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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司他丁对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大鼠肺脏的保护作用 

李秀江 藏 秀贤 杜玉君 董均树 

【关键 词】 乌 司他丁 ； 全身炎症 反应综合 征 ； 细胞 因子 

对 比研究乌 司他丁(UTI)对全身炎 

症 反应综 合征 (SIRS)大 鼠血清 及肺组 

织 中炎症 因子 的影响 ，探讨 其对肺 脏 的 

保护作 用。 

1 材料与方法 

1．1 动物分组与模型制备：36只大鼠 

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正常对照组、模型 

组 和 UTI组 ．每组 12只。舌下静脉 注射 

脂 多糖(I PS)5 ng／kg(5 g／i )制备 SIRS 

大 鼠模 型 。UTI组 在给予 I PS前 10 min 

舌下静脉给予 UTI 100 kU／kg；正常对 

照组给予等量生理盐水。 

1．2 指 标 检 测 及方 法 ：分 别 于给 药 后 

2 h和6 h每组各杀死 6只大鼠．股静脉 

采 血 ．3 000 r／rain离 心 5 min．取 上 清 

液 ，一2O(、保 存；取肺组织 4O0～500 ng， 

一 8O(、冰冻．并取同一部位组织置于体 

积分数 为 1O 的甲醛中 留做病理 。冰浴 

下 内切 式组织 匀浆机 制备肺 组织 匀浆 ， 

采用放射免疫法测定血清及肺组织中肿 

瘤 坏死 因子一a(TNF—a)、自细 胞介 

素一6(IL一6)、IL一1IS、诱生型一氧化氮 

合酶(iN()S)的变化。 

1．3 病理组织学观察：取冰冻肺组织石 

蜡 包埋、切片，苏木素一伊红 (HE)染色。 

光镜下观察。 

1．4 统计学处理 ：检测数据 以均数 士标 

准差( ± )表示 ．采 用 SPSS 12．0统 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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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各 组血 清 TNF—o【、IL一6、IL—lB和 iNOS含量 变化( ± ，，l一12) 

注：与正常对照组比较： ，】<O．05，～ P<O．O01；与模型组比较： P<0．05 

表 2 各组肺组织匀浆TNF—o【、IL一6、IL—it3和 iNOS含量变化( ± ．，l一12) 

注：与正常对照组比较：一 ，】<O．001；与模型组比较： ，，<O．05 

软件对数据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和 t或 非常重要的作用．且随着时间推移和病 

t 检验 。P<0．05为差异 有统 计学意义 。 情 加重 而逐渐增 高 ，持续增 高 的细 胞因 

2 结 果 子提示 患者预后不 良。 

2．1 各组大鼠血清及肺组织匀浆液 中 

TNF—a、II 一6、II 一1p和 iN()S含量 变 

化(表 1，表 2)：模型组血清和肺组织中 

TNF一口、IL一6、II 一1p、iNOS与正常 对 

照 组 比较 均 明显 升 高 (P 均 < 0．001)。 

UTI组除血清中TNF—a、iN()S较正常 

对照组显著升高外(P均<O．05)，其余 

变化 不明显 (P均> 0．05)；UTI组各 指 

标均较模型组明显降低(P均<O．05)。 

2．2 病理 组 织学 改变 (彩色插 页 图 1。 

图 2)：模型组肺泡间隔增宽，纤维组织 

增生 ，局部肺组织结构消失，肺泡间隔内 

血管扩张充血，炎症细胞浸润，肺间隔局 

灶性淋巴细胞浸润。以血管及细支气管 

周 围为重 。而 UTI组与模型组 比较肺 组 

织变性及 炎症 细胞浸润均较轻 。 

3 讨 论 

SIRS时血清及肺组织 中TNF—a、 

IL一6、IL一1p和 iN0S持续显著增高， 

说明炎症因子在 SIRS病程过程 中起重 

要作用。梅雪等“ 发现，TNF—a等细胞 

因子在 SIRS的发生、发展过程 中起 着 

UT1是一种溶酶体膜稳定剂．能抑 

制溶酶体酶的释放。同时可通过减轻脂 

质过氧化反应．明显减少脂质过氧化的 

主要产物过氧化氢磷脂酰胆碱及炎症介 

质的释放。在体内起内源性器官保护作 

用。邵义明等 将 UTI用于 SIRS患者 

时，发现症状改善明显，多器官功能障碍 

综合征(MODS)的发生率明显下降。本 

实验中动物肺组织匀浆促炎细胞 因子 

TNF—a、IL一6、IL一1p和iN0S明显 低于 

模型组 ，表明UTI可减轻炎性细胞因子 

介导的肺损伤．保护肺功能。进而防止急 

性呼吸窘迫综合征及 M0DS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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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必净注射液对脓毒症大鼠肾保护作用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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