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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疫荧光染色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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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糖尿病是以胰岛
'

细胞选择性破坏#在病理学上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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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凋亡的内分泌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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荧光染色也观察到#

.=b

损伤时细胞发明亮淡蓝色强荧光#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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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伤#其介导机制可能与使生物膜脂质过氧化反应增强等有

关'

%

(

)

.UW

是存在于体内的一种重要的金属酶#能阻断自由

基引发的一系列连锁反应#其活力的高低反映了抗自由基的能

力)

-WF

是氧自由基作用于生物膜中多不饱和脂肪酸引发

脂质过氧化的主要代谢产物#能促使蛋白质合成能力下降或合

成功能紊乱#其值的高低反应了受自由基攻击的程度)本研究

结果显示#加入
.=b

后培养液中
.UW

活性较对照组明显降

低#

-WF

*

RU

"

e

"

RU

#

e水平明显升高#提示
.=b

可能通过抑

制
.UW

的活力#导致自由基清除障碍#引发胰岛
'

细胞生物膜

脂质过氧化%而过量的
RU

"

e

"

RU

#

e也可能参与了
.=b

的细

胞损伤机制#但
.=b

组中
RU.

的活性较对照组无明显变化#

说明
RU.

活性变化可能与
.=b

介导的胰岛
'

细胞损伤无关#

与本课题组前期研究结果一致'

E

(

)

"

>=

是生物体内最重要的自由基清除剂之一#其色原烷醇

环上含有羟基#具有还原性#极易与氧分子及$下转第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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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是医院获得性肺炎中最常见*最危重的#随着机械通

气技术的迅速发展#机械通气患者增多#

(F?

也逐渐增多#发

生率为
AX

$

C&X

'

%

(

#死亡率高达
##X

$

C!X

)

(F?

发生率

与机械通气时间成正比#机械通气时间越长#发生
(F?

的概

率越大)张亚莉等'

E

(报道机械通气增加
!:

#

(F?

发生率增加

!X

$

#X

#如通气时间小于
!

周#

(F?

发生率为
"&$AX

#机械

通气时间
!

$

"

周#

(F?

发生率达
C#$'DX

#

%

#

周者#

(F?

发

生率为
D#$##X

)

(F?

发病机制与多种因素有关#常见致病因素有!$

!

&气

管插管及气管切开后破坏了上呼吸道屏障#减弱了纤毛的清除

及咳嗽反射#增加了将口咽部细菌直接种植于呼吸道的机会#

且机械通气患者声门下与支气管气囊之间的间隙积液存留流

入下呼吸道引起
(F?

)$

"

&胃肠道细菌的误吸)一般
(F?

患

者因应用制酸剂导致胃酸
P

T

升高#

P

T

超过
%

#则胃内细菌过

度增殖%同时患者需长时间留置胃管行肠内营养#从而减弱食

管下段括约肌功能#增加了胃食管反流及误吸的机会)$

#

&呼

吸机管道的管理不当)含有液体的装置易引起细菌在水中大

量繁殖#通过呼吸机管道直接引流微生物在下呼吸道种植#并

发
(F?

)$

%

&广谱抗菌物及激素的不合理应用#导致菌群失

调#且机械通气患者常因免疫力下降#增加了
(F?

发生机会)

在
(F?

病例中常见病原菌以革兰阴性杆菌为主#革兰阳

性球菌次之#再次为真菌)王美霞等'

'

(报道#

(F?

病原菌革兰

阴性杆菌占
CC$"X

#常见菌为铜绿假单胞菌*鲍曼不动杆菌*

肺炎克雷伯菌*大肠杆菌等%革兰阳性球菌占
!C$CX

#主要为

金黄色葡萄球菌*肺炎链球菌等%真菌占
E$CAX

)本组病原菌

种类与该研究一致#抗菌物中以
'

>

内酰胺类对病原菌有较好

作用)

(F?

患者病情重#初始治疗尤为关键#因
(F?

相关死亡

率更依赖于最初抗菌药治疗的准确性)治疗原则应是早期*联

合*足量应用抗菌药)一旦考虑为
(F?

疑似病例#应立即采

集下呼吸道分泌物进行细菌培养及药敏试验#同时采取/猛击0

策略全面覆盖#特别要兼顾对
(F?

常见病原菌的联合覆盖)

一旦获得细菌学诊断后#再改以敏感抗菌药治疗)

加强对
(F?

的预防#能有效降低
(F?

发生率!$

!

&严格

执行消毒隔离及无菌操作技术#防止交叉感染#工作人员须有

效洗手消毒#严格无菌操作#呼吸机管道要加强消毒灭菌#对监

护室及医疗设备要及时消毒)$

"

&缩短机械通气时间)只要

患者病情符合拔管条件#应尽快拔管以缩短机械通气时间#减

少感染机会)$

#

&应用胃黏膜保护剂替代制酸剂或
T

"

受体阻

滞剂#降低胃液
P

T

值)$

%

&加强重症患者的营养支持#增强机

体免疫力)$

E

&对声门下与气管气囊之间的积液进行引流#防

止积液进入下呼吸道)$

'

&体位设置)将患者上半身抬高
#&o

$

%Eo

#可减少胃食管反流和误吸的发生#降低
(F?

的发生)

总之#对机械通气患者采取积极有效的预防#同时早期诊

断#及时有效的抗菌药和全身综合治疗#才能有效控制和减少

(F?

的发生率#降低死亡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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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基结合)通过自身被氧化成生育醌#从而将
<UU

e转变

为化学性质不活泼的
<UUT

#阻断生物膜内黄嘌呤氧化酶

$

cU

&反应链#抑制脂质过氧化反应的启动和链传递#保护细胞

结构免于氧化损伤'

'

(

)在本实验条件下#分离培养的胰岛细胞

经不同浓度
"

>=

预先作用后再加入
.=b

#基础和高糖刺激下胰

岛素分泌量减少的程度明显降低#并且变化程度随药物浓度的

增加而增大#提示
"

>=

对胰岛功能的保护作用呈剂量依赖趋

势)预先加入
"

>=

作用后#胰岛细胞凋亡率及荧光染色中具有

发强荧光凋亡特征的细胞数明显减少#提示
"

>=

能有效抑制

.=b

诱导的胰岛细胞凋亡)

"

>=

干预组较
.=b

组培养液中

.UW

活性明显增加#

-WF

*

RU

"

e

"

RU

#

e 水平明显降低#提示

"

>=

可能通过增强细胞抗氧化性及清除自由基能力#减少脂质

过氧化损伤#从而对抗诸如
.=b

等外源性损伤因子引起的胰

岛细胞凋亡#发挥细胞保护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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