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232· 中国危重病急救医学2007年4 第 9卷第 塑 翌 鲤!垒 ! ! !! !： !! !： 

PDGF—BB的表达较模型组明显降低。格列卫是 

PDGFR中Bcr—Ab1酪氨酸激酶的抑制剂，可以阻 

断由PDGF介导的细胞学变化。格列卫干预 PF的 

机制可能与抑制 PDGF—BB及 PDGFR的表达有 

关；但是否存在其他机制如减少 ECM 合成，促进 

ECM 降解和抑制成纤维细胞增殖，减少胶原合成 

等，还有待于进一步探讨。 

综上所述，PDGF是 PF发生过程中的关键因 

子之～，格列卫通过抑制 PDGF～BB的表达并阻断 

PDGF—BB与其受体结合，使成纤维细胞增殖减 

少，致使胶原沉积减轻，从而减轻 PF程度。因此，格 

列卫作为治疗 PF的新方法，值得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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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汀类药物对动脉粥样硬化发生感染患者病死率的影响 

美国学者以往的研究显示，他汀类药物除降脂作用外，还可降低急性细菌感染性脓毒症的发生率。最近他们进一步对他 

汀类药物治疗能否降低感染引发的病死率进行了研究。此项前瞻性研究共纳入了11 490例动脉粥样硬化患者，并进行了3年 

以上的随访。在随访结束前的最后 1个月内，两组患者一组给予他汀类药物治疗，另一组未给予他汀类药物治疗。最后的分析 

结果中纳入了11 362例患者，其中他汀类药物治疗组5 698例(占5o．1％)，平均随访 19．8个月。结果显示，与非他汀类药物治 

疗组比较 ，他汀类药物治疗组患者与感染相关的病死率显著降低(0．9 比4．1 )。在剔除所有已知的干扰因素以后 ，他汀类 

药物治疗组的保护作用仍然十分显著。因此研究者认为，他汀类药物治疗与感染患者病死率的降低相关。此治疗作用独立于 

任何已知的干扰因素，当停止药物治疗时，保护作用同时消失。如果此治疗组的研究结果得到对照组研究结果的支持，他汀类 

药物将在降低感染相关病死率的一级预防中将起重要作用。 

杜颖，周国勇，编译 自((Crit Care Med》，2007一O1～03(电子版)；胡森，审校 

成年重症患者对酒精的依赖性与脓毒症、脓毒性休克以及病死率有关 

最近美国俄亥俄州研究人员对重症加强治疗病房(ICU)患者中酒精依赖与脓毒症、脓毒性休克以及院内病死率的关系进 

行了研究。试验采取了回顾性队列研究，共纳入了自1999年 1月 1日一20O4年 12月 31日收入丹佛健康医疗中心且 ICU停 

留时间≥1 d的ll 651例成年患者，其中1 222例(占1o．5％)诊断为酒精依赖。结果发现，与非酒精依赖患者相比，酒精依赖 

患者脓毒症发生率(12．9 比 7．6 ，P<O．001)、器官衰竭率(67．3％比45．8 ，P<0．001)、脓毒性休克率(3．6 比2．1 ， 

P一0．001)及住院病死率(9．4 比7．5 ，P一0．022)都显著升高，ICU停留时阃较长。去除其他已知影响因素后，酒精依赖与 

脓毒症相关，输注红细胞可减轻此因素影响。酒精依赖后的感染易患性是此相关性的部分原因。多变量相关分析显示，酒精依 

赖与脓毒性休克及住院病死率相关。伴有肝脏疾病与脓毒症的患者酒精依赖可增加 2倍以上的住院病死率。因此研究者认为， 

ICU患者的酒精依赖是脓毒症、脓毒性休克及住院病死率的独立影响因素。这种相关性的潜在机制有待进一步研究，感染易 

患性是可能机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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