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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与正常皮肤组(a)比较 ，增生性瘢痕组(b)和瘢痕 

疙瘩组(C)表皮细胞黄嘌呤氧化酶表达增强 生物素． 

链霉亲和素-辣根过氧化物酶 ×400 

3 讨论 

XO是一种黄素蛋白，可以利用分子氧作为电子受体 ，将 

次黄嘌呤和黄嘌呤氧化为黄嘌呤和尿酸，此过程中产生超氧 

阴离子 自由基 (O 一)和过氧 化氢 (H O ) 。本研究 结果显 

示 ，病理性瘢痕表皮中 XO呈弥散性分布 ，表皮角质化细胞 

的 XO表达明显高于正常皮肤(P <0．05)，提示病理性瘢痕 

表皮中 XO途径产生的 ROS增多，这可能是 自由基水平升高 

的原因之一 。 

最近越来越多 的证据表 明，一定水平的 ROS特别是 O 

和 H O ，可参与细胞间黏附、增殖、死亡、炎性反应、代谢和 

免疫反应等的调节，在信号转导过程中能够作为第二信使调 

节具有重要功能的基因表达 ’ 。H O 可以诱导促纤维化 

细胞因子如转化生长因子 Bl或结缔组织生长因子的基因表 

达及蛋 白合成 ，同时还能刺 激不 同类 型细胞 的增 殖。本 

实验组织学观察 结果 以及文 献报 道 。。均显 示 ，病理 性 瘢痕 

表皮细胞层次较正 常皮肤 明显增 加 ；同时有研 究显 示 ：肥厚 

性瘢痕角质形成细胞 的增殖相关核抗原 Ki-67表达增加 ， 

而瘢痕疙瘩角质形成细胞产生和被激活的转化生长因子 B 

增多 。由于自由基是一些生物活性高、半寿期短的分子． 

主要在产生部位及其邻近组织发挥作用，因此在病理性瘢痕 

表皮 中，由 XO途径产生 的 O：一和 H O 可能作 为重要 的信 号 

分子 ，对 病理性 瘢痕角质形成细胞的增殖 以及角质 形成细胞 

来源的细胞 因子 的表 达产 生影 响 ，再通 过 表皮一间质细 胞 的 

相互作用对成纤维 细胞增 殖及 胶原合成进 行调节 ，从而参 与 

瘢痕形成 ，然 而确 切作用机制还需进一步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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