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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
'%

只雌性昆明小鼠

分成
'

组(纤维化模型组"

6

组$&

\TQ

干预组"

4

组$和生理盐水对照组"

O

组$%

/

周时采集标本!用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检测丙氨

酸氨基转移酶"

6N7

$&天冬氨酸氨基转移酶"

6J7

$&总胆红素"

74RN

$&清蛋白"

6N4

$'放射免疫法检测肝纤维化指标(透明质酸

"

e6

$&层粘连蛋白"

N\

$&

&

型前胶原"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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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种神经营

养因子#属于神经生长因子家族中的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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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由一类结

构和功能同源的蛋白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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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泛分布于人体内)早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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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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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它与反应神经元细胞表面受体结

合#在神经的生长发育*分化*功能维持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后

来#陆续有研究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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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作用于淋巴细胞*单核细胞*中性

粒细胞等#调节免疫系统及造血系统功能#还参与炎性肠病*银

屑病等多种炎性疾病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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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研究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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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可以

作为一种重要的组织修复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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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肝纤维化正是肝脏慢性炎

症长期反复修复而引起的病理结果#故有学者推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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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肝

纤维化之间存在某种内在联系)近年来#有体外实验研究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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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体内实验效果如何罕见报

道#本实验通过建立动物肝纤维化模型#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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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四氯化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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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疫试剂盒和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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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前胶原氨端肽放射免疫试剂盒均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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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组织病理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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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肝脏炎症及纤维化程度最明

显#表现为肝细胞结构紊乱#广泛脂肪变性#气球样变*炎症坏

死及弥漫的纤维间隔形成#汇管区可见网状纤维粗而多#胶原

纤维亦粗#且交织成网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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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肝细胞纤维化程度较
6

组显著

减轻#汇管区见网状纤维细少#胶原纤维也很细短#呈分支状#

未形成纤维间隔#且肝细胞气球样变*脂肪变性及炎症细胞浸

润均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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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轻(

O

组肝细胞排列整齐#肝窦*肝索清晰#未见明

显的纤维形成#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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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脏炎症活动度及纤维化
R+>8E#

评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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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间肝脏炎

症活动度得分及肝纤维化得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H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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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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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脏炎症活动度评分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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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纤维化评分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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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各种原因$如病毒性*药物性*酒精性*自身免疫性*代谢性

等%引起的肝脏慢性损伤和修复#会使纤维结缔组织增生#逐渐

形成肝纤维化&

/

'

)然而#肝纤维化可进展为肝硬化#甚至肝癌#

直接威胁到肝病患者的生命)如能阻断或逆转肝纤维化#就可

减少严重后果的发生#这是肝病治疗的关键#也是目前国内外

医学研究的热点之一)

\TQ

作为一种神经营养因子#在神经系统的中的应用已

经很成熟了)近年来#

\TQ

在肝脏疾病中的作用亦展露头角)

一方面#肝损伤时肝细胞可表达
\TQ

#而
\TQ

可抑制核因子
.

+

4

的激活#减少促炎因子的产生#进而抑制肝脏炎性反应#减

缓肝纤维化的进展&

(

'

)另一方面#

\TQ

与肝纤维化密切相关#

特别是对肝纤维化的中心环节#即
eJO

的活化及增殖#其在肝

纤维化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TQ

可抑制
eJO

的增殖#作用机

制可能是通过诱导凋亡来调节
eJO

的数量&

$%

'

)另外#

\TQ

可抑制
eJO

合成
,

*

&

型胶原#诱导
eJO

凋亡#抑制
eJO

胶

原分泌#可能是
\TQ

抗肝纤维化的作用机制&

$$

'

)学者们通过

体外实验逐渐认识到
\TQ

在抗肝纤维化中的作用#为此本课

题就
\TQ

与抗肝纤维化作用的体内实验效果进行了深入

研究)

本实验结果发现#实验
/

周后#

6N7

*

6J7

在纤维化模型

组$

6

组%*

\TQ

干预组$

4

组%和生理盐水组$

O

组%比较#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

$

%&%2

%(但
'

组中
74RN

*

6N4

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

!

%

%&%2

%)

6N7

*

6J7

为反映肝脏炎症的敏感指标#

6N7

存在于肝细胞的胞质中#

6J7

通常存在于线粒体中#

6

*

4

组中
6J7

"

6N7

%

$

#本研究结果提示
'

组肝细胞均有损伤#呈

慢性化表现)

6N7

*

6J7

在
6

组水平最高#在
4

*

O

组依次降

低#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2

%#表明
\TQ

能有效降低

6N7

*

6J7

水平#可改善肝脏的炎症)其中
74RN

*

6N4

在
6

*

4

*

O'

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提示
74RN

及
6N4

不能敏感地反

映
OON

0

诱导的小鼠早期肝损伤#可能在肝脏病变和病程达到

一定程度后才会有变化)从肝组织病理常规
eW

染色观察到#

6

组汇管区广泛炎症细胞浸润#肝细胞脂肪变性*气球样变均

)1%1

重庆医学
1%$2

年
2

月第
00

卷第
$2

期



较
4

*

O

组严重(另外
R+>8E#

肝脏炎症评分显示#

6

组小鼠得分

多为
$%

!

$0

分#

4

组多为
-

!

(

分#

O

组多为
%

!

'

分#且
'

组肝

脏炎症活动度得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Hb$1&%(

#

!

$

%&%$

%)以上结果进一步提示
\TQ

有减轻
OON

0

诱导的小鼠

肝脏炎症的作用#也有利于减缓肝纤维化的进展)

肝纤维化指标
e6

*

N\

*

`

&

在
6

组中显著升高#高于
4

*

O

组#各实验组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2

%)其中
4

组

e6

*

N\

*

Ò

&

水平较
6

组明显低#提示
\TQ

有延缓或逆转

OON

0

诱导小鼠肝纤维化形成的作用)

\TQ

能有效阻断肝纤

维化亦在组织病理形态学中得到证实!

6

组
A8++",

染色和网

状纤维染色可见汇管区周围纤维化明显#可见大量粗且长的网

状纤维*胶原纤维以及纤维间隔形成(

4

组
A8++",

染色和网状

纤维染色显示其纤维化程度较
6

组显著减轻#纤维组织细少(

O

组仅可见到稀少的细短成毛刺状纤维)

R+>8E#

肝纤维化评

分显示#

6

组小鼠得分均较高#多数在
2

分#

4

组小鼠得分多为

'

分#

O

组小鼠则多为
%

分#

'

组肝纤维化得分比较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Hb$-&(2

#

!

$

%&%$

%)以上结果表明
\TQ

可有效

阻断
OON

0

诱导的小鼠肝纤维化#减轻肝组织炎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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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医学)杂志对运用统计学方法的有关要求

$&

统计学符号!按
T4''2/V$(/1

,统计学名词及符号-的有关规定#统计学符号一律采用斜体)

1&

研究设计!应告知研究设计的名称和主要方法)如调查设计$分为前瞻性*回顾性或是横断面调查研究%#实验设计

$应告知具体的设计类型#如自身配对设计*成组设计*交叉设计*析因设计*正交设计等%#临床试验设计$应告知属于第几期

临床试验#采用了何种盲法措施等%(主要做法应围绕
0

个基本原则$重复*随机*对照*均衡%概要说明#尤其要告知如何控制

重要非试验因素的干扰和影响)

'&

资料的表达与描述!用
Kf<

表达近似服从正态分布的定量资料#用
:

$

)Q

%表达呈偏态分布的定量资料(用统计表

时#要合理安排纵横标目#并将数据的含义表达清楚(用统计图时#所用统计图的类型应与资料性质相匹配#并使数轴上刻度

值的标法符合数学原则(用相对数时#分母不宜小于
1%

#要清楚区分百分率和百分比)

0&

统计学分析方法的选择!对于定量资料#应根据所采用的设
m

计类型*资料所具备的条件和分析目的#选用合适的统计

学分析方法#不应盲目套用
9

检验和单因素方差分析(对于定性资料#应根据所采用的设计类型*定性变量的性质和频数所

具备的条件及分析目的#选用合适的统计学分析方法#不应盲目套用
!

1 检验)对于回归分析#应结合专业知识和散点图#选

用合适的回归类型#不应盲目套用简单直线回归分析(对于具有重复实验数据检验回归分析资料#不应简单化处理(对于多

因素*多指标资料#要在一元分析的基础上#尽可能运用多元统计分析方法#以便对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和多指标之间的内

在联系做出全面*合理的解释和评价)

2&

统计结果的解释和表达!应写明采用统计学方法的具体名称$如!成组设计资料的
9

检验*两因素析因设计资料的方

差分析*多个均数之间两两比较的
2

检验等%#统计量的具体质$如!

9b'&02

#

!

1

b0&)/

#

Ob)&-(

等%(在用不等式表示
!

值的

情况下#一般情况下选用
!

%

%&%2

*

!

$

%&%2

和
!

$

%&%$

三种表达方式#无须再细分为
!

$

%&%%$

或
!

$

%&%%%$

)当涉及总

体参数$如总体均数*总体率%时#再给出显著性检验结果的同时#应再给出
(23

可信区间$

HN

%)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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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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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

卷第
$2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