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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探讨糖皮质激素对鼻息肉组织巨噬细胞移动抑制因子（ＭＩＦ）表达的影响。方法：慢性鼻窦炎
伴鼻息肉患者２７例，未用激素治疗前取息肉组织为Ａ组，经糖皮质激素治疗３～５ｄ后再取息肉组织为Ｂ组，另
取行鼻中隔矫正术患者的中隔正常鼻黏膜作为对照组（Ｃ组，２０例），采用免疫组织化学法观察ＭＩＦ在鼻黏膜的
分布及ＭＩＦ阳性率。结果：ＭＩＦ阳性细胞分布于上皮层、固有层以及腺上皮层，Ａ、Ｂ组 ＭＩＦ阳性率分别为
８５１８％和８１４８％，Ａ组略高于Ｂ组，但两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Ｃ组 ＭＩＦ阳性率为２５％，低于
Ａ、Ｂ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ＭＩＦ在鼻息肉组织中呈高表达，这可能与鼻息肉的发生发展有
关；短期局部运用糖皮质激素对ＭＩＦ水平影响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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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鼻息肉是发生在鼻腔及鼻窦黏膜的慢性炎症，
主要病理学特征是以嗜酸性粒细胞为主的多种炎

性细胞浸润、组织水肿、上皮细胞增生、血管扩张及

腺体增生。巨噬细胞移动抑制因子（ＭＩＦ）是调节
免疫功能的关键细胞因子，在许多免疫系统疾病及

炎症性疾病如哮喘、感染性休克、风湿性关节炎、肺

炎、肺癌及胰腺炎等疾病时表达都增高［１］。现在

已经证实多种细胞因子参与了鼻息肉发生和发展，

并可以为糖皮质激素所调节，但与其它细胞因子不

同，糖皮质激素可双向调节 ＭＩＦ的表达。本实验
对鼻息肉中ＭＩＦ的表达及糖皮质激素对 ＭＩＦ表达
的影响进行研究，为探讨鼻息肉的发病机理及糖皮

质激素治疗机制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择２０１０年８月 ～２０１２年１０月住院的慢性

鼻窦炎伴鼻息肉患者２７例（侧），男１６例，女１１
例，２２～６３岁，平均４４岁；按照２００８年慢性鼻窦
炎诊断和治疗指南［２］，所有患者均诊断为慢性鼻

窦炎伴鼻息肉，均无其他呼吸道的疾病，未用过类

固醇药物及抗组胺药物。慢性鼻窦炎伴息肉患者

于手术前取鼻息肉组织，为 Ａ组；然后所有患者给
予糠酸莫米松剂喷鼻（５０μｇ／喷，１次／ｄ，２喷／鼻，
共２００μｇ／ｄ），治疗３～５ｄ后手术，手术中切取鼻
息肉组织为Ｂ组。对照组（Ｃ组）２０例，来自鼻中
隔矫正术中所取得少许 鼻中隔黏膜，男１６例，女４

例，１９～３８岁，平均２６岁，均无过敏性鼻炎、哮喘
等呼吸系统疾病史。

１．２　实验方法及结果判定
采用链酶卵白素生物过氧化物酶复合物

（ＳＡＢＣ）免疫组织化学法检测所有标本中的 ＭＩＦ
的表达，实验以肺癌组织作为阳性对照、以磷酸盐

缓冲溶液（ＰＢＳ）代替一抗作为阴性对照，在光学显
微镜下细胞胞浆内出现棕黄色或棕褐色染色为

ＭＩＦ阳性。每个标本随机选取１０个高倍视野（４００
倍），计数每个高倍视野中５００个细胞中 ＭＩＦ阳性
细胞数，计算阳性率［３］。结果判定：阳性率 ＜１０％
为阴性（－），１０％ ～２４％为弱阳性（＋），２５％ ～
４９％为阳性（＋＋），＞５０％为强阳性（＋＋＋）。
１．３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１１．５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采用
χ２完全随机设计进行两样本率的比较，Ｐ＜００５为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ＭＩＦ分布
对照组鼻黏膜固有层腺体周围可见少量散在

的棕黄色细胞，主要为胞浆着色，部分细胞核也

可见着色；Ａ组（激素治疗前）鼻息肉黏膜组织上
皮细胞、炎性细胞及腺上皮细胞胞浆和部分胞核

内呈棕黄色着色。Ｂ组（激素治疗后）与 Ａ级比
较ＭＩＦ在腺上皮细胞、炎性细胞中表达降低。见
图１。

Ａ组（治疗前）　　　　　　　 　　Ｂ组（治疗后）　　　　　　　　Ｃ组（对照）

图１　ＭＩＦ在各组鼻黏膜组织中的表达
Ｆｉｇ．１　Ｔｈｅ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ｃｅｌｌｓｏｆＭＩＦｉｎｅａｃｈｇｒｏｕｐ（ＳＡＢＣ，×４００）

２．２　ＭＩＦ阳性率
Ａ、Ｂ组ＭＩＦ阳性率分别为８５１８％和８１４８％，

Ａ组略高于 Ｂ组，但两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Ｃ组 ＭＩＦ阳性率为 ２５％，低于 Ａ、Ｂ
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１。

３　讨论

本研究通过免疫组织化学的方法分别检测鼻

息肉组织和鼻中隔黏膜组织中ＭＩＦ的表达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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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各组鼻黏膜组织中ＭＩＦ表达阳性率
Ｔａｂ．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ＭＩＦ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ｃｅｌｌｓｒａｔｅｉｎｅａｃｈｇｒｏｕｐ

组别 ｎ
ＭＩＦ表达

－ ＋ ＋＋ ＋＋＋ 阳性率（％）
Ａ组 ２７ ４ ５ ９ ８ ８５１８％（１）（２）

Ｂ组 ２７ ５ １１ ８ ３ ８１４８（１）

Ｃ组 ２０ １５ ３ ２ ０ ２５
（１）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２）与Ｂ组比较，Ｐ＞００５

鼻息肉组织中 ＭＩＦ呈高表达，主要表达于鼻息肉
组织的黏膜上皮细胞、炎性细胞及腺上皮细胞胞浆

和部分胞核内，阳性细胞表达率明显高于对照组。

ＭＩＦ是一种多功能细胞因子，主要由Ｔ细胞和单核
－巨噬细胞产生，少数为 Ｂ细胞产生，与巨噬细胞
活化有关，可以直接或间接促进一系列炎症分子的

产生［４］。鼻息肉是多因素作用下的慢性炎症性疾

病，有研究表明巨噬细胞在鼻息肉发生过程中发挥

重要作用［５］。激活的巨噬细胞作为抗原递呈细胞

发生免疫应答，通过释放各种细胞因子，使炎性细

胞聚集于局部，构成炎性细胞网络，促进鼻息肉形

成。我们在鼻息肉组织中检测出 ＭＩＦ的高表达，
提示ＭＩＦ可能参与了鼻息肉的发病过程。

本研究所选取的患者均给予局部糖皮质激素

治疗３～５ｄ，经糖皮质激素治疗后鼻息肉组织的
ＭＩＦ阳性表达率略低于未经糖皮质激素治疗组，激
素治疗组阳性细胞主要分布在鼻息肉黏膜组织上

皮中，但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说明短期局部使

用糖皮质激素对 ＭＩＦ表达的影响不显著。糖皮质
激素是目前治疗鼻息肉较有效的药物之一，具有强

大的抗炎、抗免疫作用，通过与糖皮质激素受体结

合发挥作用；其一方面直接作用于炎症细胞，抑制

其产生和分化、促进其凋亡；另一方面，通过对细胞

因子、黏附分子和炎症介质的抑制，减少炎细胞浸

润、减轻细胞毒性作用，抑制鼻息肉的产生［６－７］。

糖皮质激素可双向调节 ＭＩＦ的表达，药理剂量的
糖皮质激素对 ＭＩＦ有抑制作用，地塞米松可抑制
人肺上皮细胞Ａ５４９分泌ＭＩＦ蛋白，而低浓度的糖
皮质激素可诱导ＭＩＦ的合成与释放［８］。有研究表

明，激素不敏感溃疡性结肠炎患者肠黏膜固有层单

个核细胞（ｌａｍｉｎａｐｒｏｐｒｉａｍｏｎｏｎｕｃｌｅａｒｃｅｌｌｓ，ＬＰＭＣ）
上ＭＩＦｍＲＮＡ明显较激素敏感者和对照者增加，

加入ＧＣ后，激素敏感者 ＬＰＭＣ产生 ＩＬ８明显减
少，而激素不敏感者则不减少，加入抗 ＭＩＦ可改善
这一状况，提示 ＭＩＦ的存在降低了患者对糖皮质
激素的敏感性［９］。故认为对 ＭＩＦ的深入研究，将
有助于对鼻息肉的发生和发展机制的了解提供有

效途径，并可能对局部糖皮质激素治疗鼻息肉的时

间选择及效果评价有着积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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