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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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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间黏附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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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泌量的变化!从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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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调节气道上皮细

胞炎症因子分泌中的作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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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实验主要是研究不同时相点不同浓度
RNX

对气道上皮

细胞分泌
74N.$

*

3[Q.

)

*

3YQ.

*

*

9487.$

和
9487.1

的影响#

分析炎症因子分泌量的变化#从而为探索气道炎症机制提供理

论基础)

研究表明
RNX

可以通过
3YQ.

*

*

9R.$

)

*诱生型一氧化氮合

酶等影响巨噬细胞功能&

/

'

#而
7LDD>H.5>CP>H

等&

(

'在用
RNX

刺

激小鼠舌源性上皮细胞系的实验中发现
RNX

并没有通过内源

性炎症因子如
3YQ.

*

*

3[Q.

)

等影响上皮细胞功能#而本研究

发现
RNX

可以干预气道上皮细胞对炎症因子
74N.$

*

3[Q.

)

*

3YQ.

*

*

9487.$

和
9487.1

的分泌)对气道上皮细胞的研究

中发现
RNX

能够干预气道上皮细胞分泌
74N.$

#在
RNX

干预

浓度为
2%&%

#

@

"

KR

#干预时间为
0B

时#

74N.$

的分泌量达到

一个峰值#与上述结果相似(而且在各个时相点#都存在一个最

佳的
RNX

干预浓度使
74N.$

的分泌量达到最大#这就说明

74N.$

可能在气道上皮细胞发生炎症的过程中起着重要作

用)用
RNX

作为刺激因素建造的人体或是动物呼吸系统损伤

模型都是以支气管肺泡内中性粒细胞灌注和炎症因子分泌增

多为特征的#而且这个特征已经被用于检测新的抗炎药物&

$%

'

(

激活的巨噬细胞和上皮细胞能够产生炎症因子如
3YQ.

*

和

9R.$

)

#这些炎症介质又可以诱导包括
9R.)

在内的其他炎症因

子的释放&

$$

'

(本研究也发现
RNX

能够干预气道上皮细胞

3YQ.

*

的分泌#且
3YQ.

*

的分泌量与
RNX

的干预浓度有关#

在各个时相点#都存在一个最佳的
RNX

干预浓度#与上述结果

基本一致)牟海波等&

$1

'研究发现在树突状细胞的培养体系中

加入
3[Q.

)

能够培养出更为幼稚的树突状细胞#且此种细胞

对
RNX

的刺激呈现一种低反应性(近年来也有研究发现
RNX

可以通过
RNX

结合蛋白促进细胞释放炎症因子
3[Q.

)

和

9QY.

$

&

$'

'

(本研究结果跟上述结果基本一致#本研究也发现

RNX

能够干预气道上皮细胞分泌
3[Q.

)

(万力等&

$0

'研究发现

一定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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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
3[Q.

)

分泌量增加的同时#

9QY.

$

分泌量降低#且呈量效

依赖关系#随着
RNX

干预浓度的增加$

%&2

#

@

"

KR

%#上述干预

作用开始下降#当刺激浓度达到
$&%

#

@

"

KR

时#则呈相反作

用#也就是说
3[Q.

)

分泌量下降而
9QY.

$

分泌量开始升高(本

研究也发现
3[Q.

)

的分泌量跟
RNX

的干预浓度有关#而且跟

RNX

的干预时间也有关系#干预时间为
10B

内$包括
10B

%时#

3[Q.

)

的分泌量达到最大有一个最佳的
RNX

干预浓度#而在

干预时间为
'%B

时#

3[Q.

)

的分泌量反而出现下降趋势(而且

还有人认为
3[Q.

)

缺乏的小鼠在生存的
'

周内就会发生全身

炎性反应#而且这种炎性反应和小肠上皮细胞功能紊乱有

关&

$2

'

(目前#多数学者认为#肝脏的缺血再灌注损伤的核心仍

然是炎性反应#主要由炎症细胞介导)

9487.$

通过与其配体

RQ8.$

结合#启动细胞黏附和活化#使中性粒细胞牢固地黏附

于血管壁(还有研究显示
9487.$

可以介导中性粒细胞通过内

皮细胞全层#迁移至肝实质细胞#释放蛋白酶和反应性氧原子#

造成肝细胞损伤&

$)

'

(而在气道上皮细胞中对
9487

炎症因子

家族的研究相对较少#而本研究对
9487.$

和
9487.1

同时做

了研究#发现
RNX

能够干预气道上皮细胞分泌
9487.$

和

9487.1

#在
RNX

干预浓度为
1%&%

#

@

"

KR

#干预时间为
0

*

/B

时#

9487.$

的分泌量可以达到峰值#而且在各个时相点#

9487.$

的分泌量均增加#且存在一个最佳的
RNX

干预浓度(

而
9487.1

在除干预时间为
'%B

以外的各时相点才和
9487.

$

分泌量的变化表现一致)

本研究通过不同浓度的
RNX

在不同时相点干预
820(

细

胞#并 分 析 炎 症 因 子
3[Q.

)

*

3YQ.

*

*

74N.$

*

9487.$

和

9487.1

分泌量的变化#发现
RNX

可以对气道上皮细胞
3[Q.

)

#

74N.$

#

3YQ.

*

#

9487.$

和
9487.1

的分泌量产生影响#而

且上述炎症因子分泌量和
RNX

的干预浓度及干预时间有关#

这就说明气道炎症性疾病的发生与各种损伤性刺激的强度和

时间密切相关#而且他还提示在疾病发生的合适时机对疾病进

行干预可能会起到更好的治疗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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