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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细胞转染
0/>

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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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F$

组

和
!

.:"!@#,+#<9F1

组细胞上清中
6:9.

&

的水平低于对照组

和空载体组#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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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组之间比较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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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核表达载体转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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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细胞上清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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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表达水平
!

细胞转染
0/>

后
!

.:"!@#,+#<9F$

组

和
!

.:"!@#,+#<9F1

组细胞上清中
67.$%

的水平高于对照组和

空载体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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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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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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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F#

&技术自发现以来就

引起了研究者的极大关注#因其具有高效性)特异性等优点#这

使得
<9F#

技术广泛用于基因功能和治疗多种疾病等方面的

研究#尤其是用于治疗自身免疫性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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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瘤'

).-

(的研究*

CLKB3

Q

等'

'

(将
4L+

I

L+3.'

的特异性
+#<9F

序列和
U'

受体激

动剂胆碱连接#转染
cGZ

细胞#以受体介导的细胞内吞的方

式将
+#<9F

带入
cGZ

细胞内#它可以明显抑制
4L+

I

L+3.'

在

基因和蛋白水平的表达*

eK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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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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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F

的腺病

毒载体注射小鼠#可有效沉默小鼠假体周围组织中的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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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表达#从而抑制骨溶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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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多数哺乳动物细胞均有表达#本研究成功构建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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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
+#<9F

真核表达载体并转染
cGZ

细胞#结果发现
!

.

:"!@#,+#<9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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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中
cGZ

细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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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F

的表达与对照组和空载体组比较明显下降#充分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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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异性
+#<9F

能在基因水平上沉默其表达*本研究

进一步采用细胞荧光免疫法检测
cGZ

细胞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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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蛋

白表达情况#结果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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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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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蛋白表达水平与对照组和空载体组比较明

显减弱#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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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蛋白水平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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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分泌细胞因子模式的不同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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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8>1

#

8>$

主要分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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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8>1

主要分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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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等#

8>$

和
8>1

在体内保持平衡#二者的失衡在自身免疫病的发病机制中具有

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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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结果发现#与对照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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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9F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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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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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水平明显升高#而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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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水平下降#但不明显*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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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9F

可以减轻炎性

反应#同时逆转
cGZ

细胞中
8>$

和
8>1

的失衡#使二者保持

平衡*

本实验设计的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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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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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列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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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白水平的表达作用强于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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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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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而两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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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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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用没有明显

差别*提示本实验的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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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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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但对炎性反应的作用没有明显差别*本研究结果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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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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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的作用#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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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因治疗提供实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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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粒载体转染细胞#转

染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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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染效率最高#但经流式细胞术鉴定也只能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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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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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蛋白水平的表达#但检测细胞上清中细胞因子却没有明显的

改变#可能和其转染效率不是很高有关系*接下来本研究团队

将构建腺病毒载体#从而大幅度提高其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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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的效

率#进一步检测细胞上清中细胞因子)细胞周期和细胞凋亡的

变化#进行深入研究*此外#本研究只是通过检测部分细胞因

子的表达而间接推测
8

细胞亚群的变化#而不是直接证明
8

细胞亚群的变化#因此是不充分的*后续本团队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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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GG

患者的外周血单个核细胞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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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模型
9R2

小鼠

脾细胞的作用#从而直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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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8

细胞亚群的影响*

参考文献

'

$

( 秦琴#孙懿#谷明莉#等
&

抗
!

.

胞衬蛋白抗体对干燥综合征

的诊断价值!一项
U35L

分析'

_

(

&

检验医学#

1%$1

#

1-

$

$1

&!

$%-0.$%-(&

'

1

(

?#5538&2#L

M

,"+5#4EL@S3@+"JG

*

"

M

@3,a++

Q

,!@"E3

'

_

(

&

23OR

I

>5>LBE"B

#

1%$%

#

0;

!

$1'.$1/&

'

'

(

CLKB3

Q

dU

#

ZLK,LF=

#

Z@#4>54>3,S"66

#

35LB&F+34@35L.

M

"

M

K3.+ELBB#,53@J3@#,

M

<9F4",

*

K

M

L534",J3@+@3+#+5L,43

5"4

Q

5"5"H#4#5

Q

#,L43BBE"!3B"JG

*

"

M

@3,a++

Q

,!@"E3

'

_

(

&

F@5>@#5#+<>3KE

#

1%$$

#

)'

$

$%

&!

'$$).'$1;&

'

0

(

d"EL,"e

#

eL

M

#9

#

R,"K36

#

35LB&F@5>@#5#4

*

"#,5.5L@

M

3.

5#,

M

+ELBB#,53@J3@#,

M

<9F.3,4L

I

+KBL53!B#

I

"+"E3

!

#E

I

B#.

4L5#",J"@5@3L5E3,5+5@L53

MQ

J"@@>3KEL5"#!L@5>@#5#+

'

_

(

&_

C>L@EL4"B=H

I

8>3@

#

1%$1

#

'0%

$

$

&!

$%(.$$'&

'

;

(

g>"Kg

#

7#F

#

?L,

M

g

#

35LB&YB#E

I

.$+#<9F#,>#A#5+Y43BB

!#JJ3@3,5#L5#",L,!

I

@3O3,5+5>3!3O3B"

I

E3,5"JBK

I

K+#,

E#43

'

_

(

&cKE6EEK,"B

#

1%$'

#

-0

$

'

&!

1(-.'%$&

'

)

(

ZL":7

#

7#?G

#

7#KD7

#

35LB&G#B3,4#,

M

AE#.$3,>L,43+

5>3+3,3+43,43L,!!34@3L+3+5>3 E35L+5L+#+"J>KEL,

M

L+5@#44L,43@43BB+

'

_

(

&?"@B!_ZL+5@"3,53@"B

#

1%$'

#

$(

$

0)

&!

/-)0./-)(&

'

-

( 袁丽华#郭武华#肖志华#等
&GTUR.$

基因沉默对肝癌细

胞株
GUUD.--1$A4B.1

及
4.E

Q

4

基因表达的影响'

_

(

&

重

庆医学#

1%$%

#

'(

$

$(

&!

1;-/.1;/%&

$下转第
//-

页&

1//

重庆医学
1%$)

年
'

月第
0;

卷第
-

期



'

'

( 中华医学会眼科学分会青光眼学组
&

我国原发性青光眼

诊断和治疗专家共识$

1%$0

&'

_

(

&

中华眼科杂志#

1%$0

#

;%

$

;

&!

'/1.'/'&

'

0

(

GLSL5L7U

#

7LOL,

Q

L<

#

:@#3!EL,2G

#

35LB&D"E

I

L@#+","J

M

",#"+4"

IQ

L,!L,53@#"@+3

M

E3,5"4KBL@4">3@3,435"E".

M

@L

I

>

Q

#,!35345#,

M

L,

M

B34B"+K@3#,!#JJ3@3,5

P

KL!@L,5+"J

5>3L,53@#"@4>LEA3@L,

M

B3

'

_

(

&R

I

>5>LBE"B"

MQ

#

1%%/

#

$$;

$

;

&!

-)(.--0&

'

;

( 安玮#郑琦#路美侠
&

丝裂霉素
D

在青光眼手术中的应用

'

_

(

&

国际眼科杂志#

1%%)

#

)

$

1

&!

0$-.0$(&

'

)

(

d>",

M

__

#

UK34S3_&D"E

I

B#4L5#",+"JE#5"E

Q

4#,D5>3@L.

IQ

#,$%%3

Q

3+N#5>"4KBL@+K@JL43E3"

I

BL+#L

'

_

(

&R

I

>5>LB.

E"B

#

1%%)

#

(%

!

/$(./11&

'

-

(

cL@!#BB"_

#

L̂,4B""+53@D

#

23BL3@3

I

<&F,#,O3@5#

M

L5#","J

L#@NL

Q

N"K,!>3LB#,

M

K+#,

M

L,"O3B#,O#O"E"!3B

'

_

(

&7L.

@

Q

,

M

"+4"

I

3

#

1%$$

#

$$$

!

$$-0.$$/1&

'

/

( 林爱华#刘奕明#平其能
&

壳聚糖纳米粒表面游离氨基与

纳米粒特性研究'

_

(

&

药学学报#

1%%-

#

01

$

'

&!

'1'.'1/&

'

(

(

8"SKE#5+K c

#

64>#SLNLe&D>#5"+L,.

M

L!"

I

3,535#4L4#!4"E.

I

B3H,L,"

I

L@5#4B3+J"@

M

L!"B#,#KE,3K5@",4L

I

5K@35>3@L

IQ

"J

4L,43@

!

I

@3

I

L@L5#",A

Q

,"O3B3EKB+#",!@"

I

B354"LB3+43,43

534>,#

P

K3L,!4>L@L453@#̀L5#",

'

_

(

&C>L@E <3+

#

1%%(

#

$)

!

$/'%.$/';&

'

$%

(赵堪兴#杨培增
&

眼科学'

U

(

&-

版
&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

社#

1%$%

!

$%1.$%'&

'

$$

(

G",

M

e

#

R,#+>#c

#

UL4>#!Le

#

35LB&CL@5#4B34>L@L453@#+.

5#4+"J4L@A"H

Q

E35>

Q

B..4>#5#,.E#5"E

Q

4#,D4",

*

K

M

L53L,!

9.+K44#,

Q

B.4>#5"+L,.E#5"E

Q

4#,D4",

*

K

M

L53L,!5>3#@!#+.

5@#AK5#",L,!>#+5"B"

M

#4LB3JJ345",+"E35#++K3+LJ53@#,.

5@LO3,"K+L!E#,#+5@L5#",

'

_

(

&C>L@ELG4#3,43+

#

1%%(

#

;

!

$)1.$-%&

'

$1

(

d>L,!L@3_

#

U#,S"8&C"B

Q

E3@.!@K

M

4",

*

K

M

L53+

!

C@"

M

@3++

#,

I

"B

Q

E3@#4

I

@"!@K

M

+

'

_

(

&C@"

M

C"B

Q

EG4#

#

1%%)

#

'$

$

0

&!

';(.'(-&

'

$'

(黄健强#毛应清#杨蕴刘
&UUD

的研究与展望'

_

(

&

国外医

药抗生素分册#

1%%(

#

1%

$

$

&!

'-.0%&

'

$0

(丁敏#程圭芳#赵洁
&UUDD

还原代谢机理研究'

_

(

&

分析

化学研究报告#

1%%;

#

''

$

$

&!

;./&

'

$;

(

F

M

,#>"5@#99&<343,5L!OL,43+",4>#5"+L,.AL+3!E#4@".

L,!,L,"

I

L@5#4B3+#,!@K

M

!3B#O3@

Q

'

_

(

&_D",5@"B<3B3L+3

#

1%%;

#

$%%

!

;.1/&

'

$)

(

c"NB#,

M

Z6

#

2355EL@C?

#

Z"!!L@!CF

#

35LB&8>33JJ345

"J4>#5#,L,!4>#5"+L,",5>3

I

@"B#J3@L5#","J>KEL,+S#,

J#A@"ABL+5+L,!S3@L5#,"4

Q

53+#,O#5@"

'

_

(

&Y#"EL53@#LB+

#

1%%$

#

11

$

11

&!

1(;(.1())&

'

$-

(

FS+K,

M

K@C

#

GK,

M

K@F

#

T,LBG

#

35LB&D>#5"+L,!3B#O3@

Q

+

Q

+53E+J"@5>35@3L5E3,5"J"@LBEK4"+#5#+

!

#,O#5@"L,!

#,O#O"+5K!#3+

'

_

(

&_D",5@"B<3B3L+3

#

1%%0

#

(/

$

1

&!

1)(.

1-(&

'

$/

(

R,#+>#c

#

8LSL>L+>#c

#

e"+>#

Q

L+KU

#

35LB&C@3

I

L@L5#",

L,!#,O#5@"

I

@"

I

3@5#3+"J9.+K44#,

Q

B4>#5"+L,."@4L@A"H

Q

.

E35>

Q

B4>#5#,.E#5"E

Q

4#,D4",

*

K

M

L53E#4@"

I

L@5#4B3+N#5>

+

I

34#J#3!+#̀3

'

_

(

&2@K

M

23O6,!C>L@E

#

1%%$

#

1-

$

-

&!

);(.

))-&

$收稿日期!

1%$;.%(.%/

!

修回日期!

1%$;.$$.1)

&

$上接第
//1

页&

'

/

(

eKY

#

cL"G

#

GK,G

#

35LB&=H

I

3@#E3,5LB+5K!

Q

",+ELBB#,.

53@J3@#,

M

<9F+#B3,4#,

M

3H

I

@3++#","J5KE"@,34@"+#+JL4.

5"@LB

I

>LL,!#,>#A#5#,

M

"+53"B

Q

+#+

'

_

(

&g>",

MM

K"[#K:K

D>",

M

_#L,?L#d3gLg>#

#

1%$'

#

1-

$

/

&!

((0.(((&

'

(

(

Z"@2R

#

<"+39<

#

Z@33,+

I

L,9G&8c$.8c1

!

L

I

@"4@K+.

53L,

I

L@L!#

M

E

'

_

(

&9L56EEK,"B

#

1%%'

#

0

$

)

&!

;%'.;%;&

'

$%

(

U#5+#L+26

#

8̀#"KJL+FZ

#

3̂#"

I

"KB"KD

#

35LB&8>38>$

"

8>14

Q

5"S#,3ALBL,434>L,

M

3+N#5>5>3

I

@"

M

@3++"J5>3

#EEK,"

I

L5>"B"

M

#4LBB3+#","JG

*

"

M

@3,a++

Q

,!@"E3

'

_

(

&

DB#,=H

I

6EEK,"B

#

1%%1

#

$1/

$

'

&!

;)1.;)/&

'

$$

(

ZL@4k4.DL@@L+4"U

#

:",5_

#

:#B3BBL[

#

35LB&D#@4KBL5#,

M

B3O.

3B+"J 8>$

"

8>1 4

Q

5"S#,3+#,

I

L5#3,5+ N#5>

I

@#EL@

Q

G

*

"

M

@3,a++

Q

,!@"E3

!

4"@@3BL5#",N#5>4B#,#4LBL,!#EEK.

,"B"

M

#4LBJ3L5K@3+

'

_

(

&DB#,=H

I

<>3KEL5"B

#

1%%$

#

$(

$

0

&!

0$$.0$;&

$收稿日期!

1%$;.%(.$/

!

修回日期!

1%$;.$$.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统计资料类型

统计资料共有三种类型!计量资料)计数资料和等级资料*按变量值性质可将统计资料分为定量资料和定性资料*

定量资料又称计量资料#指通过度量衡的方法#测量每一个观察单位的某项研究指标的量的大小#得到的一系列数据资

料#其特点为具有度量衡单位)多为连续性资料)可通过测量得到#如身高)红细胞计数)某一物质在人体内的浓度等有一定

单位的资料*

定性资料分为计数资料和等级资料*计数资料为将全体观测单位$受试对象&按某种性质或特征分组#然后分别清点各

组观察单位$受试对象&的个数#其特点是没有度量衡单位#多为间断性资料#如某研究根据患者性别将受试对象分为男性组

和女性组#男性组有
-1

例#女性组有
-%

例#即为计数资料*等级资料是介于计量资料和计数资料之间的一种资料#可通过

半定量的方法测量#其特点是每一个观察单位$受试对象&没有确切值#各组之间仅有性质上的差别或程度上的不同#如根据

某种药物的治疗效果#将患者分为治愈)好转)无效或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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