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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伤性休克患者血清 P一选择素和一氧化氮合酶的变化及意义 

林洪武 彭咏梅 叶祥燕 陈荣剑 黄宗海 

【关键词】 休克，创伤性 ； P一选择素； 一氧化氮合酶 

P一选择素(P—selectin)是血管黏附 

分子 家族 中的一种 ，表达 于活 化的血 小 

板 和血 管 内皮细胞表 面 ，在介导 白细 胞 

与 血管 壁 接触 、移植 排斥 反 应 、肿 瘤 生 

长、缺血／再灌注损伤及自身免疫疾病中 

发挥重要的作用“ 。而一氧化氮 (NO)与 

休克后血管反应性下降、器官功能衰竭 

及死亡等密切相关 。 。但是在创伤性休 

克时 P一选择素、一氧化氮合酶(NOs)的 

变化及其两者之间的关系、临床意义尚 

不完全清楚。为此，我们以临床创伤性休 

克患者 为研究对 象进 行了初步探讨 。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2003--2005年收治创 

伤性休克患者 36例，男 22例，女14例； 

平 均 年龄 (35．23±13．62)岁 ；均 为 多发 

伤患者，休克诊断符合《黄家驷外科学》 

(第 6版 )诊断标准 。正常对照组 5O名均 

为健康体检者，男 34名，女 16名。 

1．2 标本采集 及检测方法 ：采集 患者入 

院后 2 h内的静脉血 2 ml，分别置于肝 

素和枸橼酸钠抗凝的试管中，常温下 

2 000 r／min(离 心 半 径 为 16 em)离 心 

15 min，血清，一7O℃冰箱中保存待测。 

1．2．1 血清 P一选择素含量测定 ：采用 

酶联免疫吸附法(ELISA)测定 ，试剂盒 

购 自福建迈新生物技术公 司。 

1．2．2 血清 N0S测定 ：按照 1：9的比 

例加入匀浆缓冲液，冰浴下匀浆，充分研 

磨后吸取标本，4℃下 14 000×g离心 

30 min，然后 4℃下 14 000×g超 滤离 

心1 h，滤液在一8O℃保存备用。取 5O 1 

测蛋 白含 量 ，另取 100 1测 N0S活性 ， 

检 测步骤严 格按 照试剂 盒说 明书 (南 京 

建成生物制品工程研究所提供)操作，在 

530 am波长下测 定吸 光度值 ，根据 吸光 

度大小计算出N0s活性。每克组织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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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两组血清 P一选择素 、NOS的变化 ( ± ) 

注：与正常对照组比较 ： P<0．05 

每分钟生成 1 gmol的N0为 1个 N0s 

活性单位 。 

1．3 统计学处理：数据均用 SPSS 11．0 

统计软件分析，结 果以均 数±标准差 

( ± )表示，行 t检验，P<O．05为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 

2 结 果 

表 1结 果显 示 ：正 常 对 照 组 血 清 

中 P一选择 素、结 构 型一 氧 化氮 合 酶 

(cNOs)、诱生型一氧化氮合酶(iNOS) 

即有 表达；创伤性休克组 P一选择素、 

iN0S明显 高于正 常对 照组 ，cNOS含 量 

明显低 于正 常对 照组(P均<0．05)。 

3 讨 论 

本 实验结 果显 示 ：在 正 常对照 组血 

清中有 cNOS表达，说明 cNOS在正常 

情况下就有一定量 的表达；创伤性休克 

后 ，cNOS明显下降 ，iN0S明显上升 。另 

外，休克后的再灌注损伤也可导致内皮 

细胞cNOS合成降低“ 。作为诱导 iNOS 

活性主要因素的炎症因子在休克时大量 

表达 ，促进 了 iN0S大量合成 。 

本研究 结果 还表 明 ：正常对 照组 血 

清中 P一选择素均有表达；创伤性休克 

时，P一选择素明显上调。早期P一选择素 

升高是 由于 内皮细胞 weIbel_Palede小 

体和血小板 a颗粒内 P一选择素储存池 

释放的原因“ 。而随着伤情加重，人体中 

重新合成选择素，其原因为内皮功能障 

碍 ，内皮 性 N0 释放减少 ，导 致 P一选择 

素上调，增加 P一选择素基因表达，人体 

内皮细胞 NO释放量减少 。低浓度 的 

内皮 性 N0 还 可增 加 核 转 录 因子一 B 

(NF—KB)的活性 ，因为 N0减少 导致 了 

氧 自由基清 除减少 ，而 氧 自由基增 多促 

使核转录因子一 B抑制蛋 白(boB)的降 

解，释放出NF— B／Re1体系的成分，从 

而刺激 P一选择素基因的转录。 。 

综上所述，创伤性休克时 P一选择素 

含量升高可能与 NOS合成密切相关；使 

用 N0s抑制剂、内皮功能保护药物或 

P一选择素拮抗剂可能成为治疗创伤性 

休克 的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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