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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型利钠肽对血管内皮细胞株增殖 

能力的影响 

肖乐 党永明 时德 

【摘要】 目的 了解 c型利钠肽(CNP)对血管内皮细胞增殖能力的影响。 方法 将所构建 

的含人 CNP(hCNP)的重组质粒 pcDNA3．1(+)在聚乙烯亚胺介导下转染人脐静脉血管内皮细胞株。 

通过反转录一聚合酶链反应、免疫组织化学和蛋白质印迹法检测该质粒的表达，用噻唑蓝法检测该质 

粒的表达产物对人脐静脉血管 内皮 细胞株增 殖能力 的影 响。同法转 染下 列物质 作对照 ：pcDNA3．1 

(+)(阴性对照)、增强型绿色荧光蛋白质粒(阳性对照，只用于检测转染率)、磷酸盐缓冲液(空白对 

照)。结果 pcDNA3，1(+)转染 48 h后人脐静脉血管内皮细胞株的增殖能力为 0．164±0．012；与其 

比较，含hCNP的pcDNA3．1(+)在血管内皮细胞中能高效表达，可使细胞增殖能力达0．301±0．096 

(P<0．05)。 结论 CNP具有促进血管内皮细胞增殖的生物学活性。以聚乙烯亚胺介导转染质 

粒 、检测 CNP在血管 内皮细胞中的表达及测定被转染细胞增 殖活性等方法 的建立 ，为开展 CNP基 因 

治疗提供了物质基础和实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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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influence of human C—type natriuretic peptide(hCNP)on 
proliferation of vascular endothelial cells(HUVECs)． Methods Reconstructed pcDNA3．1(+)／hCNP 

was transfected into HUVECs with polvethvlenimine and its plasmid expression was examined with RT—PCR， 

immunohistochemistry and W estern blot．MTT method was used to determine the effect of expressed protein 

on proliferation of HUVECs．pcDNA3．1(+)／hCNP transfection was used for contro1． Results The pro． 

1iferation of HUVEC 48 h after pcDNA3．1(+)／hCNP transfection was(0．301±0．096)，which was obvi— 

ously higher than that with pcDNA3．1 (+)transfection (0．164 4-0．012)． Reconstructed pcDNA3．1 

(+)／hCNP might be expressed in HUVECs effectively and its protein expression was capable of promoting 

HUVECs proliferation markedly． Conclusion The successive expression of reconstructed pcDNA3．1 

(+)／hCNP and the promoting activity of its expressed protein on HUVECs lay the foundation potential ther— 

apeutic value of C—type natriuretic pept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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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血缺氧是导致严重创 (烧 )伤后发生脏器损害 

和多器官功能衰竭等严重并发症的重要原因。各种 

致病因素导致 的血管内皮细胞损伤 ，通过降低脏器 

血液灌流和触发失控性炎性反应造成组织微循环障 

碍，从而引起组织器官缺血缺氧。因此 ，血管 内皮细 

胞损伤是导致创 (烧)伤严重并发症 的关键 ’̈ 。C 

型利钠肽 (C．type natriuretic peptide，CNP)是 Sudoh 

等 在 1990年首先从猪脑组织 中分离出的一种小 

分子蛋 白。其生理调节作用涉及抑制血管平滑肌细 

胞增殖 、促进血管再生、调节血管 紧张性 、直接或 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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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调节血压 、抑制炎性反应等 。提示 CNP可能 

具有促进血管内皮细胞修复的作用，但其具体作用 

环节及机制国内外鲜见报道。因此笔者用 已获得的 

CNP表达载体 转染血管内皮细胞，观察其增殖情 

况的变化 ，为进一步探讨 CNP在创 (烧 )伤防治中的 

作用提供物质基础和实验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来源 

1．1．1 菌株 、质粒和细胞株 含人 CNP(hCNP) 

的重组质粒 pcDNA3．1(+)／hCNP由重庆医科大学 

附属第一医院血管外科研究室构建 ，大肠杆菌 

DH5 、增强型绿色荧光蛋 白质粒 (pEGFP．C．)和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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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致成批烧伤的特点 

崇恩球 张正学 侯经元 陈远 

成批烧伤 已屡见不鲜 ，但地 震所致成批 烧伤较为 罕 

见。笔者单位 2003年 2月收治地震 致成批烧 伤患者 4O例 ， 

现就其特点分析如下。 

2003年 2月 24日上午 lO：OO，新疆 巴楚县发生 6．8级地 

震，地震致各种损伤住院患者共 1256例，其中烧伤 40例占 

3．18％。烧伤患者中男 l2例、女 28例(妊娠 2例)，<13岁 

7例、l3～49岁 3O例、>49岁 3例，Ⅲ度烧伤 l7例、浅 Ⅱ、深 

Ⅱ度烧伤 23例 ，总面积均 <50％TBSA。致伤原 因 ：火焰烧伤 

l3例、热液烫伤 26例 、电熨斗烫 伤 l例 。复合伤情 况 ：脑震 

荡 4例 、肋骨骨折 l例 、右锁骨骨折 l例 。烧伤部位 ：四肢 3l 

例 、躯干 2例 、躯干及四肢 6例 、颈部及躯 干 l例 。伤后 转入 

笔者单位时间：第 3天7例、第4天8例、第5天 9例、第 6天 

8例 、第 7天 8例。患者均治 愈出院。 

讨论 本批 烧伤 患 者 以妇 女 和儿 童为 主 ，所 占比例 为 

80％。地震时间在冬季正是本地居民做早饭 的时间。做饭 

一 般是女性承担的家 务 ，学龄前儿 童多 随其母 左右 ，因此 本 

组中有 6例学龄前儿童与母亲同时受伤。当地震发生时男 

性相对女性反应较快 ，可及 时跑 出房间 ，而女性 及小儿 动作 

相对缓慢 ，加之有 2例女性 为中晚期妊娠 。 

其他原因导致的成批烧伤 ，患者相对集 中，收治 较容易。 

但 由于本地地域广 阔，本批烧 伤患 者分布较 零散 ，加上 交通 

落后及非 烧 伤 患 者 亦 较 多 ，很 难 做 到 明确 分 类 并 及 时 救 

治 。本组 4O例患者均在伤后 3～7 d陆续收入笔者单位。 

瓦斯、油罐、液化气 、火药燃爆所致的烧伤原因比较单 

一

，烧伤时间 、地点及模式基本相同 ，且 以暴露 的四肢及面部 

烧伤为主 ，合并吸人性 损伤 者偏多 “ 。而本 批地震烧 伤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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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在 同一 时间 ，但具 体致伤原 因及模 式有 别 ，以四肢烧 伤 

为主，无一例头面部烧伤及吸人性损伤。本组患者烧伤总面 

积均在 50％TBSA以下 ，Ⅲ度烧 伤的患者共 l7例 ，占42．5％ 。 

原 因可能有 以下几点 ：地震时 患者 正在 做饭 、进餐 或烤火 ，慌 

乱 中倒下或被碰翻 的热源 多种多样 ；本地 区经 济落后 ，房屋 

均为平房 ，一旦倒塌 后其 内部 即与外界相 通 ，且 家 中一般无 

易燃物品，未发生较大火情 ，吸人性损伤和大面积烧伤的可 

能性较小 ；患者肢体 被倒塌 的房屋 压住 、无法及 时离 开受伤 

现场 ，易导致深度烧伤 。 

本批烧伤患 者普 遍存 在恐 惧 、焦 虑 、悲 哀 的心理 状态 。 

强烈地震致房屋瞬间倒 塌 ，使 患者 对地震 产生极度 恐惧 ，住 

院期间发生余震时，其他患者反应不大，但本批患者表现为 

狂奔或吼叫 ，有 2例 年轻女性 患者听到响声 即吼叫 。因地震 

造成财产 重大损失或家 中亲人遇难 ，患者入 院后不 免担心 日 

后的生活 ，表现 为睡眠不佳 、食欲 差 、不 安心住 院，部分 患者 

病情 一旦好转 、生活能够 自理 即要求 出院。 

参考 文献 

[1] 詹剑华，张红艳，李国辉，等．成批烧伤的临床分析及早期处理． 

中华烧伤杂志，2004，20(3)：181—182． 

[2] 李建洪，刘东，李发富，等．成批烧伤患者救治体会．医药论坛杂 

志 ，2006，27(7)：48． 

[3] 李天宇，赵俊祥．成批大面积烧伤救治的经验 中国烧伤创疡杂 

志 ，2005，17(3)：196—198． 

[4] 孙志刚．地震灾害医疗救援的特点及误区．医学与社会，2003， 

16(5)：7—8． 

[5] 王海林，宋斌．治疗成批特重烧冲复合伤伴吸人性损伤 16例． 

中华烧伤杂志，2006，22(2)：135． 

[6] 黄静，陈晓武，尹敬光，等．成批特重烧伤伴吸人性损伤的救治． 

实用医学杂志，2005，21(8)：852—853． 

(收稿 日期 ：2006—06—26) 

(本文编辑 ：赵 敏) 

一～～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 

j  ]  ]  ]  ¨ 

～～一 一一 一 一 一一 一～～ 一～一 ～～～ ～一一～一一 一一 一=妻 一一～～ ～ 一一姗 ～一一 一一一 ～一一 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 v． 。 ～ 一 一～～ 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 ] ] _ ] _寸 

Q2xvdWRWZXJzaW9uLQ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