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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目的蛋白的免疫反应性)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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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否进行的关键问题之一#为此#作者对一系列诱导细菌表达

条件进行了优化#设置培养温度梯度和诱导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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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性'

@

(

)

由本实验结果可见#以高纯度的重组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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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检测免疫血清中多克隆抗体的效价#结果显示其特异性抗体

效价均比较高#说明该重组蛋白具有良好的免疫原性#能刺激

新西兰兔引发强烈的体液免疫应答)经
UFCKFHD143K

分析证

明重组蛋白能被
,

"

D

阳性血清特异性地识别#具有良好的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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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的发生发展是

一个多因素*多阶段*多步骤的过程#涉及到大量的分子参与和

复杂的网络调控#因此#作者在下一步研究中还将筛选出更多

的关键分子#并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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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早期诊断和有效治疗的抗原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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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诊断*治疗和新药开发提供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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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血作为目前仍不可替代的一种治疗手段#保证其安全*

有效是输血医学永恒的课题)传统的输血风险主要指免疫排

斥*感染及传播疾病等方面#但近年大量研究表明#除免疫原因

以外#输血效果不佳还可能是随着储存期的延长*血液形态学

和生化学的改变所产生的不良反应造成的)在储存期间#受条

件限制#血液多种成分尤其是红细胞的生理功能受损#细胞膜

的流动性和通透性发生改变#红细胞变形性降低#聚集性增加#

细胞弹性下降使细胞变硬'

%0*

(

#影响微循环的有效灌注和器官

供氧#进而影响输血效果)

一氧化氮被认为是体内最重要的信号分子#对机体健康至

关重要#存在于心血管系统*神经系统乃至全身)众所周知#红

细胞的主要功能是运输氧气和二氧化碳#现在认为呼吸循环是

一氧化氮"氧气二氧化碳的三气体系统)红细胞不仅运输氧气

和二氧化碳#还运输一氧化氮#而且其生理性血管效应依赖于

血红蛋白的作用)最新研究结果显示#长期保存的血液制品中

一氧化氮缺乏#而只有当一氧化氮介导血管扩张#红细胞才能

将氧气顺利输送到机体组织'

=0'

(

)血库中的血液自从采集之后

就会发生一系列的生理改变#红细胞的形态发生改变#细胞灵

活性降低%氧结合调节分子减少#红细胞氧亲和性的降低和流

变学及粘连性的改变可能加重局部缺血)本文研究已经发现

红细胞的储存时间越长#细胞内一氧化氮浓度越低#输注有效

率也越低#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I

'

(&($

&)

近年来一系列研究表明#同种异体红细胞输注可能危害受

血者)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临床随机实验中大剂量输血同限

制输血比较#前者能够增加输血相关疾病发病率
%(?

左右)

血库中一氧化氮的大量流失#血管不能扩张#红细胞在血管中

堆积#机体组织就会缺氧#接受输血的患者心脏病复发*心力衰

竭*中风甚至死亡的概率较高)对于临床医师来说#认识到红

细胞输注的有限好处或者潜在危险#有利于他们制定具有针对

性和限制性的红细胞输注方案'

A0E

(

)

一氧化氮含量与贮存红细胞的生理活性密切相关)如何

控制血库中一氧化氮的流失以及怎样补充一氧化氮#提高红细

胞运输氧气的能力#这尚待进一步研究)在输血的同时补充一

氧化氮#已经在动物实验中取得成功'

=

(

)但能否应用到人体#

一氧化氮补充量的控制及方法等#还需进一步临床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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