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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早发型重度子痫前期胎盘中表达及其相关性$方法
#

选自该院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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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9

月至
%+)K

年
9

月收治

的早发型重度子痫前期
K8

例作为观察组%另选自该院于
%+)*

年
9

月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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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9

月行剖宫产结束妊娠的正常

初产妇
*:

例作为对照组$于孕产妇剖宫产胎盘娩出后即自胎盘母体面中央取绒毛组织!常规石蜡包埋!制成

蜡块!切片'染色$应用生物医学图像分析系统进行灰度定量分析$比较两组
>;#)

和
!&!]>;)

平均灰度

值!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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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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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性$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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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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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

#%观察组
!&$

!]>;)

平均灰度值低于对照组"

#

$

+I+*

#%胎盘组织
>;#)

和
!&!]>;)

表达呈正相关$结论
#

>;#)

和

!&!]>;)

在早发型重度子痫前期胎盘中表达上升!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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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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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正相关!具有重要研究意义!值

得进一步推广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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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痫前期是导致围生儿和孕产妇死亡的一个重

要原因(严重威胁母婴健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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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发型重度子痫前期

主要是指妊娠
82

周前发病的重度子痫前期(其发病

早+具有严重的围产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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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床研究报道表明(早

发型重度子痫前期为胎盘源性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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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小板反应

蛋白
$)

$

>;#)

%可影响血管生成(在肿瘤+心血管疾病

及免疫学疾病等发病中具有重要作用(但其与子痫前

期发病尚未完全阐明(且研究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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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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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凝血酶

敏感蛋白基序的解聚素样金属蛋白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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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类分泌性蛋白质(目前临床上尚无有关与子痫前

期的相关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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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研究旨在探讨
>;#)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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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早发型重度子痫前期胎盘中表达及其相关

性'现将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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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入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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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妇产科学-中关于早发型重

度子痫前期诊断标准(均为初产妇&$

%

%签署知情同意

书'排除标准!$

)

%发型重度子痫前期&$

%

%娠合并内

外科疾病者&$

8

%疾病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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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孕期激素类或抗生素

类等服药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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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肺+肾+肝等功能严重异常者'

入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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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中(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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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9

月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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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产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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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本采集和处理
#

于孕产妇剖宫产胎盘娩出

后取绒毛组织(充分漂洗(置多聚甲醛溶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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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常规石蜡包埋(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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燥(待切片+染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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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定标准
#

应用生物医学图像分析系统进行

灰度定量分析(输入计算机(随机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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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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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切片%(分别计算每视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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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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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灰度值(阳性表达与恢复值呈负相关(阳性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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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软件数据统计及

处理(胎盘组织
>;#)

表达水平和孕妇胎盘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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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针对本研究中

胎盘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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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水平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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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组和对照组孕妇胎盘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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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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胎盘组织
>;#)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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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性
#

胎盘组

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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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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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呈正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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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发型重度子痫前期具有发病早特点(并且该病

很容易发生各种严重并发症)

:

*

'目前(有关重度子痫

前期发病机制学说有两阶段模式!首先(第一阶段模

式主要是由于妊娠早期滋养层细胞浸润不足(进一步

导致出现螺旋动脉重铸不良以及胎盘.浅着床/(同时

会出现胎盘低灌注现象)

4$)+

*

&其次(第二阶段模式主要

是由于胎盘缺血再灌注损伤(进一致使胎盘因子释放

入母体血液循环(从而导致发生系统性炎症与内皮损

伤)

))$)%

*

'

现代医学研究表明(早发型与晚发型重度子痫前

期发病机制存在明显不同'其中早发型重度子痫前

期主要起源于胎盘(并且在母胎界出现的一种病理生

理改变(且会使各种因子通过血液循环播散到全身(

从而致使发生全身各脏器功能改变(以及会发生滋养

细胞分化增殖+凋亡(进一步导致发生滋养细胞浸润

能力收缩(而致使发生胎盘灌注前减少+缺氧及缺血

现象(最终导致产生更多的代谢产物与毒性因子(损

伤内皮功能(形成恶性循环)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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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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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抑制血管内皮细胞迁移+增生及黏附

作用(且能够抑制新生血管的形成'有研究表明(子

痫前期胎盘组织中
>;#)

表达较正常妊娠的产妇上

升(并且其表达水平与疾病的严重程度相关)

)*

*

'

>;#$)

在胎盘中高表达能够影响滋养细胞功能(造成

胎盘中血管内皮损伤(从而致使胎盘缺血+缺氧(进一

步导致胎盘功能障碍'认为其原因主要是由于
>;#)

经血管内皮细胞(使得氧代谢产物释放增加(从而使

得血管活性物质释放增加(以及纤维蛋白原沉积增

加(进一步引起和加重血栓形成'若出现子宫螺旋动

脉闭锁(则会致使胎盘血液灌流降低(最终引起子痫

前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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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

>;#)

还可加剧胎盘组织缺血+缺氧'

本文研究结果表明(观察组
>;#)

平均灰度值低于对

照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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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早发型重度子痫前期胎盘中高

表达'

!&!]>;)

是新发现的一个金属蛋白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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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族的一员(最初以酶原的形式合成(经碱性

氨基酸蛋白酶家族的丝氨酸蛋白酶对其前导肽的蛋

白水解加工处理而获得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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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发

现主要选择性表达于鼠类结肠腺癌的细胞系(而其表

达在炎症反应时上调'近年来有学者研究报道显示(

!&!]>;)

与细胞外基质有关(且具有抑制血管的活

性作用(且发现靶向破坏会造成与严重的生殖力受损

有关的卵巢的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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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研究结果表明(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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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灰度值低于对照组(说明
!&!]>;)

在

早发型重度子痫前期胎盘中高表达'

B

#

结
##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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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
!&!]>;)

在早发型重度子痫前期胎

盘中表达上升(且
>;#)

和
!&!]>;)

呈正相关(具

有重要研究意义(值得进一步推广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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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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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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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亚抑菌浓度红霉素对表皮葡萄球菌临床菌株的影响$方法
#

收集该院表皮葡萄球菌

临床菌株!按照临床实验室标准化协会推荐的方法进行药敏试验$采用免疫比浊法检测亚抑菌浓度红霉素对

表皮葡萄球菌增殖的影响!并采用结晶紫染色法检测亚抑菌浓度红霉素对其生物膜形成的影响$最后!利用实

时荧光定量
#(G

检测亚抑菌浓度红霉素对表皮葡萄球菌黏附基因表达的影响$结果
#

共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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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临床分离表

皮葡萄球菌!最低抑菌浓度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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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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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抑菌浓度红霉素能抑制表皮葡萄球菌临床菌株生

物膜的形成及黏附基因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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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皮葡萄球菌是一种革兰阳性球菌(亦是一种常

定植于人体皮肤表面的正常菌群'当有侵入性操作

或机体免疫力下降时(常可引起机会性感染(已成为

院内获得性感染的常见病原菌之一)

)

*

'其自身分泌

毒力因子的能力弱(但能黏附于医疗器械表面$如中

心静脉导管+人工心脏瓣膜和人工关节等%形成生物

膜(随着侵入性操作的进行进而导致机会性感染)

)

*

(

增加患者的住院率和病死率'生物膜是细菌的群体

存在形式(具有三维结构(与相应的浮游菌相比(可使

细菌的耐药性极大的增加)

%

*

'因生物膜的物理屏障

作用(常使到达生物膜内部的抗菌药物得到稀释(而

亚抑菌浓度的抗菌药物往往难以有效杀灭细菌(甚至

进一步促进其生物膜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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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霉素是一种常用

的大环内酯类抗菌药物(临床上常用于治疗敏感菌革

兰阳性菌引起的感染'而亚抑菌浓度红霉素对表皮

葡萄球菌临床菌株的影响尚未完全阐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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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分离自本院住院患者的标

本'同一患者不同时期分离的同种菌株只统计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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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株鉴定及药敏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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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菌分纯培养后(通

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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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自动微生物鉴定系统进行鉴定'最低抑

菌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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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分析按照临床实验室标准化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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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的方法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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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以铜绿假单胞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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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后续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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