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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模型制备过程中肺组织及小支气管的病理改变!以期进一

步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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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的发展过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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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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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气道内注入细菌内毒素脂多糖和连续被动吸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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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的方法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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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鼠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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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模
$9>Qc*a

大鼠模型均符合人类
Qc*a

的病

理形态学特点!模型组大鼠在造模过程中逐渐出现肺气肿表现&结论
!

气道内注入脂多糖与烟熏的复合方法能成功制备较稳定

大鼠
Qc*a

动物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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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种有不完全可逆的气流受限#且以进行性发

展为特征的疾病#多与肺部对有害颗粒和气体所产生的炎性反

应有关#其本质是气道慢性非特异性炎症性疾病#以小气道阻

力增加为特点*本实验采用
$

次气道内注入脂多糖和连续被

动吸烟
"

周的方法建立
Qc*a

大鼠模型#动态观察模型制备

过程中肺组织及小支气管的病理改变*

Qc*a

动物模型的成

功建立可为进一步研究人类
Qc*a

提供参照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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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病率和死亡率均较高'

#

(

*发病机制不明#因此#

有必要建立一种与人类
Qc*a

疾病的主要发病诱因及发病过

程相似的实验动物模型#以对
Qc*a

发病机制和防治方法进

行研究*有研究表明#引起
Qc*a

的危险因素中主要包括个

体易感及环境
$

个方面#其中吸烟和感染被认为是环境因素中

最重要的
$

个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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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一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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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在国内报道#采用吸烟和气道内注入脂多

糖的复合法建立
+,-./0

大鼠
Qc*a

模型#各项结果证实这种

大鼠的细胞学)组织病理学及肺功能均符合人类
Qc*a

的特

征#可用于人类
Qc*a

发生)发展的研究*

Qc*a

的病变累及

气道)肺实质乃至肺血管等多级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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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研究用此复合法造

模的结果均提示
Qc*a

动物模型在上述结构中均有相应的病

理和病理生理学改变#该动物模型成功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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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有研究表

明复合法建立的动物模型比单纯熏香烟法更符合
Qc*a

的自

然发病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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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道炎症及气道重塑均更显著'

#&

(

*但该模型

建立过程中烟雾浓度定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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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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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操作很难控制*本实验过

程中选择在
7$S

的熏烟箱内#每次熏烟时香烟支数固定为
#$

支#造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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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大鼠肺组织病理检查结果提示亦符合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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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病理改变*

本研究造模过程中动态观察了不同的熏烟时间肺组织病

理的变化#发现在该熏烟方法下#随着时间的迁延#大鼠咳)喘)

累等症状逐渐加重#体质量明显减轻#病理切片可见气道分泌

物逐渐增多#且气道慢性炎症)气道阻塞情况)肺泡结构改变等

均提示病变逐渐加重#提示
Qc*a

组大鼠病理改变表现为慢

性支气管炎和肺气肿的病理变化#与以往的研究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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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停止熏烟和气道内注入脂多糖
$

周后观察肺组织病理变化#

结果提示该造模方法下肺组织病变呈不可逆性'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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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本研究证明#用烟熏及气道内注入脂多糖复合法能

够建立符合
Qc*a

典型病理改变的大鼠模型#并使该模型成

功制备#为进一步治疗和预防
Qc*a

的发生和发展的研究提

供了基础*

参考文献"

'

#

(

3/KK0,SW

#

SG

HH

,3

#

L4

C

84L

#

4./N%e

H

>/.4,5D80?5,D?K!

-.0GD.,B4

H

GNJ?5/0

6

>,-4/-4$&&2

'

`

(

%(J`b4-

H

,0Q0,.

Q/04W4>

#

$&&2

#

#7<

$

#&

&!

#&2'!#&'2%

'

$

(

b/K4]3

#

PG0>X

#

(5fG4.?(

#

4./N%ZN?K/N-.0/.4

C6

E?0

.84>,/

C

5?-,-

#

J/5/

C

4J45.

#

/5>

H

04B45.,?5?ED80?5,D?K!

-.0GD.,B4

H

GNJ?5/0

6

>,-4/-4 ZcSa 4I4DG.,B4-GJJ/0

6

'

`

(

%(J`b4-

H

,0Q0,.Q/04W4>

#

$&&7

#

#7'

$

'

&!

2<$!222%

'

<

( 宋一平#崔德健#茅培英
%

慢性阻塞性肺病大鼠模型的建

立及药物干预的影响'

`

(

%

军医进修学院学报#

$&&#

#

$$

$

$

&!

==!#&$%

'

"

(

+0,

C

8.̀ S

#

3/0J40XZ

#

Q8G0

C

(%(54G.0?

H

8,N4N/-./-4,5!

8,K,.?004>GD4-D,

C

/04..4-J?̂4!,5>GD4>04J?>4N,5

C

?E

NG5

C

B4--4N-

'

`

(

%UG0b4-

H

,0̀

#

$&&<

#

$$

$

#

&!

77!9#%

'

2

( 金焱#庞宝森#武维屏#等
%

一种实验性大鼠慢性阻塞性肺

疾病模型的建立'

`

(

%

心肺血管病杂志#

$&&"

#

$<

$

<

&!

#7=!

#9#%

'

'

( 邹海峰#赵春玲#陈燕#等
%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大鼠肺牵张

反射对心率的影响'

`

(

%

西部医学#

$&&7

#

#=

$

#

&!

=!##%

'

7

( 田素增#谢敏#刘涛#等
%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大鼠
$

型肺泡

上皮细胞凋亡水平的变化及吸入糖皮质激素对其的影响

'

`

(

%

中国呼吸与危重监护杂志#

$&&7

#

'

$

2

&!

<9#!<9"%

'

9

( 张莉#李金田#刘永琦#等
%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大鼠模型病

变特点的研究'

`

(

%

四川动物#

$&#&

#

$=

$

$

&!

$92!$97%

'

=

( 宋小莲#王昌惠#白冲#等
%

脂多糖结合熏烟法和单纯熏烟

法建立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大鼠模型的比较'

`

(

%

第二军医

大学学报#

$&#&

#

<#

$

<

&!

$"'!$"=%

'

#&

(权卓#郑发展
%

慢性阻塞性肺病大鼠模型的建立和比较评

估'

`

(

%

现代生物医学进展#

$&&=

#

=

$

#&

&!

#92"!#92'%

'

##

(李红梅#崔德健#佟欣#等
%

熏香烟加气管注内毒素和单纯

熏香烟法建立大鼠
Qc*a

模型'

`

(

%

中国病理生理杂志#

$&&$

#

#9

$

7

&!

9&9!9#$%

'

#$

(姜威#刘安梅#王琳
%

慢性阻塞性肺病大鼠模型的肺功能

及肺组织病理学变化评估'

`

(

%

现代生物医学进展#

$&&=

#

=

$

##

&!

$&'7!$&7#%

'

#<

(夏书月#康健
%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的鼠模型与临床研究的

关系'

`

(

%

国际呼吸杂志#

$&&7

#

$7

$

<

&!

$<&!$<2%

'

#"

(

4̀EE40

6

*]%b4J?>4N,5

C

/5>,5EN/JJ/.,?5?EK0?5D8,,5

/-.8J//5>D80?5,D?K-.0GD.,B4

H

GNJ?5/0

6

>,-4/-4

'

`

(

%

*0?D(JA8?0/D

#

$&&"

#

#

$

<

&!

#7'!#9<%

'

#2

(武红莉#冯淬灵#武维屏
%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大鼠模型气

道炎症与重塑的实验研究'

`

(

%

中日友好医院学报#

$&&'

#

#$&

$

$

&!

=2!=9%

$收稿日期!

$&##!#$!$2

!

修回日期!

$&#$!&$!&<

&

$上接第
#$="

页&

!!

.84-./

C

,5

C

/5>

H

0?

C

5?-,-?E,5EN/JJ/.?0

6

K04/-.D/5D40

'

`

(

%Q/5D40

#

$&&=

#

##2

$

$#

&!

2&<9!2&"7%

'

#<

(

]GJ/0b

#

P/N/5/,̂ a

#

W/N8?.0/(%QN,5,D/N/

HH

N,D/.,?5-

?E

H

?-,.0?54J,--,?5.?J?

C

0/

H

8

6

!D?J

H

G.4>.?J?

C

0/

H

8

6

,5?5D?N?

C6

'

`

(

%M5>,/5`Q/5D40

#

$&#&

#

"7

$

$

&!

#&&!##=%

'

#"

(

W/--,J?M

#

W/0,/Z

#

Z455/0?S

#

4./N%aG/N!.,J4!

H

?,5.

#9

3!3aZ*UA

"

QAB40-G->

6

5/J,DK04/-.WbM?E-G-

H

,!

D,?G-K04/-.N4-,?5-

'

`

(

%(̀b

#

$&&9

#

##

$

#=#

&!

#<$<!#<<&%

'

#2

(

[/0G.?A

#

X8?f?c

#

a/,-Ĝ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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