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烧伤血清对腹腔巨噬细胞凋亡的影响  

    巨噬细胞(Mφ)是机体重要的防御性细胞，通过吞噬病原微生物和坏死组织及抗原提呈等在机体的防御功

能中起重要作用。研究表明，Mφ凋亡后，机体防御功能明显下降[1]。本研究观察了烧伤血清对体外培养腹腔

Mφ凋亡的影响，以期从Mφ凋亡的角度探讨烧伤后Mφ功能改变的机制。 

    

1  材料与方法 

    1.1  烧伤模型   

    Wistar大鼠16只，体质量(230±20) g，随机分为正常对照组和烧伤组，每组8只。烧伤组麻醉成功后，

背部脱毛造成30%体表总面积(TBSA)Ⅲ度烫伤，即予4 ml/100 g·b.w. 生理盐水腹腔注射抗休克，对照组除

烫伤外处理相同。伤后24 h麻醉，无菌条件下心脏取血，分离血清，灭活补体。正常血清和烧伤血清按1:2或

1:5的比例与RPMI 1640培养液混合后使用。 

    1.2  腹腔Mφ收集   

    健康大鼠腹腔内注射5 ml RPMI 1640培养液进行灌洗，回吸灌洗液，50 g离心5 min，将细胞沉淀孵育

过夜后，可获纯度>90%的腹腔巨噬细胞。 

    1.3  Mφ凋亡检测    

    采用碘化丙锭(PI)染色流式细胞术(FCM)检测。即待血清与Mφ一同孵育24 、48 h 后，分别收集Mφ，用

PBS调整细胞至密度为106个/ml，加PI至终浓度为50 μg/ml，4 ℃室温暗处孵育15~20 min，上机检测。 

    1.4  统计处理   

    所有数据均以 表示，组间数据比较采用两样本均数t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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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 

    正常大鼠血清与体外培养的大鼠腹腔Mφ一同孵育 24 h后，Mφ凋亡率为(10.8±1.4)%；20%烧伤血清与M

φ一同孵育 24 h，Mφ凋亡率为(25.6±2.4)%，48 h 后进一步增加(表1)。而且烧伤血清诱导Mφ凋亡与培养

液中烧伤血清浓度正相关，50%烧伤血清较20%烧伤血清抑制Mφ凋亡更明显(表2)。 

    

3  讨论 

    Mφ是机体重要的防御性细胞，通过抗原提呈及吞噬病原微生物、坏死组织等在机体的防御功能中起重要

作用。研究发现，其吞噬凋亡的中性粒细胞(PMN)是炎症消退的先决条件。Mφ凋亡增加，严重影响其功能发

挥，使其形成识别凋亡PMN的能力降低，导致对PMN及功能组织细胞的吞噬处理能力下降[1]。研究发现，烧伤

血清可使腹腔Mφ分泌肿瘤坏死因子和一氧化氮等递质[2]。本实验结果提示，烧伤血清还可诱导腹腔Mφ凋亡，

且刺激时间越长、浓度越高，抑制作用越强。烧伤血清中含有高浓度的内毒素、肿瘤坏死因子等炎症递质

[3]，而内毒素、肿瘤坏死因子可导致Mφ凋亡。因此，我们认为，烧伤血清诱导腹腔Mφ凋亡主要与其含有内毒

素、肿瘤坏死因子有关，但这些递质诱号Mφ凋亡的机制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综上所述，烧伤血清诱导 Mφ凋亡，从而使烧伤后Mφ凋亡增多，进一步使其功能发挥受到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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