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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F上调SSeCKS mRNA转录的机制，结果表明：

用抑制NF—KB活性的PDTC预处理RPMVEC后，

PAF对SSeCKS mRNA的诱导效应被显著降低，

而PKC抑制剂BIM不能影响此效应，提示PAF可

通过NF—KB信号通路启动SSeCKS基因转录上调，

PKC信号通路可能不直接参与PAF对SSeCKS基

因表达的诱导。另外，由于BIM是高特异性PKC抑

制剂，尚无实验证明它对所有PKC亚型都有效，故

不排除某个未被抑制的亚型启动SSeCKS基因转录

的可能。尚需进一步明确PAF激活受体后与NF—KB

之问的信号传递以及抑制SSeCKS表达对GPCR、

PKC和细胞骨架结构调控通路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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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实施剖宫产术中止妊娠。例4患者在

转院途中因缺氧多次出现心搏骤停，虽

行CPR成功后继续ECMO辅助，但最

终出现肝、肾衰竭而死亡。Jamieson等n]

报道孕妇和普通人群感染甲型H1N1

流感病毒后出现症状的几率相近，而孕

妇更容易出现气促，死于重症肺炎及

ARDS。

ECMO作为体外心肺功能辅助装

置，可以为患者提供有效的呼吸支持，使

患者渡过呼吸机支持无效的危重时期，

为患者肺功能改善并过渡到单用呼吸机

辅助争取宝贵时间，同时也可以防止呼

吸机过高的支持条件导致气道损伤，避

免氧中毒[9]。关于重症甲型H1N1流感

患者ECMO应用时机和转流中ECM0

相关参数与呼吸机参数的最佳匹配，还

有待于进一步探讨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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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影响因子排位 期刊名称 总被引频次排位 期刊名称 影响因子排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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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输血杂志0．613 10 中华皮肤科杂志 1 692 10 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0．505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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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结果

该患者从2009年11月24日发病，

1周后人住本科至12月15日出院，共

14 d。未出现多器官功能障碍及机械通

气并发症，亦无院内感染和二重感染发

生，预后良好。

3讨论

患者出院后继续追踪观察孕妇和胎

儿的情况。现对成功救治体会总结如下。

孕妇是卫生部公布5类较易成为重

症甲型H1N1流感病例的高危人群之

一，这主要是因为怀孕后，妇女负担增

加，身体抵抗力下降，更容易受病毒感

染。孕期检查、用药禁忌也加大了孕妇患

重症的几率。奥司他韦可作为孕妇的首

选药物，目前认为开始给药时间最好在

发病48 h以内拍]，该重症孕妇在发病8 d

转入本院时发热39．0℃，医师仍果断给

予加倍剂量的奥司他韦抗病毒，同时联

合中药制剂起到协同治疗作用，服药3 d

后患者体温稳定于正常值范围，且住院

期间未发现明显的副作用。说明甲型

H1N1流感危重症患者即便发病时间超

过48 h也应给予足量的奥司他韦抗病

毒治疗。

甲型H1N1流感的主要并发症为

ARDS，又称“甲型H1N1流感相关性

ARDS(FLAARDS)”，治疗的关键是尽

早、及时进行有效的呼吸支持。本例患者

人院当日给予无创机械通气，维持l d

后血氧仍呈进行性下降，改为有创机械

通气。我们认为，对因严重肺炎引起的呼

吸衰竭，尤其是原发病在短期内不容易

缓解的疾病，应该尽早应用有创机械通

气治疗，不但能直接纠正缺氧，还能为原

发病的治疗赢得时间，减少缺氧对人体

造成的危害，避免和预防多器官功能障

碍综合征(MODS)。

是否使用糖皮质激素仍有争论。重

症甲型H1N1流感患者可激发细胞因子

和炎症因子的高表达，诱发全身炎症反

应，可能是导致MODS的重要原因。虽

然糖皮质激素可抑制肺组织局部炎性损

伤及炎症因子产生的“瀑布”效应，减轻

全身炎症反应状态，但在墨西哥并未见

应用糖皮质激素有益的报道。对严重急

性呼吸综合征(SARS)及其他呼吸道病

毒感染患者，大剂量糖皮质激素产生了

严重副作用，包括机会性感染、病毒复制

持续时间延长、股骨头坏死等“：。而且大

量的临床研究已证实，对于急性肺损伤

(ALl)患者不宜常规应用糖皮质激素治

疗¨]。但我们使用布地奈德辅以沙丁胺

醇雾化吸人，同样可以改善呼吸状态，减

少炎症反应。

甲型H1N1流感病毒主要严重损伤

肺组织。来自墨西哥的甲型HlNl流感

患者尸检报告表明，肺的主要病理改变

为ARDS，表现为支气管壁坏死、中性粒

细胞浸润、弥漫性肺泡损害伴肺透明膜

病变，未发现肺部细菌感染的证据曲。。本

例患者PCT 0．27旭／L，痰培养无细菌

生长，提示非细菌性感染。但考虑应用了

有创机械通气，还是预防性使用-『哌拉

西林／他唑巴坦。因此笔者认为，有明确

的细菌性感染证据或是进行了有创操作

时应该使用抗生素。

研究表明，ALI／ARDS的病理状态

下存在明显的高凝状态口“。美国疾病预

防控制中心(CIX：)报告10例并发细菌

性肺炎和MODS的重症H1N1患者中，

有5例并发肺栓塞，提示重症H1N1患

者易并发肺栓塞』。；而且孕妇血液本身

就处于高凝状态，更易发生栓塞性疾病，

该孕妇D一二聚体1 635 pg／L，也可证

实。国内)I-ll自i床观察已表明，抗凝治疗可

以改善ARDS患者的预后。应用小剂量

肝素就可以起到抗凝、防治栓塞性疾病

的作用，该孕妇并未出现肺栓塞和出血

等并发症。我们认为，重症甲型HINl流

感孕妇并发ARDS时可常规使用小剂

量肝素。

治疗期间，多学科专家共同协作。护

理人员悉心照顾，密切观察病情，使治疗

更加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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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科技部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公布了2008年度的中国科技论文统计结果。根据《中国科学技术期刊综合评价指

标体系》，采用分层分析法，由专家打分确定了重要指标的权重，对各学科的每种期刊进行了综合评定，评出了2008年度

“中国百种杰出学术期刊”，其中医药卫生类期刊有30种，分别为：cHINESE MEDICAL JOURNAI，、中华医学杂志、中

华外科杂志、中华心血管病杂志、中华儿科杂志、中华结核和呼吸杂志、中华神经科杂志、中华流行病学杂志、中华口腔医

学杂志、中华肿瘤杂志、中华骨科杂志、中华放射学杂志、中华检验医学杂志、中华耳鼻咽喉头颈外科杂志、中华护理杂

志、中国危重病急救医学、中国病理生理杂志、中国药理学通报、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中国组织工程研究与临床康复、中

：国感染与化疗杂志、中国心理卫生杂志、中国中药杂志、遗传学报、药学学报、营养学报、中草药、WORLD JOURNAL OF：

；GAsTRoENTERoLoGY、第三军医大学学报、第四军医大学学报。 ；
、‘I·t·tIIll‘ltl‘ltIt·‘I‘r‘t 49‘I‘t‘‘‘I‘二Il‘‘lltl‘tt‘‘‘‘l。·‘l‘I‘‘‘·Il‘I··‘·‘·tlIl·lllIltI‘lll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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