对照组（Ｐ＜００５）；２）治疗后２组患儿血清中ＩＬ６、ＩＬ１７、ＩＬ２３水
平低于治疗前（Ｐ＜００５），治疗１个疗程后观察组患者ＩＬ１７、ＩＬ６、ＩＬ２３水平下降趋势较对照组患儿明显（Ｐ＜００１）；３）随访３
个月后发现，观察组患儿的体重增长明显高于对照组患儿（Ｐ＜００５）。结论：迁延性腹泻患儿存在Ｔｈ１７细胞表达增加，功能亢
进，自拟止泻方可以明显下调Ｔｈ１７细胞表达频数及功能，该效应可能是自拟止泻方从机体免疫方面改善迁延性腹泻的作用机
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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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染性腹泻是属于世界性的公共卫生问题，其以
大便次数以及大便性状的改变为主要临床症状，其中

小儿是腹泻的主要发病人群，如果急性腹泻无法得到

及时、合理的治疗将即为可能转变为迁延性腹泻，造成

儿童的营养不良、生长发育迟缓、免疫功能低下等，影

响生活质量［１－３］。随着目前临床抗生素的滥用，细菌

耐药性现象越来越严重，且由于各类西药都可能产生

不同程度的不良反应导致患儿无法耐受，所以，探寻更

安全有效的迁延性腹泻治疗方案尤其重要，中药汤药

的治疗价值逐渐受到重视。从中医学角度认为迁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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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泻乃先天不足，后天调护失宜，病后体弱，以致脾胃

虚弱，不能升清降浊谷反成滞，水反为湿，合污下降而

成，本院根据上述病机自拟止泻方予患儿口服，疗效显

著，但其治疗机制尚未清楚。

ＣＤ４＋Ｔ细胞是免疫反应以及炎性反应性疾病的
重要调节者，遇到特异性抗原后，他们被激活并增殖分

化为不同的效应 Ｔ细胞亚群，如 Ｔｈ１型辅助细胞
（Ｔｈ１）、调节性 Ｔ细胞（Ｔｒｅｇ细胞）抑制炎性反应的发
生、发展，Ｔｈ２细胞及产生白细胞介素１７（ＩＬ１７）的 Ｔ
辅助１７型细胞（Ｔｈ１７细胞）则促进炎性反应进程。已
有文献表明在腹泻患者中存在 Ｔｒｅｇ细胞比率降低，
Ｔｈ１７细胞比率升高的Ｔｒｅｇ／Ｔｈ１７失衡［４－６］，但Ｔｈ１７细
胞及其相关作用因子 ＩＬ６、ＩＬ１７、ＩＬ２３在疾病过程中
发挥的作用尚未明确。于是我们假设，小儿迁延性腹

泻与机体免疫功能存在密切联系，那此病的发生发展

是否与Ｔｈ１７细胞功能相关，而自拟止泻方是否通过该
途径发挥作用，本研究拟通过检测自拟止泻方对于迁

延性腹泻患儿治疗前后 Ｔｈ１７细胞及其相关作用因子
ＩＬ１７、ＩＬ６、ＩＬ２３的表达变化进一步阐明 Ｔｈ１７细胞及
其作用因子 ＩＬ１７、ＩＬ６、ＩＬ２３在迁延性腹泻中发挥的
作用并探讨自拟止泻方对Ｔｈ１７细胞功能的调节作用。
１　资料和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将本院２０１０年３月至２０１３年３月
１００例延性腹泻的患儿纳入研究，所有入组患儿诊断
均符合２００８年出版的全国高等医学教材中关于中国
腹泻病的诊断标准。１００例患儿根据入院顺序随机分
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对照组５０例，男２７例，女２３例，
年龄７个月至５岁，平均（２±０８）岁，大便次数３～１２
次／ｄ，平均（６±１７）次；观察组５０例，男２９例，女２１
例，年龄６个月至４５岁，平均（２±０８）岁，大便次数
４～１１次／ｄ，平均（５±２１）次。２组患儿在年龄、性别、
每日大便次数等方面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具有可比性。本研究方案经过医院伦理学委员
会审查批准，所有受试对象家属均知情同意。

１２　治疗方法　所有患儿均接受内科常规治疗，均以
去乳糖／配方奶饮食，有脱水症状的患儿予补液纠正，
思密达口服［蒙脱石散，国药准字 Ｈ２００００６９０博福 －
益普生（天津）制药有限公司，３ｇ／袋］，１岁以下，１袋／
日；１～２岁，１～２袋／ｄ；２岁以上，２～３袋／ｄ，均分三
次服用。观察组患儿在上述治疗方案基础上加服本院

自拟止泻方，具体方药如下：黄芪２０ｇ，炒白术９ｇ，防
风６ｇ，山药６ｇ，干姜６ｇ，肉豆蔻６ｇ，甘草３ｇ，水煎药
方１００ｍＬ，１剂／ｄ（早晚分服）。
１３　观察指标　临床症状改善情况：２组患儿体温恢

复时间、呕吐停止时间、Ｔｈ１７细胞水平的变化、ＩＬ６、
ＩＬ１７、ＩＬ２３浓度变化。
１４　主要试剂与仪器　ＲＰＭＩ１６４０和胎牛血清（美国
Ｔｈｅｒｍｏ公司）；人淋巴细胞分离液（天津市灏洋生物制
品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佛波酯（ＰＭＡ）、离子霉素
（Ｉｏｎ）、莫能菌素（Ｍｏｎ）、破膜剂、ＣＤ４ＦＩＴＣ、ＩＬ１７Ａ
ＡＰＣ流式抗体、人细胞因子ＩＬ６、ＩＬ１７、ＩＬ２３ＥＬＩＳＡ试
剂盒（美国 ｅＢｉｏｓｃｉｅｎｃｅ公司）；酶标仪（美国 Ｔｈｅｒｍｏ
ｌａｂｓｙｓｔｅｍ公司）；ＢＤＦＡＣＳＶｅｒｓｅＴＭＳｙｓｔｅｍ（美国ＢＤＢｉｏ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公司）。
１５　检测方法
１５１　Ｔｈ１７细胞检测　取患儿治疗前后前臂外周抗
凝血５ｍＬ，用人淋巴细胞分离液提取外周血单核细胞
（ＰＢＭＣ，１×１０６／ｍＬ）２００μＬ，置于含１０％胎牛血清的
ＲＰＭＩ１６４０培养基中，加入刺激剂佛波醇乙酯（ＰＭＡ）
及离子霉素、莫能霉素等工作液并混匀，置于 ３７℃，
５％ＣＯ２。培养箱中培养 ４～６ｈ。用磷酸盐缓冲液
（ＰＢＳ）冲洗，离心收集细胞，加人５μＬ异硫氰酸荧光
素标记的ＣＤ４（ＣＤ４ＦＩＴＣ）、５μＬ藻红蛋白标记的 ＩＬ
１７（ＩＬ１７ＡＡＰＣ），操作按试剂盒说明书进行，采用流
式细胞仪检测Ｔｈ１７细胞。
１５２　细胞因子检测　取从患儿治疗前后前臂外周
血２ｍＬ置入肝素钠抗凝管内，以３０００ｒ／ｍｉｎ高速离
心后，取上清液置于 －８０℃冰箱保存，按照 ＩＬ６、ＩＬ
１７、ＩＬ２３ＥＬＩＳＡ试剂盒说明书进行检测。
１６　统计学分析　全部数据采用ＳＰＳＳ１７０和Ｇｒａｐｈ
ＰａｄＰｒｉｓｍ５软件进行统计分析，所有数据用均数 ±标
准差（珋ｘ±ｓ）表示。多组数据的比较先进行 Ｓｈａｐｉｒｏ
Ｗｉｌｋｔｅｓｔ检验正态性和Ｌｅｖｅｎｅｔｅｓｔ检验方差齐性。若
两者都符合，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ｏｎｅｗａｙＡＮＯＶＡ），
并用ＬＳＤｔ检验进行多样本均数间的两两比较。若有
至少一项不符合，则采用 ＫｒｕｓｋａｌＷａｌｌｉｓＨ检验和
Ｄｕｎｎｓ多重检验对各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以 α＝
００５作为检验水准，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２组患儿临床症状比较　２组患儿体温恢复时
间、呕吐停止时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但是观察组患儿腹泻停止时间与对照组比较有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详见表１。
２２　自拟止泻方显著抑制迁延性腹泻患儿外周血中
Ｔｈ１７细胞的表达　对不同组患儿外周血进行流式细
胞术检测ＣＤ４＋ＩＬ１７＋结果显示：观察组治疗后ＣＤ４＋

ＩＬ１７＋Ｔ细胞百分率（０８９５±０３０９）％，显著低于治
疗前［（０８９５±０３０９）％ｖｓ（２５５６±０４９１）％，｜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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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０７，Ｐ＝００００８＜０００１］及对照组治疗后［（０８９５
±０３０９）％ｖｓ（１２６２±０２４７）％，｜ｔ｜＝３６７６，Ｐ＝
０００９＜００１］，见图１，自拟止泻方可以显著降低抑制
迁延性腹泻患儿外周血中Ｔｈ１７细胞表达。

表１　２组患儿临床症状比较（珋ｘ±ｓ）

组别 例数体温恢复时间（ｄ） 呕吐停止时间（ｄ） 腹泻停止时间（ｄ）

观察组 ５０ １８８±０９２ ２２３±０４４ ５６１±１２６
对照组 ５０ １８３±０８４ ２３０±０１８ ７５６±１７３

Ｐ ００８ ００９ ００２
ｔ ３５４ ４７９ ３９１

　　注：与观察组比较，Ｐ＜００５。

图１　２组患儿外周血中ＣＤ４、ＩＬ７＋Ｔ细胞百分率变化

２３　自拟止泻方能显著抑制迁延性腹泻患儿血清中
Ｔｈ１７细胞功能细胞因子的表达　治疗后２组患儿血
清中ＩＬ６、ＩＬ１７、ＩＬ２３水平低于治疗前（Ｐ＜００５），治
疗１个疗程后观察组患者 ＩＬ１７、ＩＬ６、ＩＬ２３水平下降
趋势较对照组患儿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见表２。

表２　２组指标变化比较（珋ｘ±ｓ）

组别 ＩＬ６（μｇ／Ｌ） ＩＬ１７（μｇ／Ｌ） ＩＬ２３（μｇ／Ｌ）

观察组 治疗前 ２２８９±０９３ ３４６５±０７１ ３９６５±２４０
治疗后 ９３１±０３１△ １０６９±００８△ １４９２±１７６△

对照组 治疗前 ２３０３±０８１ ３４９４±０９２ ３８４４±２１７
治疗后 １６９２±０４１ ５９１±０２０ ２５２８±１３１

　　注：与治疗前相比，Ｐ＜００５；与对照组相比，△Ｐ＜００５。

３　讨论
迁延性腹泻是造成儿童严重营养不良、发育不全、

免疫力低下的主要原因，本研究２组患儿的体温恢复
时间、呕吐停止时间虽然相近，但是加用自拟止泻汤的

患儿腹泻停止时间短于常规治疗组患儿，说明可将自

拟止泻汤做为治疗迁延性腹泻的主要辅助手段。由于

迁延性腹泻发病机制较为复杂，患儿机体免疫病理损

伤在发病过程中发挥主要作用，免疫系统紊乱及细胞

因子网络失衡是迁延性腹泻重要的致命因素之一，因

此，纠正迁延性腹泻患者的免疫调节紊乱及细胞因子

网络的失衡具有重大的防治意义，而外周血 Ｔ细胞亚
群是反映迁延性腹泻免疫状态的重要指标［７－８］。笔者

根据这一思路，希望从外周血 Ｔ细胞亚群的功能变化
探讨自拟止泻汤的作用机制。

Ｔｈ１７细胞是与 Ｔｈｌ、Ｔｈ２的 ＣＤ４＋Ｔ细胞亚群不同
的新发现细胞，有文献证实：Ｔｈ１７细胞可能担负着调
节机体自身免疫和炎性反应的角色，多数迁延性腹泻

患儿存在机体免疫功能异常以及消化道炎性反应，由

于炎性反应因子（ＩＬ６）的存在，幼稚的 ＣＤ４＋Ｔ细胞分
化为 Ｔｈ１７细胞，并产生其主要效应因子是 ＩＬ１７，而
ＩＬ１７已被证实是一种促炎因子，其与受体结合后可诱
导机体产生多种炎性反应因子，如 ＩＬ２３等，影响机体
免疫应答，所以Ｔｈ１７细胞分化和免疫功能的调控研究
具有重要的基础和临床应用价值［９－１５］。本研究通过

观察２组患儿血清中Ｔｈ１７细胞的数量及功能，发现经
过治疗后２组患儿外周血中 Ｔｈ１７细胞表达频率均较
治疗前降低，考虑迁延性腹泻发生时，大量 Ｔｈ１７细胞
被活化，通过分泌ＩＬ６、ＩＬ１７、ＩＬ２３来招募中性粒细胞
细胞等参与肠道炎性反应过程，而自拟止泻方逆转此

过程，明显降低 Ｔｈ１７细胞表达频率及 ＩＬ６、ＩＬ１７、ＩＬ
２３浓度，因此纠正了患儿的临床症状。

中医学认为迁延性腹泻是先天不足，后天调护失

宜，病后体弱，以致脾胃虚弱，不能升清降浊谷反成滞，

水反为湿，合污下降导致而成，本院自拟止泻方重用黄

芪、白术，取两味药在益气升脾的基础上促进脾胃运

化，药理研究证实黄芪具有增强机体免疫功能、抗菌作

用。防风入脾经，质轻，可引导水谷之气上升，山药性

平和，归肺、脾、肾三经，主要功效为补脾止泻，药理研

究显示山药可改善消化，调节自主神经，增强体质；迁

延性腹泻患儿由于久泄伤阳，予加干姜温中涩肠止泻；

肉豆蔻，除寒燥湿，解结行气，专理脾胃，能固及大肠之

滑脱；甘草予调和诸药药性。诸药合用，攘外安内，疗

效显著。本研究显示，观察组患者 Ｔｈ１７细胞表达频
率，ＩＬ６、ＩＬ１７、ＩＬ２３细胞因子的表达水平显著低于对
照组，提示自拟止泻方可能具有下调 Ｔｈ１７细胞功能，
改善慢性炎性反应的作用，该效应可能是自拟止泻方

从机体免疫方面改善迁延性腹泻患儿的作用机制之

一。

总之，迁延性腹泻的发病机制与Ｔｈ１７细胞功能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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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密切相关，而自拟止泻方可以部分逆转该疾病的发

展，从而改善患者预后。考虑可能此次入选样本量较

小有关，随访时间不长等，故有待于增加样本量，进一

步扩大研究予以证实自拟止泻方对于迁延性腹泻的预

后及确切机制，为指导临床治疗提供参考价值。

参考文献

［１］ＮａｖａｎｅｅｔｈａｎＵ，ＧｉａｎｎｅｌｌａＲＡ．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ｏｆ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ｕｓｄｉａｒｒｈｅａ［Ｊ］．

Ｎａｔｕｒｅ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Ｇａｓｔｒｏｅｎｔｅｒｏｌｏｇｙ＆ｈｅｐａｔ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８，５（１１）：６３７

－６４７．

［２］汤滢，江国荣．玉屏风散不同方法提取物免疫增加效应的实验研究

进展［Ｊ］．安徽医药，２０１１，１５（２）：１４１－１４３．

［３］程瑞朵，吴岚，张荣，等．玉屏风散对迁延性腹泻患儿的免疫调节作

用［Ｊ］．中国免疫学杂志，２０１４，３０（１）：６１－６３．

［４］徐培平，丁伟，赵窻，等．中药预防流感作用与黏膜免疫相关性研究

［Ｊ］．中国免疫学杂志，２０１２，２８（１１）：９９２－９９８．

［５］段如成．微生态调节剂在儿科消化系统疾病的作用［Ｊ］．中国微生态

学杂志，２００２，１４（１）：１－２．

［６］万盛华，罗红，李香萍．培菲康联合洁维乐治疗小儿迁延性和慢性腹

泻［Ｊ］．中国微生态学杂志，２００７，１９（１）：８８．

［７］朱孝琳．锌制剂联合布拉酵母菌治疗小儿迁延性腹泻疗效观察［Ｊ］．

儿科药学杂志，２０１４，２０（１）：２２－２４．

［８］李旭光．小儿迁延性腹泻临床分析［Ｊ］．临床医学，２０１１，３１（４）：９３－

９４．

［９］石永生，王永军，蒋成鹏，等．婴幼儿迁延性腹泻病发病及预后的高

危因素［Ｊ］．中国妇幼保健，２０１１，２６（５）：６９５－６９９．

［１０］郭振锋．婴幼儿迁延性慢性腹泻１３０例的临床特点分析［Ｊ］．临床

和实验医学杂志，２０１０，９（１８）：１４１３－１４１４．

［１１］王秀丽，刘进生，方辉，等．婴幼儿急性腹泻病血锌水平及补锌治疗

的临床观察［Ｊ］．安徽医学，２０１３，３４（４）：４３４－４３６．

［１２］曲辉，康凯，付姝丽，等．婴幼儿腹泻病血清硒水平的研究［Ｊ］．中国

医师进修杂志，２０１２，３５（３０）：１２－１４．

［１３］应爱娟，江米足．锌在儿童腹泻治疗中的作用［Ｊ］．国际儿科学杂

志，２００９，８（５）：５３５－５３７．

［１４］王冬萌，毕晶，孙正纤．小儿迁延性腹泻与锌缺乏病发病关系研究

［Ｊ］．中国全科医学，２０１１，６（２）：１９６－１９７．

［１５］江米足．慢性、难治性腹泻病的诊断与治疗进展［Ｊ］．实用儿科临床

杂志，２００５，２０（３）：２０１－２０３．

（２０１４－０７－１４收稿　责任编辑：徐颖）

（上接第１６１１页）
参考文献

［１］ＳｐａｈｒＬ，ＶｉｌｌｅｎｅｕｖｅＪＰ，ＴｒａｎＨＫ，ｅｔａｌ．Ｆｕｒｏｓｅｍｉｄｅｉｎｄｕｃｅｄｎａｔｒｉｕｒｅｓｉｓａｓ

ａｔｅｓｔｔｏｉｄｅｎｔｉｆｙｃｉｒｒｈｏｔｉｃ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ｒｅｆｒａｃｔｏｒｙａｓｃｉｔｅｓ［Ｊ］．Ｈｅｐａｔｏｌｏｇｙ，

２００１，３３（１）：２８－３１．

［２］中华医学会传染病与寄生虫病学分会，肝病学分会．病毒性肝炎防

治办案［Ｊ］．中华内科杂志，２００１，４０（１）：６２－６８．

［３］田德禄，等．中医内科学［Ｍ］．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２００２：２４９．

［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Ｓ］．南京：南京大学出

版社，１９９４：１０－１１．

［５］王伯祥．中医肝胆病学［Ｍ］．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１９９３：２６１．

［６］揭盛华．肝硬化顽固性腹水及其治疗［Ｊ］．医药导报，２００３，２２（４）：

２１９－２２１．

［７］申雯竹，孔庆志，吴洪斌．黄蔑对肾生化指标和病理学的影响［Ｊ］．湖

北中医杂志，２００５，２７（８）：７－８．

［８］黄正明，杨新波．抗肝炎中药现代研究与应用［Ｍ］．郑州：郑州大学

出版社，２００６．

［９］陈科力．易休几种中药的保肝作用研究进展［Ｊ］．中南民族大学学

报：自然科学版，２０１２，３３（４）：５１－５６．

［１０］陈春霞．羧甲基茯苓多糖的保肝与催眠作用［Ｊ］．食用菌，２００３，２５

（Ｓ１）：４６－４７．

［１１］王振海，安锡忠，任增超．泽泻对大鼠急性肝脏损伤的保护作用

［Ｊ］．中国动物检疫，２０１０，２７（９）：５６－５７．

［１２］李继承，吕志连，石元和，等．中药对腹膜孔调控作用的实验研究

［Ｊ］．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１９９８，４（８）：２０－２２．

［１３］耿放，孙虔，杨莉，等．车前子与车前草利尿作用研究［Ｊ］．上海中医

药杂志，２００９，４３（８）：７２－７４．

［１４］兰凤英，何静春，赵颖，等．郁金抗四氯化碳致小鼠急性肝损伤的作

用［Ｊ］．中国康复理论与实践，２００７，１３（５）：４４４－４４６．

［１５］王曙东，周军．丹参及其制剂的药理研究及临床应用［Ｊ］．中国中医

药科技，２０００（４）：２７０－２７１．

［１６］曾星华，陈晓丽，刘飞跃．中西医结合治疗肝硬化腹水３４例临床观

察［Ｊ］．实用中西医结合临床，２０１２，１２（１）：３１－３３．

（２０１４－０３－１２收稿　责任编辑：张文婷）

·５１６１·世界中医药　２０１４年１２月第９卷第１２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