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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一定的非抗氧化作用#如调节相关酶的活

性+调节相关基因的表达等)如果体内无法维持维生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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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最佳水平#会使得机体调节失衡#增高患病的风险)大部分的

人群未认识到它的重要性)研究发现#维生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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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人体重

要的一种微量营养素#能影响免疫调节过程#与社区获得性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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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生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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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天然免疫中包括在防治呼吸道感染时发挥重

要作用#维生素
?

缺乏的患者更容易发生上呼吸道感染或使

呼吸道感染性疾病加重)肺组织极容易受到氧自由基的攻击#

例如脂质过氧化作用#是酶系统产生的氧自由基通过攻击生物

膜磷脂中的多不饱和脂肪酸#由此产生脂质过氧化物的过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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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基#与不饱和脂肪酸竞争#与自由基结合#从而阻止脂质氧

化过程中的连锁反应#并间接调节细胞内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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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活性#使其水平升高#可通过信号转导途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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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两年龄段高#而维生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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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助说明了#维生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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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度水平随着疾病因素的影响而变化#

可以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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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病情的发病和进展产生重要影响)

抗氧化物质如维生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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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可进一步加重氧自由基损

伤)营养不良和营养素缺乏会导致感染易感性增加#从而削弱

了防御损伤的能力#形成恶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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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
(%

感染阳性率比对照组高)这也说明肺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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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危害的器官#当体内维生素
?

缺乏时#免疫功能会受到一

定的损害#导致肺部更易受感染#加剧患者机体功能受损#维持

较高的血清维生素
?

浓度能有效地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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