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烧伤早期切痂后烧伤血清对内皮单层通透性的影响  

    内皮细胞损伤或受激是导致烧伤后全身失控性炎症反应和脏器损伤的关键因素之一。近年来研究证实烧伤早

期切痂可有效地减少感染和内脏并发症[1]。本实验利用体外内皮细胞培养检测烧伤早期切痂后烧伤血清对内皮细

胞活力和单层通透性的影响，进一步探讨烧伤早期切痂的机制。 

    

1  材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1998~1999年连续观察大面积烧伤住院病人14例，随机分为烧伤后48 h内早期切痂组(A组)7例和烧伤48 h后

非早期切痂组(B组)7例，于伤后第1、3及7天取股静脉血分离血清，按20%比例与RPMI 1640培养液混合，－20 ℃

保存。患者一般情况见表1。 

    1.2  内皮单层通透性测定 

    体外培养细胞采用ECV-304内皮细胞株(购自美国ATCC公司)。将传代后的第三代内皮细胞高密度接种于含有

0.3 μm孔径的滤膜的培养室中(外径3 cm)，待内皮细胞融合成单层后，加入含20%血清的M199培养液(美国Sigma

公司)，继续孵育24 h，用M199培养液清洗2次，每室加入99mTc标记的白蛋白(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提供)1 ml，

并放入六孔培养板(内径3.5 cm)中，向六孔培养板中加入1 ml M199，37 ℃孵育1 h。取六孔板的液体1 ml，用

γ-计数仪(美国Beckman公司)检测(单位：min-1)。 

    1.3  内皮细胞活力测定 

    采用噻唑蓝比色法[2]：待96孔板中内皮细胞与血清一同孵育24 h后，弃培养液加入噻唑蓝(Fluka产品，5 

mg/ml)PBS，每孔20 μl，37 ℃孵育4 h后，显微镜下可见黑色结晶形成，加入二甲基亚砜100 μl，振荡至结晶

溶解，避光10 min，酶标仪(美国Beckman公司)上570 nm 波长计D(λ)。 

    1.4  统计学处理 

    组间数据比较采用两样本均数t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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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 

    2.1  内皮细胞活力变化 

    烧伤后1、3及7 d烧伤血清与内皮细胞一同孵育24 h后，A组内皮细胞活力较B组明显增强(表2)。 

    2.2  内皮单层通透性变化 

    体外正常培养的内皮细胞，内皮单层通透性为(17±5)/min；在A组及B组烧伤病人血清刺激下，内皮单层通

透性均明显升高，但A组内皮单层通透性显著低于B组(表3)。 

    

3  讨论 

    严重烧伤后多脏器功能损害的发生一直是影响烧伤治愈的重要因素之一。研究表明，烧伤后循环血液中异常

增多的物质(如LPS、TNF等)可损伤内皮细胞[3]，而内皮细胞损伤是多脏器功能损害的共同通路，保护内皮细胞

可有效地减轻和预防多脏器功能损害。我们应用体外内皮细胞培养，证实严重烧伤病人伤后血清可损伤内皮细

胞，降低内皮细胞活力，使内皮单层通透性增高，从而加剧烧伤后血管内液体渗出，致组织水肿和缺血缺氧，在

脏器功能损害中起重要作用。因此，如何减轻烧伤血清损伤内皮细胞是预防脏器功能损害的重要手段。 

    烧伤早期切痂通过在烧伤早期尽可能地将大面积Ⅲ度 和深Ⅱ度创面切除，同时去除了大量痂下水肿液并用自

体或异体皮覆盖，使感染或坏死的烧伤创面成为一相对健康的全封闭创面，减少炎症介质和细胞因子等入血，从

而减轻内皮细胞损伤。我们以往的研究曾证实，烧伤休克期后一次性大面积切痂可使术后烧伤血清对内皮细胞损

伤减轻[4]。本实验进一步观察到，烧伤早期切痂后1、3、7 d烧伤血清较烧伤早期非切痂组对内皮细胞活力、内

皮细胞单层通透性影响均明显减轻，说明烧伤早期切痂可进一步减轻烧伤血清对内皮细胞的损伤，从而有利于保

护内皮细胞，减轻和预防多脏器功能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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