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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取 自其 自体供皮 区剩余 皮肤 ，均征 得患者 同意。 

取材时间为伤后 7～12个月。其 中男 4例 、女 4例 ， 

年龄4～11岁[(6．7±0．9)岁 ]。烧伤面积为 2％ ～ 

26％TBSA，深 Ⅱ、Ⅲ度。采用等渗盐水清洗标 本血 

污 ，去除皮下脂 肪后 ，称 取 7．0 g用等渗 盐水 冲洗 

后 ，置入 DMEM培养基(含 10 U／L青霉素)中，并将 

其修剪成 0．5～1．0 mm 的组织块 。Hank液漂洗 3 

次 ，各取 0．4 g(湿重 )组织块分装于 EP管 中待用。 

以上步骤需在 4 h内完成。 

2．不同作用条件对 MC组胺释放的影响：(1)不 

同浓度的 SP对组胺释放 的影响 ：采用 DMEM培养 

液(含 体积 分 数 10％ 小 牛血 清 和 3×10 mol／L 

CaC1 )配制如下浓度溶液 0．5 ml：0(即 DMEM 培养 

液)、1×10‘。、5×10一。、1×10‘ 、5×10一 、1×10一 

mol／L SP，再分别加入含组织块 的 6个 EP管 中，置 

于 37℃水浴中摇动作用 30 rain，吸出上清液后存于 

一 70 cI=冰箱中直至组胺检测。(2)SP作用不 同的 

时间对组胺释放 的影响 ：用上述 DMEM 培养液配制 

浓度为 5×10 mol／L的 SP溶液 ，分别加入含组织 

块的 5个 EP管中，在37℃水浴中摇动作用 0(即加 

入 SP溶 液摇匀后立 即吸 出上 清液 )、5、15、30、60 

rain，吸出上清液同前处理。(3)不同浓度的 ca 对 

组胺释放 的影 响：用 DMEM 培养 液 (含 体积 分数 

10％小牛血清和 5×10。mol／L SP)配制如下 浓度 

溶液 0．5 ml：0(DMEM培养液 中加入 1×10 mol／L 

乙二胺 四乙酸去除微量 Ca )、5×10～、5×10～、 

1×10一 、3×10‘ 、5×10‘ mol／L CaC12。再分另0力Ⅱ 

用30 rain，吸出上清液同前处理。以上标本为样品 

组胺 ，用于检测 MC脱颗粒释放的组胺。随后在 17 

个 EP管中分别加入去离子水，煮沸20 rain以破坏细 

胞 ，释放出组胺 ，再摇匀后 于 1 500×g离心 10 rain， 

吸出上清液同前处理，检测组织块中的剩余组胺。 

3．组胺的测定及其释放率的计算：参照文献 

[4，5]提取前述冻存的上清液标本中的组胺，参照 

文献[6]提纯组胺，与邻苯二甲醛形成稳定荧光物 

质后 ，用 F．2500型荧光分光光度计 (日本 日立公司) 

在激发波长 360 nm、荧光波长 450 nm下测 定荧光 

强度。组胺释放率 =样品组胺荧光强度 ÷(样品组 

胺荧光强度 +剩余组胺荧光强度)×100％。 

4．统计学处理：数据以 4-s表示 ，用 SPSS 10．0 

统计软件行单因素方差分析、成对 t检验。 

结 果 

1．1×10一。～1×10‘ moL／L SP刺激 MC 30 rain， 

HS、NS组胺 释放率均 明显 高于 0 mol／L SP刺激时 

(P<0．01)。SP的浓度对 HS组胺释放率的影响 

明显强于 NS(P <0．01)。见表 1。 

2．在5×10 moL／L SP的刺激下，HS、NS组胺释 

放率随着作用时间的延长而上升，且 sP的作用时间 

对 HS组胺释放率的影响明显强于 NS(P <0．01)。 

作用 15 rain时 ，HS约有 90％的组胺释放 ，见表 2。 

3．除当 ca“ 浓度为 1×10 moL／L时，HS、NS 

的组胺释放率有所下降外，其余则基本随着 Ca 浓 

度的上升而增高。Ca 浓度对 HS组胺释放率 的影 

入含组织块的 6个 EP管 中，于 37℃水浴 中摇动作 响明显强于 NS(P <0．01)。见表 3。 

表 1 不 同浓度 的 SP对人 HS及 NS组织组胺 释放率的影响(％ ， ±s) 

注：各浓度的样本数为8个；与 HS组织比较， P<0．01；与0 mol／L SP比较，#P<0．01；与 1×10一 mol／L SP比较，△P<0．01；与5× 

10一 mol／L SP比较 ，☆ P<0．05；与 1×10一 mol／L SP比较，▲P <0．01；与 5×10一 mol／L SP比较 ，★ P<0
． 05．口 P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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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论 

本研究结果表明，人 HS中MC脱颗粒释放组胺 

存在 sP剂量依赖性，即当 sP达到一定浓度时，MC 

组胺释放率随sP浓度增加而升高。这与以往在小 

鼠及大鼠皮肤 、黏膜和人 NS的 MC实验 中得到的结 

论相同 -9]，但 同一浓度的 SP在人 HS中的作用效 

果强于 NS。Weidner等 用微透析法研究人 NS中 

SP作用的结果证 明，SP浓度超过 1×10 mol／L时 

有蛋白溢出，1×10一～1×10 mol／L则使蛋白溢 

出但无组胺释放，仅当浓度达到 1×10 moL／L才使 

MC组胺显著释放。本研究结果表 明，当 SP浓度达 

到 1×10 moL／L时 ，人 NS中的 MC即显著释放组 

胺，仅为文献[10]浓度的 1／10。 

Ebertz等 对人 NS的研究表明 ，MC自发性组 

胺释放率仅为 10．3％ ，当 SP浓度为 1×10～～5× 

10 moL／L时 ，组胺释放 率增加 了 1．3％ ～25．1％。 

本研究结果表明，HS中 MC自发性组胺释放率约为 

44．0％ ，SP浓度为 1×10～～1× 10 mol／L时，组 

胺释放率增加 了 13．6％ ～43．6％。由此可见 ，与 NS 

比较 ，HS的 MC更易脱颗粒 ，并且 SP对它的 MC作 

用更显著。笔者在本实验中还观察到 ，随着作用时 

间的延长 ，MC组胺释放率显著上升 ，呈明显 的时间 

依赖性。此现象与以往的研究结果 一致 。本实 

验中sP作用 15 min时，HS中的MC已有90％的组 

胺释放 ；而 15 min内，人 NS中仅有 80％ 的组胺 释 

放 ，也说明 SP对 HS中 MC的作用强于 NS。 

SP对 HS中 MC的作用受 Ca“浓度影响，其可 

能机制为神经冲动传导时引起离子通道开放，外钙 

内流 ，促使囊泡释放 SP。本实验结果表明，HS组织 

块经 Ca“拮抗剂乙二胺四乙酸预处理后 ，组胺释放 

率最低 (约 36．4％)，低 于有 Ca 存在时组胺的 自 

发性释放率 45．3％；当 Ca 浓度 为 5×10 moL／L 

时，释放率最高；当 ca“为 1×10I3molZL时，MC组 

胺释放率 出现一过性下降。这与 Ebe~z等 的研 

究结果相似，说明 sP对 MC释放组胺的影响受 

Ca”浓度的调控 。 

瘢痕增生过程实质是胶原大量合成的过程，组 

胺有促进成纤维细胞合成胶原纤维的作用，sP是促 

使成纤维细胞有丝分裂的重要因素之一 [1̈，并且组 

胺和 SP是引起瘙痒、潮红 的重要介质。含 SP的神 

经纤维与 MC直接连接，SP可诱导 MC脱颗粒释放 

活性物质 ，引起免疫反应和瘙痒性炎症 ，加重 HS患 

者的痛苦 。有研究 表明 ，应用 SP拮抗剂可 治疗 与 

sP和MC相关的皮肤性疾病  ̈·” ，起决定性作用的 

是神经激肽(NK)1受体拮抗剂  ̈。深入研究 sP 

与MC的相互作用及其机制，有利于揭示许多皮肤 

性疾病，包括 HS的发病机制；应用 sP及 sP受体拮 

抗剂阻断二者的作用 ，有望成为治疗 HS的新方法 ， 

具有广阔的临床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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