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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观察无创和有创方法在检测哮喘小鼠气道高反应性（AHR）中的应用。方法: 以卵白蛋白激发制备

C57 BL/6小鼠哮喘模型，分为哮喘组、生理盐水对照组及地塞米松（DXM）处理组，均以有创和无创方法测定

气道反应性（AHR），无创方法采用Buxco系统，测量指标为Penh；有创方法选取气管插管，以肺阻力为测量

指标。同时收集肺泡灌洗液（BALF）做炎症细胞分类计数，肺组织做病理切片染色进行图像分析。结果:（1）
和生理盐水对照组相比，OVA激发后BALF细胞总数及嗜酸性粒细胞数均明显升高，DXM处理后可显著降低；

（2）OVA组支气管/血管周围炎症细胞浸润程度明显高于生理盐水对照组，DXM处理后炎症细胞浸润程度可以明

显减轻；（3）Penh和肺阻力测量结果，经重复测量及方差分析后显示无论在不同激发药物之间，还是不同组

间，其主效应均存在显著差异（P<0.01）。在25 g/L和50 g/L乙甲酰胆碱（Mch）激发时，OVA组的Penh比
值显著高于NS组，而DXM组显著低于OVA组。结论: 肺阻力和Penh有很好的相关性，可以用于评价哮喘小鼠模

型的AHR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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