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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化可能与未能控制 的病毒复制无关
,

而可能

与免疫病理损伤有关
。

张春平摘 王桂荣校

致死性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的肺病理学

〔英 马 ⋯ 刀 一
,

一 一

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 是一种影响

全球的新型传染病
。

虽 已确定冠状病毒家族中

一病毒为其病因
,

但该病的发病机制仍不清楚
,

作者报告 例死于 患者的病理学和病毒

学结果
。

方法 研究对象为 年 月至 月期

间因 死亡的 例患者
。

例均符合

修订的 诊断标准并有肺活检或死后检

查
。

疾病定义为有发热 体温 ℃
、

咳嗽或

呼吸短促
、

胸部 线照 片有新 的肺部浸润 病

变
,

有 患者接触 史或对典型或不典型肺

炎而应用的经验性抗生素治疗无效
。

例研究

对象中仅有 例行全尸尸检
,

其它 例死后检

查仅限于肺
。

除上述标准外
,

所有研究对象还

必须有患病期间留取符合病毒学研究的配对血

清标本
。

仅有器官针吸活检标本者均被除外
。

此外
,

本组患者均有病理和病毒学检查结果
。

应用逆转录
一

法和血清学检

查以寻找 相关性冠状病毒
一

肺炎后病毒感染证据
,

病理学标本应用光镜
、

电

镜和免疫组化方法检查
。

结果 所有 例患者
一

抗体滴度

均呈 倍 以上升高
,

提示 有
一

近期感

染
。

病理学检查显示弥漫性肺泡损伤常见但并

非全有 肺组织形态学变化表现为支气管上皮

剥脱
、

纤毛消失
、

鳞状组织变形
。

例出现继发

性细菌性肺炎
。

例有巨细胞浸润
,

例有肺血

管纤维蛋 白栓 塞
,

另 例则有肺血管 内肿胀
。

这 例患者中有 例免疫组化为巨噬细胞标志

阳性 另 例为上皮标志 阳性
,

此

患者冷冻组织均未染色到腺病毒
、

副流感病毒

或流感病毒 或
。

因为感染风险原因大部分患者死后检查仅

限于胸部
,

仅有 例行全尸检
。

结果发现此患

者脾脏白髓显著萎缩
。

电镜检查发现肺内皮细

胞浆中有膨胀高尔基体
,

还发现这些细胞器中

有形态符合冠状病毒的 病毒颗粒
,

这些

病毒形态学与以前报告的冠状病毒相似
。

结论 本研究显示 与肺上皮增生和

巨噬细胞增加相关
。

这种吞噬血细胞作用的存

在至少可以部分解释此病的严重性
。

作者认为

应把与此病相关的肺病理表现纳人 疾病

定义
、、

张春平摘 王桂荣校

忆州仁止阳州认进一

珊月丁尹夕斗工名了

甘草甜素 甘草根的有效成分 与

相关性冠 状病毒复 制 英 」 ⋯

〔 一
,

一 一

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 是一种通过

密切接触高度传染的新型传染病
。

自这些患者

中已发现一种新型冠状病毒称之为 相关

性冠状病毒
一 。

的暴发促使人

们加强了对此病抗病毒药物的研究
。

本研究的

目的 旨在 比较利 巴 韦林
、 一

氮尿昔
一

。 、

毗哩吠林 巧
、

麦考酚酸

和 甘 草 甜 素 抗
一

的效果
。

方法 两株冠状病毒临床毒株得 自德国法

兰克福大学临床中心住院的 患者
。

述

种药物有抗病毒
、

抗肿瘤 和免疫抑制活性并

已用于临床
。

观察评估 细胞感染

后 一 病毒的致细胞病性记分
,

并确

定药物精选指数及药物的细胞毒性 应用

细胞增生药盒
一 , ,

德国
。

结果 利 巴韦林和麦考酚酸对
一

复制无影响
一

氮尿昔和毗哇吠琳非中毒剂量

即有抑制
一

复制作用 而甘草甜素则是
一

复制最有效的抑制剂
。

甘草甜素不

仅能抑制
一

复制
,

还有抑制该病毒的吸

附和穿透能力 吸附和穿透是该病毒复制初期

的步骤
。

作者还从 患者血标本检 出复制的
一 ,

研究发现经用甘草甜素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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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 处理的培养基物中病毒抗原的表达 明显

少于其它任何培养 尤其是用高浓度

留 的甘草甜 素处理 的培养基 中
一

病毒复制则被完全阻断
。

甘草甜素抗
一

的作用机制尚不 明

了
,

推测它可能有影响细胞信号途径 如蛋 白

激酶 和酪 蛋白激酶 和转录 因子 如活化

蛋白 和核因子 的作用
。

此外
,

甘草甜素

的糖昔配基代谢产物
一

甘草次酸还有上调

巨噬细胞诱导性 合酶的表达及 的生

成
。

而 又能抑制几种也能被甘草甜素抑制

的病毒 如 日本脑炎病毒 的复制
。

这些初步

结果表明甘 草甜素可 以诱导 细胞 合

酶
,

培养基中加人 则可以抑制病毒复制
。

甘草 甜 素 已 被 用 于 人 免 疫 缺 陷病 毒
一

一

和慢性丙型肝炎病毒感染患者
。

该药

导致
一

感染患者 抗原呈低水平归因于

该药的上调节细胞因子作用
。

该药的常见副作

用为长时期 数月后 给药可致血压升高和低

钾血症
,

但 治疗仅需短程
。

虽然在临床

试验中应用甘草甜素量较大
,

但与其它药物相

比
,

此药几乎无毒性反应
。

作者认 为要 弄清甘草甜素对人细胞

复制的影响还需进行甘草甜素抗
一

作用 的进一 步研究
。‘

张春平摘 王桂荣校

脑型 疟疾 患儿 血清精氨酸含量 下 降与

生成减少 〔英 」 ⋯ 玩

一
,

一
一

曾报道恶性疟的病情严重程度与一氧化氮

生成量 和 或 单核 细胞 中 合酶

表达呈负相关
,

这在脑型疟 最为明显
。

在体外试验 可通过减少促炎症性细胞因子

数量及程度减弱内皮细胞表面粘附分子表达而

防止寄生虫粘附至细胞上的作用
。

作者对三组坦桑尼亚儿童包括健康对照组

例
,

无并发症的恶性疟组 例
,

脑型疟组

例 例死亡 低温保存血浆标本检测
一

精氨

酸
一

含量
。

患者及对照健康人标本分别

在人院诊断时及隔夜空腹后次 日采取
。

每个标

本中取 时
」

血浆
,

用高分辨率的液相色谱法

测
一

含量
。 一

及
一

组氨酸洗脱物呈散

布状态
,

可用标准曲线定量
。

三组检测结果的

均值采用 的多项 比较方法与病情严

重程度 作对比
。

结果示
一

与病情严重程度
,

呈负相关关系
,

经用 作多

项对比调整后
,

三组的
一

均值均各不相同
,

其中以对照组为最高
,

无并发症疟疾组次之
,

脑

型疟组最低
。

随机采集 例美国健康成人的

标本及 例坦桑尼亚人的健康孕妇冷藏标本
,

检测见
一

分别 为 林 及
林 。

此两值与坦桑尼亚儿童

对照组相仿
,

可看作另一个健康对照组
。

回归

分析示 疾病严 重性 与
一

含 量相 关
《〕《

,

但与之对 比
,

各组的平均组氨酸含量

却无明显差异
。

对造成干扰的潜在参数 空腹

持续时间 昏迷积分
,

血红蛋白
,

白细胞

数
,

寄生虫血症 作出调整后
,

脑型疟组
一

均值为 林 。

将此值作为划分线可见
一

低于此值者与死亡相关
,

高于此值者可

保护患者抵抗死亡
。

由于细胞因子可诱导产生 内皮粘附分子
,

因此内皮细胞功能障碍
,

可 因被寄生虫感染的

红细胞更易粘附于内皮细胞而诱发脑型症
。

细

胞内 活性取决于循环血中有适量的
。

而脑型症低
一

血症可 限制 的合成
。

因

此
,

作者认为增加 生成可纠治内皮细胞功

能障碍和减轻有害的炎症性细胞因子反应
,

而

有利于疾病转归
。

在疟疾时纠正
一

缺乏是

否有辅助的防治作用有待阐明
。

严 卫摘 严庆惠校

消化 系统疾病

直肠透析液中一氧化氮产物为炎症性肠

病儿童疾病活动度和定位的一项标志 英 」

⋯ 、气 一
,

一 一

Sanmes
Highlight

Sanmes
Highlight

Sanmes
Highlight


	www.CytoThesis.US
	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