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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明显促进单核巨噬细胞表达和分泌早期致炎细胞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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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启动金葡菌性脓毒症及促进其发展中!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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脓毒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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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指由感染引起的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

进一步发展可导致脓毒性休克*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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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导致脓

毒症患者多器官衰竭和死亡的主要原因#其发生率在世界范围

内仍然呈上升趋势#病死率依然居高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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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K#K#,

F

+9

C

+#+G?D

C

?#

F

,

#

882

&#以及
882

指南

希望能提高脓毒症的抢救成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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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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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病特点是继发性*顺序性和进行性#一旦启

动#必然按一定顺序进行#因此#启动脓毒症的早期致炎细胞因

子备受基础和临床研究者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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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抗感染免疫应答过程中可产生多种细胞因子和

$或&诱导炎症的致炎因子#特别是早期致炎细胞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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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脓毒症的发生和发展中具有重要的作用)

近年#耐药金葡菌性脓毒症明显增加#对临床防治增加了

巨大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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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金葡菌细胞表面抗原#可刺激多种免疫细胞活

化#分泌活性细胞因子#包括巨噬细胞分泌致炎细胞因子)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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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箱中培养#取对数生长期细胞#调整细胞浓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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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灰度值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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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泳条带总灰度值之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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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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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对表达量)结果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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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激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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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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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和
O5.)D;_<

的表达明显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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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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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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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5

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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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5

组间无明显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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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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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泌细胞因子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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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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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刺激时间对
U

-

表达
=_T.

#

*

O5.$

和
O5.)D;_<

的影响
!

结果显示
8

C

<

刺激组在各时间点均高于空白组#且

于
$1A

达到高峰$

E

%

%&%$

&#

$1A

与
10A

和
0/A

组间无明显

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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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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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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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

刺激
U

-

表达
=_T.

#

'

O5.$

和

O5.)D;_<

凝胶电泳图

@

!

讨
!!

论

早期致炎细胞因子能启动脓毒症按顺序性*进行性#甚至

是不可逆性方向发展)因此#深入研究致炎细胞因子与脓毒症

的确切发病机制#寻找防治脓毒症的新靶点#是当今医学亟待

解决的重要课题)

8

C

<

是金葡菌表面蛋白抗原#可激活多种免疫细胞表达

和释放多种与炎症相关因子#特别是
U

-

表达和释放的早期致

炎细胞因子
=_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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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5.$

和
O5.)

)

=_T.

#

可使血管内皮细胞

功能改变#造成微循环血栓形成及组织损伤)

O5.$

为多功能细

胞因子#其与相应受体结合#触发早期感染免疫应答#导致组织

损伤#具有促进炎症的作用)

O5.)

被认为与
8O;8

的严重程度

和致死率密切相关#它除对血管内皮细胞及炎性细胞具有直接

的激活和毒性作用外#更主要是催化和放大炎性反应和毒性作

用#造成组织细胞的损害'

$'.$3

(

)因此#

=_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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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5.$

和
O5.)

是

机体炎症反应和免疫调节过程中的重要介质#作为早期致炎因

子#在启动
8O;8

#诱导
U Q̂8

中扮演极其重要的角色)

本实验结果显示#不同浓度
8

C

<

与
=b7.$

细胞株共育
10

A

后#

=b7.$

细胞增殖明显增加#与对照组比较有显著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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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度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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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5

时#刺激细胞增殖作用达

高峰#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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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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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结果无明显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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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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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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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定浓度范围内可明显增强
=b7.$

细胞增殖)用
7U<

将
=b7.$

诱导为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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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与不同浓度的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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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同孵育一定时间#测定上清液中
=_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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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5.$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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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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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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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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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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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高峰#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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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达到一定的浓度才具备促进细胞因子分

泌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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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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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就可使培养上清液中
=_T.

#

*

O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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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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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水平升高#

$1A

达高峰#与对照组比较#有显著差

异$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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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A

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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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无明显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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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表明

8

C

<

促进
=_T.

#

*

O5.$

和
O5.)

的分泌遵循一定的剂量
.

效应和

时间
.

效应关系#且在释放细胞因子的时间点上符合早期致炎

细胞因子的特点)

U

-

表达
=_T.

#

*

O5.$

和
O5.)D;_<

水平

的实验结果与上述实验结果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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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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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明显

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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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O5.)

相应
D;_<

的表达#与对照组相比#

有显著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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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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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其促进作用遵循一定的剂量
.

效应和

时间
.

效应关系#即在一定剂量和时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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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明显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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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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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5.$

和
O5.)D;_<

)

本实验表明
8

C

<

可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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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和释放大量早期致炎细

胞因子
=_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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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5.$

和
O5.)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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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启动金葡菌性脓毒症中#

应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本报道为实验室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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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

在体内如

何参与启动脓毒症尚待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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