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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激
"%L

后!应用试剂盒检测细胞培养上清液中总抗氧化能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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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

*.T>?S

%水平&结果
!

与磷酸盐缓冲液"

?,.

%组比较!

9?.

组培养上清液中
=>FU/

和
*.T>?S

水

平均明显下降&低浓度氯胺酮预处理组"

!&

%

8@N

#

9

%与
9?.

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而较高浓度氯胺酮预处理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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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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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L

$

&$&!

%&结论
!

一定浓度氯胺酮对
9?.

刺激的
R<D#D#

细胞
=>FU/

和
*.T>?S

水平降低具有明显改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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氯胺酮是常用静脉麻醉药#离体实验结果显示#氯胺酮能

够抑制巨噬细胞$

F-

&释放炎性因子'

!

(

#从而发挥抗炎效应)

而脂多糖$

9?.

&是革兰阴性菌外膜组成成分#侵入机体后在

9?.

结合蛋白介导下#与
F-

膜上
/W!%

结合#通过核因子
>

*

,

$

R+>

*

,

&信号等途径调节细胞因子释放和一氧化氮$

RU

&产生

而参与炎症反应'

"

(

)

F-

是炎症反应的主要效应细胞#

F-

通

过分泌各种细胞因子*自由基*蛋白酶及各种补体参与局部炎

症反应'

#

(

)本研究以肺泡
F-

系
R<D#D#

为研究对象#观察氯

胺酮对
9?.

刺激的总抗氧化能力$

=>FU/

&及谷胱甘肽过氧化

物酶$

*.T>?S

&的干预作用#初步探讨氯胺酮对
9?.

诱发的氧

化应激作用及可能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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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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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基中#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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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恒温培养箱中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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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上清液中
=>FU/

和
*.T>?S

的检测
!

将大鼠

F-

按
EY!&

E 个"
89

接种于
"%

孔板#每孔
!89

)分为
E

组#

对照组$

/

组&于培养基中加入与
9?.

等量的磷酸盐缓冲液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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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组$

9

组&于培养基中加入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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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氯胺酮

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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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于培养基中加入氯胺酮 $终浓度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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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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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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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孵育
&$EL

后#再加入
9?.

)培养
"%L

后收集

各组培养液#离心后取上清液#立即冻存于
e"&Z

冰箱待测)

上清液稀释后按试剂盒说明书进行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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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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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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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计量资料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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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组间差异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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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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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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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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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R<D#D#

细胞
=>FU/

和
*.T>?S

水平

明显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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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氯胺酮低浓度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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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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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而中*高浓度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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诱导的
=>FU/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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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升高#差异有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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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是生物体抵御外来微生物入侵的天然屏障#是固有性

免疫细胞中重要的效应细胞)

F-

位于肺泡腔及小气道内#是

肺内重要的常驻细胞和防御细胞)除发挥吞噬防御功能外#也

可通过分泌大量的细胞因子始动和调节局部的炎症反应)在

慢性阻塞性肺病*免疫复合物诱导的肺损伤*哮喘等肺疾病中

F-

起着重要作用)

F-

还能被很多物质激活#如
9?.

*

T

"

U

"

*

_+R>

,

等#产生氧化应激损伤)在哮喘研究模型中#目

前多采用大鼠作实验模型#故本研究采用大鼠肺泡
F-

#选用

具有正常肺泡
F-

特点的大鼠
F-

系
R<D#D#

作为研究对

象#可连续传代#不仅省时省力#而且还可以克服动物个体差异

导致的结果不稳定性)

R<D#D#

细胞能提供研究肺泡
F-

适

合的试验系统#能够对刺激产生相应的反应#产生细胞因子等)

在激活状态下#

F-

产生大量氧自由基#这些分子具有很

高的反应性#可以与细菌细胞膜*核酸分子及蛋白质发生氧化

还原反应#导致抗氧化能力下降)此外活性氧$

<U.

&还可上调

一些细胞因子及黏附分子#如
=R+

*

_9>!

*

_/F->!

表达水平#

放大炎症反应)

9?.

是实验中常用的细胞激活药物#其能够激活细胞产生

多种物质)周媛等'

#

(发现
9?.

能够使星形胶质细胞内钙离子

升高及
<U.

释放增加)现已证实#

9?.

处理
F-

后可引起

R+>

0

,

途径和
-F?[

途径激活'

%

(

)

bL@G

等'

E

(研究发现#在

F-

#

9?.

除了激活这两种途径外#还可引起胞内游离钙离子

浓度升高#进而激活
?5@3I26]2640I/

$

?[/

&#释放
RU

*

=R+>

"

*

<U.

等)有研究显示#用
!8

7

"

99?.

刺激肺泡
F-

#能够

引起
R+>

*

,

*

HF-?

*

UT

和
U

"

e明显升高#使细胞处于激活状

态'

'

(

)

=>FU/

是体内抗氧化物质对抗过氧化损伤能力的总和#

*.T>?S

主要存在于胞浆和线粒体内#能清除过氧化氢以及脂

质过氧化物)本研究结果表明#当用
9?.

刺激
F-

后培养上

清液中
=>FU/

和
*.T>?S

水平明显降低#说明
9?.

可以导致

F-

的抗氧化能力下降)

氯胺酮是目前常用麻醉药物#近年来研究发现#氯胺酮除

传统的麻醉与镇痛作用外#还具有明显抗炎作用)谭志鑫和李

玉山'

C

(通过失血性休克兔模型发现氯胺酮具有很好的抗氧化

作用)有研究显示#氯胺酮能明显抑制严重创伤早期小鼠腹腔

F-

糖皮质激素受体水平的下调#部分改善小鼠严重创伤诱发

的应激状态'

D>A

(

)本实验结果显示#

9

组
=>FU/

和
*.T>?S

水

平明显低于
/

组#

!&

%

8@N

"

9

氯胺酮对此无改善作用#而当用

较高剂量范围氯胺酮$

!&&

*

!&&&

%

8@N

"

9

&预处理时#对
9?.

所致的
R<D#D#

细胞
=>FU/

和
*.T>?S

水平降低具有明显改

善作用)

W@826@

等'

!&

(研究表明#氯胺酮
!&&

%

8@N

"

9

为临床

用药剂量#因此本实验结果提示#临床剂量氯胺酮即可抑制

9?.

引起的氧化应激损伤#增加氯胺酮剂量不能达到增加抑制

效应的目的)

综上所述#临床剂量氯胺酮即可抑制
9?.

引起的肺泡

F-=>FU/

和
*.T>?S

水平下降#而增加剂量不能增加抑制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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