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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显著升高"说明
$"((-

.+/L&.!&

参与了
>E-6#3

的成熟过程"与炎性反应

相 关#

>E-6#3

经
.-X-#

(&

-IF;

刺 激 后"

$"((-

.+/L&.!&

表达量显著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G

$

'!',

'+

>E-6#3

经
GP)++&

处理后再加入
.-X-#

(&

-

IF;

"细胞中的
$"((-.+/L&.!&

表达又显著升高"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G

$

'!',

'"提示
.-X-#

(&

-IF;

通过

""5$

'

拮抗
>E-6#3

表达
$"((-.+/L&.!&

#

'

!

结
!!

论

!!

本文证实了
.-X-#

(&

-IF;

通过
""5$

'

拮抗
>E-

6#3

表达
$"((-.+/L&.!&

"为深入研究
;4H$75

的生

物学功能及其与疾病的关系提供了实验依据"进一步

丰富了铜绿假单胞菌的致病机理"可为临床提供新的

思路和应对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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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Â4H-

:2E4

$

%

%

!G?4EO?J2EB

"

&'(/

"

(0

&

(

'!

&'+!

$

,

%

P57G"

"

cWK[

"

I57 [

"

?:<B!NU?FN5N.-=24@24

R

BE4

R

4E4HE@24

R

$7594H-6#HE4:TEB3UAO<4@?4@T2:2H

H?BB@2̂̂?T?4:2<:2E4

$

%

%

!FH2?4H?

"

&'(*

"

.**

&

+(0(

'!

.('-.(.!

$

+

%

#5$X;975X

"

$5%KFI M

"

>57WK;5

"

?:<B!W

S

@<:?

E4@?4@T2:2HH?BB-24@AH?@2OOA4EBE

R

2H<B<4@HB242H<B:EB?T-

<4H?

$

%

%

!LTE4:9OOA4EB

"

&'(/

"

0

&

(

'!

(,(*!

$

/

%

J$KNX7G

"

QIK7GF

"

D5;9K$9F$

"

?:<B!IAO<4@?4-

@T2:2HH?BB3

&

6#3

'

<T?@?T2Y?@ T̂EO @23:24H:H2THAB<:24

R

S

T?HAT3ET3:U<:<T?

S

T?HEOO2::?@:E=?HEO?#6(H

m

ET

#6(*(

m

6#3

$

%

%

!%K\

S

>?@

"

&'(+

"

&(.

&

(.

'!

&0+(-&0/'!

$

0

%

#IK7;;!;24̀24

R

BE4

R

4E4HE@24

R

$75BEH<B2_<:2E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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