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华烧伤杂志2004年2月第2O卷第 1期 Chin J Burns，Febr 翌 ! ． ，No．1 

低剂量环磷酰胺在烧伤早期的抗炎作用 

王达利 王玉明 程代薇 陈世玖 罗志军 魏在荣 邹勇 

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SIRS)是烧伤早期脏器损害的基 

本病理、生理变化，减少或控制过量炎症介质的释放，降低烧 

伤后 SIRS的发生率已成为 目前研究的热点之一。有关研究 

提示低剂量环磷酰胺 (cycl叩hosphamide，CY)可明显延长烧 

伤及病毒感染豚鼠的生存时间，但其作用机制尚不清楚。为 

此笔者进行了相关实验研究。 

一

、材料与方法 

雄性 sD大鼠72只，体重(243-I-32)g。随机分为空白组 

8只，对照组 32只，实验组 32只。对照组及实验组又分为烫 

伤(以下称烧伤)后2、3、6 h组，每组各 8只。空白组大鼠不 

烧伤，取心脏血及肝脏组织测肿瘤坏死因子 d(TNF—d)水平， 

作为正常对照。实验组及对照组制作 30％TBSAⅢ度烧伤模 

型，实验组大鼠于伤后 l h腹腔内注射 CY 2 mg／kg，对照组 

于伤后 l h腹腔内注射等量等渗盐水。按不同时相点分别测 

量实验组和对照组大鼠的心脏血及肝脏组织 TNF—d水平。 

TNF—d试剂盒为晶美公司产品。实验组及对照组各余有 8 

只大鼠从致伤后喂养至自然死亡，记录其生存时间。结果采 

用 SPSS for Windows软件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 

二 、结果 

1．各组大鼠烧伤后心脏血、肝脏组织中TNF—d水平变化 

见表 l、2。 

表 l 烧伤后各组大鼠心脏血肿瘤坏死因子 n水平的变化 

(吸光度值，x±s) 

注：与空白组比较， P<0．05；与对照组比较，#P<0．05 

表 2 烧伤后各组大鼠肝脏组织肿瘤坏死因子 n水平的变化 

(吸光度值，x±s) 

注：与空白组比较， P<0．05；与对照组比较，#P<0．05 

基金项目：贵州省科学技术基金资助项目(20033049) 

作者单位：563003 遵义医学院附属医院烧伤整形科 

· 43 

· 论 著 摘 要 · 

2．实验组 、对照组大鼠生存时间比较 ：对照组生存时间 

为(4．2l±0．85)d，实验组(7．O1±0．72)d，两组比较差异有 

显著性意义(P <0．05)。 

三、讨论 

严重烧伤 、创伤(包括大的外科手术)、休克、急性坏死性 

胰腺炎等均可导致过度 、失控的全身炎症反应，造成宿主 自 

身组织结构和生理功能的广泛损害 ，最终引起多器官功能障 

碍综合征(MODS)甚至死亡。因此，除了原发病的治疗以外， 

抗炎治疗已成为目前研究的热点 。’ 。已知有数十种炎症介 

质参与发病，诸多学者都希望应用炎症介质拮抗剂来阻断炎 

症反应，减轻脏器早期损害，但结果并不令人满意。原因是 

脓毒症和 MODS的发生决不是某一种或几种细胞因子的增 

高或降低所能解释的，也不会由于某个炎症介质的阻断或补 

充而得以完全纠正 。部分学者转而对糖皮质激素等传统 

的抗炎药物进行研究，进一步证实糖皮质激素及非甾体类抗 

炎药物均可通过或部分通过抑制核因子(NF)一KB的活化而 

达到抗炎效果。但值得注意的是 ，这些药物因其作用广泛， 

需要较高的浓度才能抑制 NF—KB，因此其产生的毒副作用较 

大。 

与糖皮质激素一样 ，CY也被作为一种免疫抑制和抗炎 

药物应用于临床。有研究表明，低剂量(2．0～2．5 mg／kg)CY 

即具有明显的抗炎效果 ，能延长烧伤和感染(致死性病毒诱 

导)豚鼠的生存时间，并证实低剂量 CY无明显细胞毒性作 

用 。Kehrer等 报道 ，cY的代谢产物丙烯醛在低剂量时 

能抑制细胞增殖而不会导致细胞死亡，同时也证实丙烯醛具 

有抑制 NF—KB活化的作用。本实验中与对照组比较，实验组 

各时相点心脏血液及肝脏组织内 TNF—d明显减少，说明低剂 

量 CY确实可减少烧伤大鼠血中 TNF—d含量。实验组大鼠 

生存时间与对照组相比明显延长，初步说明低剂量 CY可减 

轻烧伤后过量的炎症介质对脏器功能的损害。由于低剂量 

CY无明显细胞毒性作用 ，因此与传统的糖皮质激素及非甾 

体类抗炎药物相比，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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