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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

是一种异恶唑化合物#有很强的免疫调节特

性#能针对体内外不同受体信号通路刺激抑制炎症因子的分

泌'

?

(

)有研究表明#

:]a.$%1-

是一种有效的免疫调节剂#能

降低促炎细胞因子如
J3.$

#

*

27K.

!

和干扰素
'

$

J7K.

'

&等的分

泌#并通过抑制细胞因子的炎性作用使细胞存活率显著增

加'

'

(

#从而避免炎性
.

抗炎失衡对机体造成的严重损伤)对于

J=l

患者由于大量激素和免疫抑制剂的应用#真菌侵入机体发

生侵袭性肺部真菌感染$

J6KJ

&非常普遍'

)

(

)严重的未能控制

的真菌感染引起大量炎性细胞浸润和炎症介质释放#使炎性介

质和抗炎介质失衡造成严重的肺脏损伤最终导致死亡)本研

究通过
42I=

加入免疫抑制剂
:]a.$%1-

与光滑念珠菌孵育

相同时间发现#信号通路下游炎症因子
J3.$

#

和
27K.

!

分泌与

未加入组相比显著减少)此时在显微镜下发现#加入组与未加

入组相比#加入组细胞轮廓*形态*结构和完整性破坏情况比不

加入组明显减轻)由此可见#

:]a.$%1-

具有很强的免疫抑制

性#可降低炎性介质
J3.$

#

和
27K.

!

的分泌#减轻炎症反应#避

免失控的炎症反应带来的严重损伤)

当真菌入侵机体时#首先接触气道上皮细胞#气道上皮细

胞是抵抗真菌等病原微生物入侵机体的第一道防线'

-

(

#也是抗

病原微生物感染产生免疫应答的前哨细胞)以往气道上皮细

胞仅被认为是机械物理屏障#随研究深入发现气道上皮细胞表

面存在许多特异的病原识别受体$

644+

&#如
2">>

样家族受

体'

/

(和
=

型凝集素受体$

=34

&等#通过对真菌表面病原相关

分子模式$

65<6+

&识别启动天然免疫#保护机体免受真菌侵

袭'

(

(

)

644+

通过特异识别
65<6

后#活化信号通路#招募特

异接头蛋白如
<

T

9//

等#使下游炎症和趋化因子释放#发挥抗

真菌感染作用'

$%.$$

(

)

9UH"UG!EOU

等'

$1

(发现用分生孢子刺激

小鼠能激活信号通路启动天然免疫#诱导下游
27K.

!

和
J3.$

等分泌抗感染)又有研究发现#

644+

上调也可以促进炎症因

子如
27K.

!

等的分泌#增加抗感染作用'

$'

(

)本实验研究同样

发现#光滑念珠菌与
42I=

孵育能诱导下游炎症因子
J3.$

#

和

27K.

!

的表达#未加组炎症因子分泌比加入组多)其中#最明

显的现象是虽然未加
'L

组比加入
'L

组释放的炎症因子
J3.

$

#

和
27K.

!

明显增多#但此时在显微镜却发现与加入
'L

组

相比未加
'L

组
42I=

细胞形态*结构和完整性的损害相对较

轻#细胞溶解和细胞碎片相对较少)由此可见#在真菌感染早

期信号通路能启动天然免疫#诱导下游炎症因子如
27K.

!

和

J3.$

#

的释放#适度的炎症反应能抗真菌感染)

然而随着孵育时间的延长#下游的炎症因子
J3.$

#

和

27K.

!

的表达逐渐增多#尤其在
(L

组)未加
(L

组比加入
(

L

组
J3.$

#

和
27K.

!

的分泌几乎升高了一倍#但此时显微镜下

发现#未加组与加入组相比未加组
42I=

受到的损害不但没

有减轻反而加重)细胞形态结构的完整性均被严重破坏#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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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解*被吞噬现象越来越明显#细胞碎片逐渐增多)张青等'

$0

(

研究也发现#

J3.$

#

和
27K.

!

是
;J4;

主要的前炎症细胞因子#

当一个损害性刺激作用机体会诱导前炎症因子的产生和释放#

,瀑布样-效应开始启动)患者血浆中前炎症因子
J3.$

#

和

27K.

!

等水平显著升高#使机体的炎症反应逐渐扩大#甚至失

控)对于重症患者在器官损害期#前炎症细胞因子会显著升

高#导致组织损伤和器官功能障碍'

$?

(

)此时#重症患者将加重

病情甚至死亡)由此证明#过度失控的炎性因子释放会产生瀑

布级联#引起机体失控的自我持续放大和自我破坏的全身性炎

症反应加重损伤)

综上所述#

42I=

能识别光滑念珠菌#通过信号转导诱导

下游炎性因子
J3.$

#

和
27K.

!

的表达#从而启动天然免疫抗真

菌感染)适度的炎症反应对机体起到保护作用#但失控的持续

放大的炎症反应对机体的损伤更为严重)因此#充分认识炎症

避免,二次打击-可能为
J=l

重症患者在治疗方面提供了一个

新的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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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资料类型

统计资料共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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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