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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常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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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色中#各组小鼠均表

现为肾小球内细胞的增生#但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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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色中#治疗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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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鼠肾组织病变明

显减轻#光镜下表现为肾小球毛细血管开放增多#基底膜空泡

变性及肾小囊壁层上皮细胞增生均减轻#而肾小管病变各组均

不明显#见彩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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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

论

Qh,Q

小鼠是一种近年培育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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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其发病非常接

近人类)由于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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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色体上携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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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该基因能加速

自身免疫反应#故使得雄鼠较雌鼠发病早且病变更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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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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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作者选用
$0

周龄的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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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鼠为研究对象符

合实验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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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中国商陆中含量最高的皂苷'

%

(

)有研究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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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系膜增生性肾炎和膜性肾炎均有降尿蛋白*保护肾功能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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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研究表明测定尿蛋白"尿肌酐比值评估尿蛋白不

但具有较高灵敏度和准确性#而且特异性亦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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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比值

应用还校正了各种因素引起的尿液浓度的变化#比尿液的定时

收集和定量测定更方便)本研究发现#经治疗后小鼠尿蛋白"

尿肌酐比值*肾脏病理学改变亦明显好转#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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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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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情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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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免疫调节作用#在促发炎

症及炎症维持过程中也有重要作用)鞠少卿'

$0

(的研究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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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血清及未经刺激的外周血单个核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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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清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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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均高于常人#且活动期升高更明显)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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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模型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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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接近董妍君等的研究#而各治疗组

明显减少#高剂量组更甚#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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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通过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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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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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分泌#进而减轻炎症反应阻止病程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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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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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机制可能是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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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抗炎作用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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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泌减

少#达到下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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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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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多种细胞产生#具有可影响
Q

细胞的增殖*分化和

诱导分泌免疫球蛋白的作用)正常人
Q

细胞几乎不自发产生

]V:/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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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可以自发地产生大量
]V:/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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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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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指出#在
,VU

患者血清中
]V:/

含量明显增加#活动期
]V:/

增加更明显)而随着病情缓解#

]V:/

水平也随之下降#故可用

于病情判断*疗效观察)本实验各治疗组对
]V:/

有明显的下

调作用#

U8#

高剂量尤为明显)

U8#

降低
]V:/

的机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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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8#

抑制
OQ!-

自发分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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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U8#

下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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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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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V:/()*#

的作用#使其转录和翻译下降#从而降

低
]V:/

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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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均较常温缺血组明显缩小#表明亚低温干预对脑缺血再灌注

大鼠具有明显神经保护作用#与蔡斌等'

&

(和刘昌云等'

;

(的研究

结果一致)

*aQ

是德国科学家
QFD(=8>=D

等'

6

(研究发现的一种功能

上类似于肌红蛋白的携氧球蛋白#它与氧有较高的亲和力#即

使在血氧体积分数较低的环境下#

*aQ

也能成功携带氧跨越

血脑脊液屏障#把氧转运到脑组织中#从而满足脑组织对氧的

需求'

$'

(

)研究发现只占全脑组织总蛋白含量
'1'$P

的
*aQ

#

无论离体或在体模型#其表达的增加都可以保护神经组织免受

缺氧损伤#提示
*aQ

具有脑保护作用'

$$

(

#但其机制并不十分

明确#可能的机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

%促进氧向神经元

线粒体的扩散或直接介导氧向线粒体的传递#促进三磷酸腺苷

的产生#从而维持神经元的功能&$

0

%具有还原型烟酰胺腺嘌呤

二核苷酸氧化酶的功能#该酶在三磷酸腺苷的生成中有重要作

用#可增加细胞供能'

$0

(

&$

5

%清除活性氧自由基和氮自由

基'

$5

(

&$

.

%作为信号转导中的调节子发挥作用)

本研究选取缺血侧海马
-#$

区为观察区域#结果显示#假

手术组海马
-#$

区可见一定量
*aQ

阳性表达#常温缺血组和

亚低温缺血组缺血侧海马
-#$

区
*aQ

阳性细胞数在再灌注

5A

即高于假手术组#于再灌注
0.A

达高峰#较假手术组明显

升高#以后逐渐下降#至再灌注
$

周恢复至假手术组水平)说

明在缺血再灌注早期#缺血区脑组织
*aQ

即合成增加#从而减

轻了海马区缺氧性损伤#起到对神经元的保护作用)上述缺血

侧海马
-#$

区
*aQ

先升高后下降的表达趋势与赵斌'

$.

(报道

的脑缺血再灌注损伤后海马区
*aQ

表达规律一致#但
,A@9

?

等'

$%

(认为脑缺血再灌注损伤后#海马区
*aQ

的表达呈逐渐减

少的趋势#这可能与采用动物模型和缺血程度的不同有关)

本研究还发现#常温缺血组和亚低温缺血组缺血侧海马

-#$

区阳性细胞数除再灌注
$

周外#其余各时间点均高于假

手术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除再灌注
$

周外#亚低温缺血组

缺血侧海马
-#$

区阳性细胞数均高于常温缺血组#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提示亚低温干预能促进脑缺血再灌注后
*aQ

的表

达)因此#亚低温的脑保护作用可能是通过促进
*aQ

的表达#

从而减少大鼠脑梗死灶体积#减轻神经功能缺损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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