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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差异对实验的影 响，选 择了四肢靠近关节及颈部 

外观差异较小的 HS进行细胞体外培养，结果也是 

反复多次实验后的平均水平。本实验还观察到 STS 

抑制细胞增殖和抑制 TGF—p 和 仅一SMA蛋 白合成 的 

趋势具有一致性 ，推测二者之间存 在联 系。细胞生 

长状态的下降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细胞内蛋白的合 

成和基因表达，但实验 中所用检测方法具有高度特 

异性 ，所需样品也十分微量 ，其结果可 以反映出总体 

情况 ，也能够确定 STS对瘢痕 Fb有抑制作用。 

综上所述 ，在人瘢痕 Fb体外培养 中，STS能够 

抑制细胞增殖、减少 TGF—p 和 q—SMA蛋白合成，降 

低TGF—p 及 一SMA mRNA表达 ，可 能有 利于 减轻 

HS的形成和挛缩 ，成为治疗瘢痕的潜在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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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萘洛尔改菩烧伤后肝脏磷脂酰肌醇 3激酶／蛋白激酶 B信号通路 

重度烧伤能够诱发肝脏的内质网应激反应。内质网应激可以激活 c—Jun氨基末端激酶(JNK)，并通过磷酸化胰岛素受体 

底物 1，引起后续的胰岛素抵抗 ，从而抑制胰岛素受体信号。烧伤后会引起儿茶酚胺类物质显著、持续性增加。研究者观察 

到，给予非选择性的 p1和 p2肾上腺素能受体拮抗剂普萘洛尔，能够减轻内质网应激并抑制 JNK信号的激活。普萘洛尔改善 

内质网应激，通过激活磷脂酰肌醇 3激酶／蛋白激酶 B信号通路显著增加胰岛素敏感性。因此 ，研究者认为烧伤后儿茶酚胺 

的释放是引起内质网应激与胰岛素受体信号受损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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