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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量营养素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体内免疫
细胞及微量元素水平影响的研究

赵飞王哲李文杰

·现场调查·

【摘要】 目的研究微量营养素对HⅣ感染者体内免疫细胞及微量元素水平的影响。方法

选择25—49岁的HIv感染者，试验组服用复合微量营养素片，对照组服用安慰剂。试验开始及结束

时分别进行体格测量、免疫细胞及微量元素水平的测定。结果试验前试验组与对照组的身高、体

重和微量营养素摄入、免疫细胞及微量元素水平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Jp>0．05)。6个月后，试验组

免疫细胞(CD4+、CD。+、CD，+T淋巴细胞)分别为(2078±108)个／mm3、(582±75)个／mm3、(1287±97)

个／mm3，高于对照组的(1436±105)个／mm3、(472±61)个，mm3、(998±84)个／mm3，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试验组血清锌、钙、镁、铁分别为(144．89±9．78)¨mol／L、(1．89±O．19)“mol／L、(1．68±

O．12)岬ol／L、(152．6l±8．94)“mol／L，高于对照组(102．67±5．45)岬ol，L、(1．13±0．07)岬。儿、(O．85±
0．05)扯mol几、(89．24±3．91)¨mol／L，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补充微量营养素能提高

HIv感染者体内锌、钙、镁、铁的水平，并能增进免疫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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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显示，大部分HIV／AIDs都存在不同程度

的营养不良和微量营养素缺乏，由此引起机体免疫

功能的下降或缺失，为HIv在身体内复制提供有利

条件⋯。良好的机体免疫功能来源于良好的营养，

其中微量营养素至关重要，与免疫有关的酶和蛋白

质都是以这些微量营养素作为活性基团的。在机体

处于感染状态时，对这些微量营养素的需要量会比

DOI：lO．3760／cma．j．is蛐．02“一6450．2009．05．009

作者单位：45000l郑州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赵飞、李文杰)；河南省疾

病预防控制中心(王哲)

平时更多，然而，由于疾病及药物的作用影响了微量

营养素的摄入担1。本文研究了微量营养素对HIV感

染者免疫及微量元素状况的影响。

对象与方法

1．研究对象：于2008年调查河南省淮阳县农村

165例HIv感染者，结合流行病学资料(男女性比

例、年龄等)及设计的膳食营养调查分析(包括生活

环境、经济、营养状况等)；评价指标为：人均年收入、

职业、膳食结构、生活环境、营养状况(皮褶厚度、

BMI等)。共有106例纳入研究；同时均衡分组，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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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每组为24例，共96例；随机分为试验组和对照

组。严格纳入标准，采用分层配对的方法进行分

组。选取及分组原则：①年龄在25～49岁之间，排

除有心、肝、肾及内分泌系统等严重疾患者；②平衡

各组男女比例及年龄段分布；③病例的生活环境、营

养状况相似；④BMI均在18。25 kg／m2之间；⑤CD4+

T淋巴细胞均>200个／埘吼3；⑥没有出现艾滋病的临

床症状。

2．观察指标：①体格测量指标：身高、体重、血

压；②微量元素指标：血清中锌、钙、镁、铁；③免疫细

胞：CD4+、CD。+、CD，+T淋巴细胞。
‘

3．血液样本采集和处理：先用5％洗洁净棉球由

里向外擦拭采血部位；再用3％优级纯的硝酸棉球擦

拭采血部位；之后按正常采血程序采集空腹静脉血

标本10 ml。血样本分配：2 ml EDTA抗凝，检验

CD，+、CD。+、CD。+T淋巴细胞；5 ml全血制备血清，进

行锌、钙、镁、铁测定；每种试管都带刻度，以掌握各

种处理的血样本量。

4．试剂和仪器：试剂锌、钙、镁、铁标准对照品，

由国家标准物质中心提供；CD3+、CD。+、CD。+T淋巴

细胞试剂及标准品由美国BD公司提供。流式细胞

仪(美国BD公司FACS COUNT)、原子吸收分光光

度计(日本日立z．5000)、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德国利

霸SAPP HIRE600)。

5．方法：采用双盲法设计，干预剂由村医分发

给HIv感染者。分为A、B片，B片为微量元素片，

A片为安慰剂，外观一样，放在同样瓶子中，瓶子上

有标识(A、B)，没有告知村医，村医分发给HIV感染

者时记录是A片还是B片。村医只是负责发放、登

记、随访，不知道干预剂的区别、研究的目的。周期

为6个月。试验正式开始前进行基线调查，依对象

年龄、性别、身高、体重和膳食调查结果。试验组服

用复合微量营养素片(配方：维生素A250“g，p．胡

萝卜素250 pg，维生素D 8嵋，维生素E 20 mg，维生

素B。2 mg，维生素B：2 mg，维生素B6 2 Ing，叶酸

200“g，维生素C 150 mg，铁8 mg，锌8 mg，镁40嵋，

钙500 mg)；对照组服用与复合微量营养素片外观

完全相同的安慰剂(主要为淀粉)。试验开始和结束

时分别由经过培训的调查员和专业人员测定各项体

格指标、免疫细胞和微量元素水平。试验期间每周

对受试者随访1次，调查上周微量营养素片服用情

况，并分发下周微量营养素片。

6．统计学分析：应用sPss 10．o软件，数据均以

互±s表示。试验组和对照组的指标测定结果经正态

检验后数据呈正态分布，各组间比较运用单因素方

差分析进行统计。

结 果

1．一般情况：试验组中男性25人，女性23人；对

照组中男性24人，女性24人。年龄25～49岁，试验

开始时参加人数为96人，试验过程中各有3人因外

出打工退出试验，有效观察对象共93人。两组年

龄、身高和体重等指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表1)。

表l研究对象基本特征(孑±s)组别罴 身高(clTl) 体莺(kg)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试验组39．3±2．6 37．3±3．1 169．9±6．7 161．9±72 68．1±5．7 59．1±5．4

对照组39．8±2．9 38．3±3．3 167．8±5．8 159．9±6．5 66．1±4．8 58．1±52

f值 O．6289 1．0466 1．1609 O．9789 1．3148 O．6329

P值 O．5325 O．301l O．2517 O．3330 O．1951 O．5302

2．免疫细胞水平测定：表2显示，复合微量营养

素补充前，两组体内的免疫细胞CD4+、CD。+、CD，+T

淋巴细胞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补充6

个月后，试验组免疫细胞水平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P<0．05)。而试验组免疫细胞水平在

试验后高于试验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对照组免疫细胞水平试验后不高于试验前，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P>0．05)。

表2试验前后试验组及对照组的免疫细胞水平(个细m3)

蠡蓍1磊西毒‰—聂磊嘉警，值P值细胞试验前 试验后 试验前 试验后
⋯一

CD，+1563±82 2078±108．1595±117 1436±105 62．474<0．05

CD。+462±65 582±754 466±72 472±6l 14．559<O．05

CD。+927±78 1287±974 955±8l 998±84 52．820<O．05

3．微量元素水平测定：表3显示，复合微量营养

素补充前两组人群体内锌、钙、镁、铁的水平测定指

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服用6个月后，试

验组的锌、钙、镁、铁水平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P<0．05)。而试验组锌、钙、镁、铁水平，试

验后高于试验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尸<0．05)。对

照组锌、钙、镁、铁水平试验后不高于试验前，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P>0．05)。

讨 论

微量营养素与机体免疫功能关系密切，很多的

动物实验和人群营养研究证实，微量元素锌、钙、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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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试验前后实验组与对照组的微量元素水平(“mo扎)

铁与机体的免疫功能有密切的关系，在缺乏时机体

的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能力大幅度下降，容易招致

各种感染，通过适量补充这些微量元素能提高机体

的免疫功能，并呈现剂量反应关系门1。锌是一种抗

氧化剂，在免疫反应时能保护细胞免受氧自由基的

损伤。用锌治疗时，cD。+T淋巴细胞能恢复到正常

水平。对HIV感染成年人的研究中发现锌具有分

裂素的特征，也能增强HIV阳性者对其他分裂素

的淋巴繁殖免疫反应。从已有研究结果可以发现，

给HlV感染者适当补锌，可增加cD。+T淋巴细胞

数、增强细胞调节的免疫能力及减少细胞凋亡H】。

维生素A和C的补充可以明显地提高机体的免疫

功能，维生素E在艾滋病发生发展中也起到一定的

作用幛1。

当前世界各围的艾滋病防治专家越来越重视微

量营养素在艾滋病防治中的重要作用；在此领域进

行了大量深入细致的研究。国外的HIv／AIDS传播

途径一般为吸毒及性，对以既往献血为主要感染途

径的HIV感染者及患者很少涉及‘61。目前食品和农

业组织(FAO)以及wHO已经开始强调微量营养素

在艾滋病治疗中的莺要作用，2005年出版了《HIV感

染者营养指南》，旨在为该病患者提供简单而实用的

平衡饮食。但是在我国，相关的报道很少，研究也是

仅限于少数住院患者，对于院外艾滋病患者的营养

状况的研究鲜见报道。

本研究在以既往献血为主要感染途径的地区，

对96例院外HIV感染者进行为期6个月的补充复合

微量营养素T作，通过检测患者体内免疫细胞、微量

元素水平，同时对他们的营养状况、生活环境、经济

状况、临床体检、感染与治疗情况等进行问卷调查，

来分析他们之间的互相作用，为以后制定适合于艾

滋病患者的膳食指南和平衡食谱提供理论和实验依

据。为提高HIV感染者的临床治疗效果、延长HIV

感染者出现临床症状的时间、提高生活质量提供新

的方法与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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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2009年第4期作者单位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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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2009年第4期第331．334页“长沙市农村中学生暴力遭遇影响因素多元多水平分析”的第一作者现工作单位应改为

“广东清远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卫生检疫科”。谨此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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