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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 论 

研究表明，芦荟具有促进创面愈合等功能，而芦 

荟多糖则是芦荟中主要生物活性成分 。创面愈合 

首先表现为局部炎症反应，由多种炎性介质介导，这 

种局部炎症反应不仅是清除坏死组织和异物所必 

需，而且可同时启动和调控创面修复，进入细胞增殖 

修复状态，在表皮生长因子(EGF)、碱性成纤维细胞 

生长因子 (bFGF)、血小板衍生生长因子 (PDGF)、 

TGF—a和TGF—p。等细胞因子作用下，促进了细 

胞增殖及细胞间基质蛋白合成 呻 。 

本研究表明，芦荟多糖能促进表皮细胞以自分 

泌形式合成 TGF—a，TGF—a可刺激表皮细胞、成 

纤维细胞和内皮细胞增殖，对创面愈合起促进作用； 

芦荟多糖可促进表皮细胞合成 TGF—p。，TGF—B 

在体内则可刺激血管内皮细胞、成纤维细胞的增殖， 

加速血管化和上皮化，促进胶原合成与成熟n”。有 

研究表明，芦荟可通过促进创面组织的胶原更新来 

影响创面愈合n̈ 。芦荟多糖能够不同程度地促进表 

皮细胞分泌IL一1 、IL一6、IL一8和TNF，其分泌的 

IL一1p、IL一6、IL一8和 TNF一方面可能作为炎症 

介质参与局部炎症反应，另一方面对自身或其他细 

胞的增殖起不同调节作用。有资料显示，TNF作为 
一 种创伤局部介质，能促进成纤维细胞成熟，或在 

IL一1及 IL一6共同作用下，可诱导组织损伤后的 

修复作用。 ；而 IL一6对表皮细胞也有活化增殖作 

用。 ，并且能间接诱导表皮细胞的迁移n。 ；IL一8 

是一种前炎性细胞因子，它不但可促进表皮细胞生 

长、增殖 ，而且可加速新生血管形成“ 。 

NO在炎症过程 中可能具有调节炎症反应的作 

用。研究表明，低浓度NO可促进体外培养表皮细胞 

增生，高浓度时则可抑制其增生并促进细胞表达终 

末分化标记物n‘ ∞。本研究结果显示，芦荟多糖对 

表皮细胞体外分泌NO有抑制作用，可能有利于表 

皮细胞的生长和胶原合成，其机制可能与细胞因子 

间构成网络来调控局部炎症反应及创面修复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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肠内给予精氨酸能促进肠缺血一再灌注时早期促炎转录因子的表达 

美国学者最近报道了肠内给予精氨酸和谷氨酰胺对肠缺血一再灌注损伤时早期致炎因子的影响。研究人员将肠系膜上动 

脉夹闭 60 min后松夹 6 h，在夹闭后立即向空肠袋内注满精氨酸或谷氨酰胺(60 mmol／L)，并设对照。应用电泳法对空肠组织 

核转录因子一~B(NF—zB)以及激活蛋白一1(AP一1)进行分析，并检测AP一1家族中C—jan和 C—los的基因表达。结果显示， 

NF—KB和AP一1在肠缺血一再灌注过程中均被活化。给予精氨酸的动物 AP一1表达显著高于给予谷氨酰胺者，但 NF—KB在 

两组间差异无显著性。研究者认为：精氨酸能增加促炎转录因子 AP一1的表达 ，而不能增加NF一．cB的表达，提示精氨酸可能 

通过一种未知的机制对危重症患者造成损害。 浦践一，编译 自《J Trauma》，2005，58：455—461；胡森，审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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