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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烧伤早期，血管内皮细胞受刺激或损伤是

导致血管通透性增高，引发低血容量性休克及脏器

功能损害的重要病理基础 @ ! A。我们通过细胞形态学

观察及细胞活力测定，对 EF5G 在烧伤早期对血管

内皮细胞的保护作用进行了如下研究。

材料和方法

一、人脐静脉内皮细胞的培养：人脐静脉内皮

细胞的培养参照杨小平法 @ $ A，分娩后立即无菌收集

脐带 &%:H 于冷 I J K2,LM - 液中，结扎脐带动脉，反

复冲洗脐带静脉。以 %> $"N 的胰蛋白酶 O美国 -+PH2
公司 Q灌充脐静脉，&BR消化 $%H+,，收集消化液，用

小牛血清终止消化，&%%%1 S H+, 离心 "H+,< 弃上清，

加入 E!DD 培养液，将细胞吹打成悬液，以 !%# S H3
密度接种于 & 个 &> ":H 玻璃培养皿中，&BR ，"N
*G$ 培养箱中培养，隔天更换培养液 ! 次，至细胞生

长融合为单层。

EF5G：由北京光明中医烧伤创疡研究所研制。

二、烧伤血清的制备：烧伤血清来源于 "%N T

U%N VVV 度烧伤病人，伤后 #U 小时内取静脉血分离

血清，"CR、&%H+, 灭活补体，加入 E!DD 培养液配成

$%N 烧伤血清培养液 O 59EQ 备用。另取 EF5G 3H3
加 入 烧 伤 血 清 及 E!DD 培 养 液 配 成 $%N59E W
EF5G 培养液备用。

三、烧伤血清刺激人脐静脉内细胞：将培养融合

的人脐静脉内皮细胞用 %> %$N FI’X J ?2，%> $"N
胰蛋白酶消化 $ T &H+,，!%%%1 S H+, 离心 !"H+,，调

整细胞密度达 !> " Y !%" 个 S H3，!"%!3 S 孔接种于 DC
孔板，待细胞融合后弃上清液。将细胞分为两组，一

组加入 $%N59E!"%!3 S 孔，另一组加入 $%N59E W
EF5G!"%03 S 孔，每组分别设 !、&、C、!$( 四个时间

点，每个时间点设 C 个复孔，并设正常培养液对照

组。

四、细胞形态学观察：光镜下观察各时相点人脐

静脉内皮细胞的形态学变化。

五、E’’ 法测定：各时相点弃去原培养液，加入

E’’ $%!3 S 孔，&BR"N*G$ 孵箱孵育 #(，各孔加入

$%%!3 二甲亚砜 OIE9GQ，室温振荡 !%H+,，酶标仪测

定 #D%,H 波长处 GI 值。

六、统计学处理：各项数据采用 Z [ - 表示，应用

【摘 要】 目的：探讨 EF5G 对烧伤病人血管内皮细胞的保护作用及其机理。方法：将烧伤血清加入 E!DD 培

养液配成 $%N 烧伤血清培养液 O 59EQ，加入培养融合的人脐静脉内皮细胞中，设立 !、&、C、!$( # 个时间点，光镜下

观察各时相点人脐静脉内皮细胞的形态学变化，E’’ 法测定细胞活力。结论：EF5G 能明显改善烧伤血清所致的血

管内皮细胞形态学变化，维持血管内皮细胞的完整性和连续性，并能明显降低烧伤血清对血管内皮细胞活力的影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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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烧伤血清组 ? !# 时点像，部分

脐静脉内皮细胞变形、脱落 @

表 ! 烧伤血清对培养人脐静脉内皮细胞 "##
产物 $% 值的影响 &’ ( )）

组别 !’ %’ A’ !#’

48B 组 $= CA D $= $" $= "A D $= $"! $= %E D $= $"! $= #! D $= $"!

48B F BG4H 组 $= C# D $= $% $= C$ D $= $A! $= AE D $= $"! $= A# D $= $"!

!：两组间 HI 值差异显著 ? !J$= $" @

8K(,, E= $ 统计分析软件，对所获得的数据进行 " 检

验，#J$= $" 有统计学差异。

结 果

!* 细胞形态学观察结果：观察 G8B 组发现生

长融合的脐静脉内皮细胞随时点的变化逐渐形成裂

隙，至细胞变形、脱落 ?图 ! @；G8B F BG4H 组脐静脉

内皮细胞随时点的变化无明显形态学改变 ?图 # @。
+* 烧伤血清对人脐静脉内皮细胞 "## 产物

$% 值的影响：见表 !。

讨 论

烧伤后血管内皮细胞损害是造成毛细血管通透

性增高，进而引起微循环障碍甚至多脏器功能障碍

的病理基础。首先，血管内皮细胞在烧伤后发生明显

的形态学变化，严重者内皮细胞间有裂隙形成，内皮

细胞脱落，循环内皮细胞增多，使半透膜屏障功能受

损，血管通透性增高。其次，烧伤后血管内皮细胞能

释放多种介质，影响循环特别是微循环的平衡 L % M。我

们通过形态学观察发现，BG4H 能明显改善烧伤血

清所致的血管内皮细胞形态学变化，维持血管内皮

细胞的完整性和连续性。通过 B&& 法检测进一步显

示：组于 %、A、!# 时点与烧伤血清 F BG4H 组相比，

脐静脉内皮细胞活力明显下降，说明 BG4H 能明显

降低烧伤血清对血管内皮细胞活力的影响。以上研

究表明：BG4H 能明显改善烧伤血清所致的血管内

皮细胞损害，从而维持半透膜的屏障功能，防止血管

通透性增高，对多系统器官衰竭具有防治作用。我们

推测，BG4H 改善烧伤血清所致的血管内皮细胞损

害的机理有二：首先，BG4H 能改善烧伤早期物质因

素和体液因子所致的微循环障碍，从而减少血管内

皮细胞受到的缺氧性损害。其次，BG4H 能增强吞噬

细胞的吞噬功能"N#，有利于内毒素的消除，从而减

轻内毒素血症造成的内皮细胞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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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烧伤血清 F BG4H 组 ? !# 时

点像脐静脉内皮细胞无明显形态学改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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