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烧伤血清对腹腔巨噬细胞凋亡的影响

谢沛标渊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外二科袁广东 佛山 528000冤

摘要院目的 探讨体外培养的腹腔巨噬细胞渊M渍冤经烧伤血清刺激后的凋亡情况遥方法 制作 30%体表总面积渊TBSA冤Ⅲ
度烧伤大鼠模型袁分离其伤后 2 4 h 血清遥流式细胞术检测体外培养的 M渍经烧伤血清刺激后的凋亡情况并与正常大鼠

进行对照遥结果 烧伤大鼠血清诱导 酝渍凋亡明显增加袁这种作用随刺激时间的延长和烧伤血清浓度的增加而加强袁与

对照组比较有显著差异渊孕<0.01冤遥结论 烧伤血清可能在烧伤后 酝渍功能失调中起重要作用遥
关键词: 烧伤曰巨噬细胞曰细胞凋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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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遭泽贼则葬糟贼押 韵遭躁藻糟贼蚤增藻Toobserve apoptoticchanges ofculturedperitonealmacrophages apoptosisinresponse to theserum

isolatedfromburnedrats. 酝藻贼澡燥凿泽Modelsof 30%TBSAfull-thicknessburninjury wereestablishedinrats,andtheserum

wasisolated24haftertheinjury. Themacrophagestakenfromnormalratswereincubatedwiththeserumfromtheburned

and normal rats, and thepercentage oftheapoptoticmacrophageswas measuredbyflowcytometrywithpropidiumiodide

staining. 砸藻泽怎造贼泽Thepercentages of apoptotic macrophagesincreasedafterincubationwiththeserumfromburnedratsin

comparisonwiththatafterincubationwithnormalratserum. Theserumfromburnedratssignificantlyinduced macrophage

apoptosisinatime-andconcentration-dependentmanner. 悦燥灶糟造怎泽蚤燥灶Macrophageapoptosiscanbeinducedbyserumfrom

burnedrats,indicatingthattheserumplaysanimportantroleinthedysfunctionofthemacrophagesafterburninjury.

运藻赠憎燥则凿泽押burninjury;microphage;apoptosis

巨噬细胞(M渍)是机体重要的防御性细胞袁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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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研究表明袁M渍凋亡后袁机体

防御功能明显下降咱1暂遥本研究观察了烧伤血清对体外

培养腹腔 M渍凋亡的影响袁以期从 M渍凋亡的角度探

讨烧伤后 M渍功能改变的机制遥

1 材料与方法

1.1 烧伤模型

Wistar 大鼠 16 只袁体质量渊230依20冤g袁随机分为

正常对照组和烧伤组袁每组 8 只遥烧伤组麻醉成功后袁
背部脱毛造成 30%体表总面积渊TBSA冤Ⅲ 度烫伤袁即

予 4ml/100g窑b.w. 生理盐水腹腔注射抗休克袁对照组

除烫伤外处理相同遥伤后 2 4 h麻醉袁无菌条件下心脏

取血袁分离血清袁灭活补体遥正常血清和烧伤血清按1:2

或 1:5 的比例与 RPMI1640 培养液混合后使用遥
1.2 腹腔 M渍收集

健康大鼠腹腔内注射 5mlRPMI1640 培养液进

行灌洗袁回吸灌洗液袁5 0 g离心 5min袁将细胞沉淀孵

育过夜后袁可获纯度 >90%的腹腔巨噬细胞遥
1.3 M渍凋亡检测

采用碘化丙锭渊PI冤染色流式细胞术渊FCM冤检测遥
即待血清与 M渍一同孵育 24 尧48 h 后袁分别收集

M渍袁用 PBS 调整细胞至密度为 106 个 /ml袁加 PI 至终

浓度为 50 滋早/ml袁4 益室温暗处孵育 15~20min袁上机

检测遥
1.4 统计处理

所有数据均以 曾依泽表示袁组间数据比较采用两样

本均数 贼检验遥

2 结果

正常大鼠血清与体外培养的大鼠腹腔 M渍一同

孵育 2 4 h后袁M渍凋亡率为 (10.8依1.4)%曰20%烧伤血

清与 M渍一同孵育 2 4 h袁M渍凋亡率为 (25.6依2.4)%袁
4 8 h后进一步增加渊表 1冤遥而且烧伤血清诱导 M渍凋

亡与培养液中烧伤血清浓度正相关袁50%烧伤血清较

20%烧伤血清抑制 M渍凋亡更明显渊表 2冤遥

3 讨论

M渍是机体重要的防御性细胞袁通过抗原提呈及

吞噬病原微生物尧坏死组织等在机体的防御功能中起

重要作用遥研究发现袁其吞噬凋亡的中性粒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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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腰椎间盘突出症 12 例临床分析

王吉兴袁金大地袁陈建庭袁江建明袁吕 海渊第一军医大学南方医院骨科袁广东 广州 510515)

摘要院目的 探讨青少年腰椎间盘突出症的病因尧诊断与手术治疗遥方法 总结分析 12 例小于 16 岁患者的腰椎间盘突出
症的发病原因、临床表现、影像学特征及手术治疗方法。结果 所有患者均采用后路手术袁效果满意遥术后均随访袁平均

3.5 年袁优良率为 100%遥结论 青少年腰椎间盘突出症的病因与腰部外伤尧长期剧烈活动以及先天性腰椎发育不良有

关；临床表现以主诉症状轻、查体症状相对较重为其特点；青少年腰椎间盘突出症一旦明确诊断，经过短期严格的保守

治疗无效后即可考虑手术治疗，手术疗效较成人好。

关键词院腰椎曰椎间盘曰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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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腰椎间盘突出症临床上较为少见袁其发病率为全

部腰椎间盘突出症的 1%~3%咱1~3暂遥至今对其病因尧诊断以及治

疗方法仍有争议遥我院从 1990 年 1 月至 1998 年 6 月共手术

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 1125 例袁现将其中年龄小于16 岁的 12

例报告如下遥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本组 12 例袁男 11 例尧女 1 例遥其中学生 10 例尧运动员 2

例遥年龄 13~16 岁袁平均 14.9 岁遥病程 20d~48 个月袁平均 12.4

月遥其中袁有明确外伤史者 3 例尧有长期剧烈活动史 5 例尧无明

确诱因者 4 例遥临床症状院腰痛渊8 例冤尧臀痛渊2 例冤尧腿麻痛渊12

例冤遥体格检查主要发现院腰背肌痉挛 渊10 例冤尧脊柱倾斜渊7

例冤尧腰部运动障碍渊11 例冤遥其中运动严重受限 7 例袁受累神经

支配区感觉异常 7 例和肌力下降 6 例遥直腿抬高试验阳性 12

例袁其中双侧阳性 4 例袁30 度以内者 9 例遥跟腱反射减退或消

失 7 例袁其中双侧 3 例遥均主诉症状较轻袁体格检查却较重遥术

前经药物尧按摩尧推拿尧休息等保守治疗者 10 例袁皆症状缓解

后复发遥
1.2 影像学检查

术前常规摄 X 线平片袁突出节段椎间隙前后等宽 2 例尧先

天性隐性骶骨裂 1 例尧腰 5 椎体完全和不完全骶化各 1 例袁其

渊PMN冤是炎症消退的先决条件遥M渍凋亡增加袁严重

影响其功能发挥袁使其形成识别凋亡 PMN 的能力降

低袁导致对 PMN 及功能组织细胞的吞噬处理能力下

降咱1暂遥研究发现袁烧伤血清可使腹腔 M渍分泌肿瘤坏

死因子和一氧化氮等递质咱2暂遥本实验结果提示袁烧伤

血清还可诱导腹腔 M渍凋亡袁且刺激时间越长尧浓度

越高袁抑制作用越强遥烧伤血清中含有高浓度的内毒

素尧肿瘤坏死因子等炎症递质咱3暂袁而内毒素尧肿瘤坏死

因子可导致 M渍凋亡遥因此袁我们认为袁烧伤血清诱导

腹腔 M渍凋亡主要与其含有内毒素尧肿瘤坏死因子有

关袁但这些递质诱号 M渍凋亡的机制还有待进一步研

究遥
综上所述袁烧伤血清诱导 M渍凋亡袁从而使烧伤

后 M渍凋亡增多袁进一步使其功能发挥受到影响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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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烧伤血清刺激后不同时间皂渍的凋亡率 穴曾依泽熏豫雪
栽葬遭援员孕藻则糟藻灶贼葬早藻泽燥枣葬责燥责贼燥贼蚤糟皂葬糟则燥责澡葬早藻泽泽贼蚤皂怎造葬贼藻凿遭赠

遭怎则灶泽藻则怎皂葬贼凿蚤枣枣藻则藻灶贼贼蚤皂藻泽(酝藻葬灶依杂阅,%)

24 48

Normalserum 10.8依1.4 12.3依3.2

Burnserum 25.6依2.4* 39.5依6.8*

Group
Timeaftercoincubation(h)

*孕<0.01 增泽normalserumgroup

M渍

表 2 不同浓度烧伤血清刺激24h后 M渍的凋亡率穴曾依泽熏豫雪
栽葬遭援圆孕藻则糟藻灶贼葬早藻泽燥枣葬责燥责贼燥贼蚤糟皂葬糟则燥责澡葬早藻泽圆源澡葬枣贼藻则
泽贼蚤皂怎造葬贼蚤燥灶遭赠凿蚤枣枣藻则藻灶贼糟燥灶糟藻灶贼则葬贼蚤燥灶泽燥枣遭怎则灶泽藻则怎皂

(酝藻葬灶依杂阅,%)

20% 50%

Normalserum 10.8依1.4 员猿援愿依3.6

Burnserum 25.6依2.4* 42.75依愿援苑*

Group
Concentration

*孕<0.01 增泽normalserum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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