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诱导的内毒素休克的主要症状之一(

空白对照组小鼠肝脏组织可见肝小叶结构正常#可见中央静脉

周围呈放射状)索窦状结构#肝细胞正常#未见异常改变#肝血

窦正常无充血$插
&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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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组小鼠肝脏切片可见弥漫性

肝细胞坏死#肝小叶结构紊乱#肝血窦明显扩张淤血$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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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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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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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明显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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诱导的肝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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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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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淤血和肝细胞坏死少见(溶剂对照组切片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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诱导急性肝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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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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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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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模型组血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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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组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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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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诱导急性肝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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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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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酮酸乙酯预处理小鼠可以有效抑制
,./

诱导的急性肝

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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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急性乙醇处理可以降低
,./

诱导的动物死亡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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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有类似结构的
&'

尚未见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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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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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于其抑制
,./

诱导急性肝损伤的剂量#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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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体内单

独作用#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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诱导的急性肝损伤(本研究结果显示#溶剂

组没有效果的原因在于乙醇有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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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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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有效降低
*+9-

"

,./

诱导

的死亡率#同时可以有效降低血清中
',=

水平以及血清)肝

脏中
->

水平(

*+9-

"

,./

可诱导生物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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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量升高#随着时间的延长

及肝损伤的加重#内皮型一氧化氮合酶$

G->/

&活性被抑制#诱

导型一氧化氮合酶$

7->/

&表达增加#持续产生大量的
->

#增

加氧自由基的产生#造成细胞毒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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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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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白持续表达#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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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升高#增高的
->

在内毒素

性休克早期诱导肝细胞凋亡和肝损伤#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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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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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合

成对急性肝损伤有保护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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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实验结果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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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制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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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产生#推测其机制可能是抑制
7->/

活性#有待进一

步证实(

,./

诱导的内毒素性休克与过量的细胞因子释放到循环

系统中有关#以
=-U)

#

)

V,)!

$

)

V,)@

和
V,):

为主的细胞因子以

,细胞因子瀑布-的形式释放到生物体内*

!2)!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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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
,./

"

*+9-

诱导
-U)

'

`

前致炎细胞因子通路激活也将导致严重的

炎症反应*

!@

+

(而
&'

可以明显抑制
*+9-

"

,./

诱导的内毒素

性休克#推测
&'

对内毒素性休克中的保护作用涉及到细胞因

子瀑布的阻断#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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