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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歧杆菌脂磷壁酸对轮状病毒肠炎的

疗效及对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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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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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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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纳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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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歧杆菌脂磷壁酸对轮状病毒肠炎的疗效及对血清白细胞介素"

;T

$

>'

&降

钙素原"

?,G

$&

,

反应蛋白"

,E?

$水平的影响%方法
!

由动物实验室采购
$%

只健康雄性
WY

大鼠!将所有大鼠

随机分为对照组与研究组!每组
"%

只!并制成轮状病毒肠炎大鼠模型%对照组大鼠使用传统治疗方式!研究组

大鼠在对照组基础上加用纳米
<3

&

`

$

双歧杆菌脂磷壁酸%比较两组大鼠治疗后的临床效果&血清
;T>'

&

?,G

&

,E?

水平变化情况%结果
!

研究组大鼠治疗有效率高于对照组"

!

#

%#%A

$#治疗后!两组大鼠的血清
;T>'

&

?,G

&

,E?

水平较治疗前均有所下降"

!

#

%#%A

$!且研究组大鼠的
&

种指标水平低于对照组"

!

#

%#%A

$#研究组

大鼠止泻时间&退热时间均短于对照组"

!

#

%#%A

$#研究组大鼠治疗
AN

后及
!%N

后的轮状病毒转阴率均高于

对照组"

!

#

%#%A

$%结论
!

纳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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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歧杆菌脂磷壁酸治疗轮状病毒肠炎疗效显著!炎性反应较轻!有降低

血清
;T>'

&

?,G

&

,E?

水平的效果!转阴率较高!但应用于临床中是否有效!仍需大量研究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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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状病毒肠炎比较多见于
'

个月以上
"

岁以下

的婴幼儿#且发病季节多集中在秋冬季#所以轮状病

毒肠炎又被称为秋季腹泻'

!

(

+临床中#该病患儿症状

多表现为发热)呕吐)腹泻等#极易因腹泻而造成水电

解质紊乱#导致发生不同程度的脱水现象+严重时#

会对患儿的生命造成一定的威胁+以往临床中多使

用较为传统的方法进行治疗#如饮食指导)纠正电解

质紊乱)纠正酸碱平衡紊乱)抗病毒)补液等#但临床

效果欠佳'

"

(

+感染轮状病毒后#患儿的胃肠道易受到

损伤#引发胃肠炎#并且可能会造成心肌损害#引发病

*

&A'!

*

检验医学与临床
"%!F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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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市社会科技发展$重点&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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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性心肌炎#如果治疗不及时)治疗效果不佳#极易造

成患儿出现心源性休克#严重时还会导致患儿死

亡'

&

(

+近年来#微生态制剂在肠道菌群紊乱的治疗中

有较好的效果#能够从根本上治疗轮状病毒肠炎+本

研究对轮状病毒肠炎大鼠使用纳米四氧化三铁

$

<3

&

`

$

&双歧杆菌脂磷壁酸进行治疗#探讨该药的临

床疗效及对血清白细胞介素$

;T

&

>'

)降钙素原$

?,G

&)

,

反应蛋白$

,E?

&水平的影响#为今后将其应用于临

床治疗轮状病毒肠炎提供依据#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由动物实验室采购
$%

只健康雄性

WY

大鼠#体质量
!"%

"

!$%

0

#所有大鼠均为清洁级+

将
$%

只大鼠随机分为对照组与研究组#每组
"%

只+

两组大鼠喂养
"

周后#给予轮状病毒灌胃#制作成轮

状病毒肠炎大鼠模型+

$#/

!

方法

$#/#$

!

治疗方法
!

对照组大鼠采用传统治疗方式+

通过纠正电解质紊乱)纠正酸碱平衡紊乱)抗病毒)补

液等方式给予治疗#使用双歧杆菌四联活菌片喂养大

鼠#剂量为
!

次"片#

&

次"天'

$

(

#喂养
"

周+研究组大

鼠在对照组基础上加用纳米
<3

&

`

$

双歧杆菌脂磷壁

酸+纳米
<3

&

`

$

双歧杆菌脂磷壁酸的制备!取双歧杆

菌菌种
!

支#并在
*T

液体培养基中进行无菌接种#然

后置入厌氧罐中#经抽)换气后#放入
&D[

厌氧环境

中培养
$"M

'

A

(

+双歧杆菌脂磷壁酸通过使用
G5H>

496h>!!$

后提取和纯化#纳米
<3

&

`

$

双歧杆菌脂磷壁

酸则根据
( T̀Y+_

专利方法制备'

'

(

+用法与剂量!

对大鼠给予灌肠用药#每次
%#A.T

#

!

次"天#灌肠
"

周+两组大鼠治疗过程中#密切监测并记录大鼠脱

水)腹泻等情况#同时注意不良反应的出现+

$#/#/

!

各项指标的检测
!

于清晨采集大鼠静脉血定

容至
!.T

#以
&%%%5

"

.H6

的速度离心
!%.H6

#分离

后取出血清#用于上机检测
?,G

+抽取静脉血定容至

!.T

#采用乙二胺四乙酸二钾$

1YG+>S

"

&抗凝上机

检测
;T>'

)

,E?

+采用
E9KM31'%"

全自动电化学发

光免疫分析仪检测
?,G

水平#试剂盒购自
E9KM3

有

限公司+采用韩国艾可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研发的

特种蛋白分析仪#利用干式免疫荧光法检测
,E?

水

平#试剂购自韩国艾可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应用美

国
*Y<+,W,@8H7P5

流式细胞仪检测
;T>'

水平#试剂

购自美国
*Y

公司+轮状病毒检测试剂盒$胶体金

法&)试剂购自北京万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

!

观察指标
!

$

!

&比较治疗后两组大鼠的临床效

果+显效!大鼠经治疗
"N

后#食欲显著增长#疾病特

征或体征基本消失%有效!大鼠经治疗
AN

后#食欲有

所增长#疾病特征或体征显著好转%无效!大鼠治疗结

束后#食欲不振#疾病特征或体征未有显著变化或有

所加重+有效率
b

$显效例数
i

有效例数&"总例数
]

!%%a

+$

"

&记录并比较两组大鼠治疗后的血清
;T>'

)

?,G

)

,E?

水平变化+$

&

&观察并比较两组大鼠疾病

特征和体征的改善情况#包含止泻时间)退热时间等+

$

$

&观察并比较两组大鼠治疗后的轮状病毒转阴

情况+

$#1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W?WW!C#%

软件对数据进行

分析+计数资料采用百分数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

检验+计量资料采用
LBE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检

验+以
!

#

%#%A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两组大鼠治疗后临床效果比较
!

研究组大鼠治

疗有效率为
FA#%a

$

!F

"

"%

&#高于对照组的
C%#%a

$

!'

"

"%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b$#FF'

#

!

#

%#%A

&#

见表
!

+

表
!

!!

两组大鼠治疗后效果比较'

(

#

a

$(

组别
(

显效 有效 无效

对照组
"% '

$

&%#%

&

!%

$

A%#%

&

$

$

"%#%

&

研究组
"% !$

$

D%#%

&

A

$

"A#%

&

!

$

A#%

&

/#/

!

两组大鼠治疗前后血清
;T>'

)

?,G

)

,E?

水平比

较
!

治疗后#两组大鼠的血清
;T>'

)

?,G

)

,E?

水平较

治疗前均有所下降$

!

#

%#%A

&#且研究组大鼠血清
;T>

'

)

?,G

)

,E?

水平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A

&#见表
"

+

表
"

!!

两组大鼠治疗前后血清
;T>'

&

?,G

&

,E?

水平比较#

LBE

$

组别
(

;T>'

$

6

0

"

T

&

治疗前 治疗后

?,G

$

!

0

"

T

&

治疗前 治疗后

,E?

$

.

0

"

T

&

治疗前 治疗后

对照组
$% !%&#DB&#& "F#&B"#F &#!DB%#$% !#"$B%#&% !A#AB!#C C#!B!#"

研究组
$% !%$#DB&#A "A#"B"#& &#%%B%#$% %#&%B%#!% !A#'B!#C '#CB!#!

> %#C'! A#A&% !#AD$ !A#!F' %#D&! $#!&A

!

%

%#%A

#

%#%A

%

%#%A

#

%#%A

%

%#%A

#

%#%A

/#'

!

两组大鼠治疗后疾病特征及体征改善情况比

较
!

治疗后#研究组大鼠的止泻时间)退热时间均短于

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A

&#见表
&

+

/#1

!

两组大鼠治疗后轮状病毒转阴情况比较
!

研究

组大鼠治疗
AN

后及
!%N

后的轮状病毒转阴率均高

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A

&#见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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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两组大鼠治疗后疾病特征及体征改善

!!!

情况的比较#

N

%

LBE

$

组别
(

止泻时间 退热时间

对照组
"% "#AB%#' "#AB%#C

研究组
"% !#DB%#$ !#'B%#A

> !!#'$F !"#%$D

!

#

%#%A

#

%#%A

表
$

!!

两组大鼠轮状病毒转阴情况比较'

(

#

a

$(

组别
( AN

后转阴
!%N

后转阴

对照组
"% !!

$

AA#%

&

!&

$

'A#%

&

研究组
"% !D

$

CA#%

&

!F

$

FA#%

&

!

"

$#"C' &#F%'

!

#

%#%A

#

%#%A

'

!

讨
!!

论

!!

双歧杆菌在大肠中可以维持人体或动物机体的

肠道健康#属于肠道内的有益细菌#其重要性比乳酸

杆菌更高'

D

(

+双歧杆菌的作用机制包含抗感染)预防

癌变)抗肿瘤)治疗因抗菌药物引发的腹泻)抑制肠道

内腐败细菌腐化)合成维生素)生物学屏障等'

C

(

#其免

疫增强作用存在于上述作用机制中+将该菌种及其

表面结构制作成调节剂#宿主通过非肠道或口服途径

可强化其免疫功能#能够促进抗体
;

0

+

与细胞因子生

成#提升巨噬细胞或
VS

细胞的活性#以及提高宿主

机体防御功能#发挥其抗肿瘤)抗感染)免疫调节等效

应'

F

(

+

双歧杆菌四联活菌片是由蜡样芽孢杆菌)粪肠球

菌)嗜酸乳杆菌和双歧杆菌共同合成的复方四联活菌

制剂'

!%

(

+给予大鼠双歧杆菌四联活菌片后#可补充大

鼠肠道内的有益菌#在大鼠肠道内形成生物屏障#对

肠道内的致病菌产生抑制繁殖的作用#降低毒素产

生#将大鼠肠道内的菌群调整到平衡状态'

!!

(

%并且可

以对大鼠机体免疫系统产生刺激#促使机体分泌大量

细胞因子#激发大鼠自身免疫力#产生机体免疫屏障+

另外#双歧杆菌四联活菌片也可以促使大鼠对营养物

质的吸收)消化)利用#最终合成大鼠自身需要的微量

元素和维生素#从而进一步对大鼠肠道功能进行

调节'

!"

(

+

脂磷壁酸为双歧杆菌表面主要的活性抗原物质#

属于重要的免疫调节剂#

GTE"

是主要受体#且脂磷壁

酸有着多种生物学功效#如抗衰老)抗突变)抗肿瘤)

免疫激活等'

!&>!$

(

+目前医学领域中纳米技术有着独

特的作用#纳米技术的控释系统能够将药物缓慢释

放#使药物在人体内的作用时间得到延长%同时具有

靶向输送的作用#降低药物的不良反应和使用剂量#

提高治疗的稳定性和效果'

!A

(

+脂磷壁酸具有显著的

抗炎作用和缓解症状的功能#据有关动物研究提示#

纳米
<3

&

`

$

双歧杆菌脂磷壁酸使用
!

周后#实验动物

的进食量及活动量有所增长#精神状态逐渐恢复正

常#缓解
"

周后#实验动物体质量有明显增加#大便恢

复正常#证实脂磷壁酸有着较好的抗菌活性#能够起

到辅助治疗肠炎的作用'

!'

(

+本研究结果显示#研究组

大鼠临床疗效高于对照组$

!

#

%#%A

&#与报道结果相

一致+

血清中的
;T>'

为多功能细胞因子#在人体中枢神

经系统遭受损害后#仍可提升机体调节的能力+

;T>'

源于胶质细胞#可以促使
*

细胞分化#对
*

细胞产生

刺激#从而促进
;

0

+

的分泌#同时对机体内的补体成

分产生刺激#间接提升
;

0

+

的分泌'

!'

(

+

?,G

属于非

甾体类抗炎物质#其水平升高反映机体内炎性细胞因

子和细胞毒素被激活#且具有对机体内部分细胞因子

的调控作用'

!D

(

+

,E?

属于非抗体蛋白质#细菌内的

多糖与
,E?

结合后#能够激活人体内的补体系统#发

生应答反应'

!C

(

+此外#监测
?,G

和
,E?

水平可用来

区分细菌性感染或轮状病毒感染#也可判断是单纯轮

状病毒感染或合并细菌感染'

!F

(

+本研究显示#治疗

后#两组大鼠的血清
;T>'

)

?,G

)

,E?

水平较治疗前均

有所下降$

!

#

%#%A

&#且研究组治疗后血清
;T>'

)

?,G

)

,E?

水平低于对照组$

!

#

%#%A

&+同时#本研

究显示#研究组大鼠治疗后止泻时间)退热时间均短

于对照组$

!

#

%#%A

&#研究组大鼠治疗
AN

后及
!%N

后的轮状病毒转阴率均高于对照组$

!

#

%#%A

&#表明

加用纳米
<3

&

`

$

双歧杆菌脂磷壁酸进行治疗#其临床

疗效更好#纳米
<3

&

`

$

双歧杆菌脂磷壁酸的作用机制

与血清细胞因子的表达有着密切关联+从研究结果

中可以推断#纳米
<3

&

`

$

双歧杆菌脂磷壁酸对炎性因

子有着抑制的作用#减少炎性因子在大鼠肠道内浸

润)活化)聚集'

"%

(

+

综上所述#纳米
<3

&

`

$

双歧杆菌脂磷壁酸治疗轮

状病毒肠炎疗效显著#可减轻炎性反应#降低血清炎

性因子水平#转阴率较高#但应于临床中是否有效#仍

需大量研究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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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阴道顶端脱垂患者采用阴式子宫切除

术结合骶棘韧带固定术方案治疗#不仅能够增加治疗

的总有效率#还可以改善患者生活质量#效果显著#值

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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