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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研究人员发现一种抗体，可有效控制由外伤导致的严重内出血。它有望为挽救在车祸、枪击等

事件中受伤人员的生命提供新途径。 

 

组蛋白毒性 

 

俄克拉何马医学研究基金会一个研究小组发现，外伤导致大出血主要由名为“组蛋白”的蛋白质破

坏血管组织膜造成，新发现的特殊抗体可抑制组蛋白破坏作用，控制内出血。 

 

研究人员发现组蛋白在患败血症老鼠的血液中含量很高，并在随后对灵长类动物和人类的研究中发

现同样事实。 

 

组蛋白一般存在于细胞核中，环绕脱氧核糖核酸（DNA）并起到维持DNA双螺旋形态的重要作用。但

是，当细胞由于外伤或疾病受损，原本位于细胞核中的组蛋白就会释放到血液中，吞噬血管组织膜，造

成血管损伤。 

 

研究小组认为，这导致内出血和身体组织中体液聚积，威胁生命。 

 

研究带头人、心血管生物学家查尔斯·埃斯蒙说：“当意识到组蛋白的毒性时，我们立刻投入到寻

找阻止它们破坏性作用（的物质）的工作中去。” 

 

研究报告10月25日发表于《自然—医学》（Nature Medicine）杂志网络版。 

 

老鼠有抗体 

 

这种可抗阻组蛋白的特殊抗体被称为“单克隆抗体”，由美国天普大学研究人员马克·莫内斯蒂耶

发现。 

 

单克隆抗体最早在一只患有自身免疫病的老鼠体内发现。在患有自身免疫病的患者体内也已发现单

克隆抗体，但目前尚不清楚为何这些患者细胞核内会有这种抗体存在。 

 

研究人员在患有败血症的老鼠身上试验单克隆抗体，结果显示抗体确实能阻止组蛋白的毒副作用，

老鼠恢复健康。 

 

埃斯蒙说，所有哺乳动物体内的组蛋白类似，因为它们是身体的基本组成部分。因此，老鼠体内的

单克隆抗体对人类应同样有效。下一步研究将针对灵长类动物和人类。 

 

止血防衰竭 

 

“对因简易炸弹袭击受伤的士兵、枪击受害者和忍受外伤痛苦的患者而言，这一发现为救治他们打

开了一扇新门，”埃斯蒙说，“当患者大出血时，单克隆抗体能防止多器官衰竭。” 

 

埃斯蒙认为组蛋白的存在可以看作进化过程中的适应表现。 

 

“数百万年前，人和动物生病后，并非死于心脏病或车祸，而是死于传染病……”他说，“我们相

信细胞核中的组蛋白正是免疫系统最后一道防线。” 

 

俄克拉何马医学研究基金会主席斯蒂芬·普雷斯科特说，遭受一处外伤的患者往往还要遭受多次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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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性继发损伤，单克隆抗体的发现同时给人们研究这一问题提供了线索。 

 

“如果能搞清楚如何控制初次损伤，或许就能阻止经常随后产生的‘多米诺效应’，”他说。 

 

更多阅读 

 

《自然—医学》发表论文摘要（英文） 

 

 

 

 

特别声明：本文转载仅仅是出于传播信息的需要，并不意味着代表本网站观点或证实其内容的真实性；如

其他媒体、网站或个人从本网站转载使用，须保留本网站注明的“来源”，并自负版权等法律责任；作者如果

不希望被转载或者联系转载稿费等事宜，请与我们接洽。 

 

 打印  发E-mail给：     

     

 

 

2009-10-28 0:07:53 匿名 IP:222.65.132.*  

新华网的什么狗屁不通的东西，读得真恶心。 

［回复］

2009-10-27 18:58:24 匿名 IP:221.224.90.*  

哎 就不能找个内行点的写科普文章 

［回复］

读后感言： 

   发表评论

[推荐]盖茨基金会一亿美元征集奇思妙想  

[下载]波恩、沃耳夫著《光学原理》中文版  

[分享]化学资源集锦  

[分享]matlab系统级仿真ppt  

[推荐]SCI论文写法攻略  

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