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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中正常对照组与各试验组各项指标均有不同程度

差异#说明经过细菌的接种后#都发生了不同的免疫反应*机

体在受感染时#各种免疫细胞'免疫因子都参与反应#使机体处

于一种稳定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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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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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等作用#其可通过黏附在病原体表面利于宿主细胞吞噬#

形成膜攻击复合体导致病原体溶解'释放过敏素而引起炎性反

应等多条途径来清除病原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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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也可以介导炎性反应#

导致组织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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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体炎性反应有正'反作用#炎性反应的

目的是清除异己和坏死细胞#但是过度的炎性反应会导致机体

各组织的损伤*多糖具有多种生理功能#维持机体的免疫稳态

作用*在有鸡枞多糖与庆大霉素参与的反应中#与单纯的庆大

霉素比较#各项指标均低于单纯的庆大霉素治疗#说明加入鸡

枞多糖时#小鼠机体处于一个相对较低的免疫反应状态#从而

避免过高'过强的免疫反应#造成机体免疫反应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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