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茄病镰刀菌对人角膜上皮细胞 ＮＯＤ２表达及相关炎症因子
分泌水平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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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茄病镰刀菌对人角膜上皮细胞（ｈＣＥＣ）中ＮＯＤ２表达及下游炎症因
子分泌水平的影响。方法　将对数生长期的 ｈＣＥＣ分为对照组（无真菌刺激）、真菌刺激
组（根据加入真菌浓度不同分为１０３、１０４、１０５、１０６ＣＦＵ·ｍＬ－１刺激组），真菌刺激组分别
刺激ｈＣＥＣ４ｈ、８ｈ、１２ｈ、１６ｈ，ＲＴｑＰＣＲ检测各组ｈＣＥＣ中ＮＯＤ２ｍＲＮＡ表达；１０５ＣＦＵ·
ｍＬ－１茄病镰刀菌孢子刺激１２ｈ、２４ｈ、３６ｈ，Ｗｅｓｔｅｒｎｂｌｏｔ检测各组 ｈＣＥＣ中 ＮＯＤ２蛋白表
达；细胞免疫荧光法检测ＮＯＤ２分子定位和表达；１０３、１０４、１０５、１０６ＣＦＵ·ｍＬ－１茄病镰刀
菌孢子刺激ｈＣＥＣ３６ｈ，ＥＬＩＳＡ法检测各组ｈＣＥＣ培养上清液中炎症因子白细胞介素６（ＩＬ
６）、白细胞介素８（ＩＬ８）、肿瘤坏死因子α（ＴＮＦα）蛋白含量。结果　随着茄病镰刀菌孢
子刺激浓度的升高和刺激时间的延长，ｈＣＥＣ中 ＮＯＤ２ｍＲＮＡ表达逐渐升高，１０５ＣＦＵ·
ｍＬ－１茄病镰刀菌孢子刺激８ｈ，ｈＣＥＣ中 ＮＯＤ２ｍＲＮＡ相对表达水平达到峰值，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１０５ＣＦＵ·ｍＬ－１茄病镰刀菌孢子刺激ｈＣＥＣ１２ｈ、２４ｈ、３６ｈ，ｈＣＥＣ中
ＮＯＤ２蛋白相对表达水平逐渐增多，与对照组相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为Ｐ＜０．０５）；
１０５ＣＦＵ·ｍＬ－１茄病镰刀菌孢子刺激２４ｈ后，ＮＯＤ２主要表达在 ｈＣＥＣ细胞质中，其荧光
分子表达强度显著增加。随着茄病镰刀菌孢子刺激浓度的增加，ｈＣＥＣ中相关炎症因子的
分泌水平增加，１０４、１０５、１０６ＣＦＵ·ｍＬ－１茄病镰刀菌孢子刺激ｈＣＥＣ３６ｈ，ＩＬ６、ＩＬ８、ＴＮＦα
蛋白含量与对照组相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为Ｐ＜０．０５）。结论　茄病镰刀菌孢子
刺激可上调ｈＣＥＣ中ＮＯＤ２表达并促进相关炎症因子分泌，ＮＯＤ２参与了ｈＣＥＣ抗茄病镰
刀菌的固有免疫反应。

【关键词】　茄病镰刀菌；炎症因子；人角膜上皮细胞；ＮＯＤ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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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菌性角膜炎（ＦＫ）是由真菌入侵角膜产生免
疫应答而引起的致盲性眼病［１］。ＦＫ导致的后果严
重，是发展中国家劳动人群失明的主要原因之一，在

中国某些地区成为角膜盲的首要原因［２３］。ＦＫ的致
病真菌在中国主要是镰刀菌属和曲霉菌属［４５］。研

究发现，角膜上皮细胞表达多种模式识别受体

（ＰＲＲｓ），可介导并识别镰刀菌等真菌菌丝与孢子抗
原诱导角膜上皮产生固有免疫反应，进而清除病原

菌，在角膜上皮细胞抗真菌免疫调节中发挥首要作

用。角膜上皮细胞表达的ＰＲＲｓ有Ｔｏｌｌ样受体、Ｃ型
凝集素受体、甘露糖受体等，新近研究发现 ＮＯＤ样
受体（ＮＬＲｓ）也表达于人角膜上皮细胞（ｈＣＥＣ）［６７］。
ＮＬＲｓ属于胞浆内ＰＲＲｓ，可识别胞内菌及其衍生物，
具有细胞内免疫监视作用。当ＮＬＲｓ结合抗原后，丝
氨酸／苏氨酸激酶２被激活并启动 ＮＦκＢ、丝裂原活
化蛋白激酶（ＭＡＰＫ）、Ｃａｓｐａｓｅ１等信号通路，介导炎
症因子产生并诱导细胞凋亡［８１０］。

目前，国内外对曲霉菌性角膜炎的分子免疫机

制研究较多，对镰刀菌性角膜炎的分子免疫机制研

究较少，而 ＮＯＤ２在真菌感染中的作用相关研究罕
见，尚未见有研究茄病镰刀菌对 ｈＣＥＣ中 ＮＯＤ２表
达的影响。因此，本研究采用灭活的茄病镰刀菌孢

子刺激 ｈＣＥＣ，观察不同浓度的茄病镰刀菌孢子刺
激后对 ｈＣＥＣ中 ＮＯＤ２及其下游炎症因子含量的
影响，进而探索 ｈＣＥＣ抗茄病镰刀菌的固有免疫机
制，并为今后 ＦＫ的治疗提供一种新的药物干预分
子靶点。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试剂与仪器　ｈＣＥＣ（冻存于南通大学附属医
院眼科实验室）、茄病镰刀菌（北京北纳创联生物技

术有限公司，菌种编号：ＢＮＣＣ１２１５４７），ＤＭＥＭ培养
基、胎牛血清、双抗、２．５ｇ·Ｌ－１胰蛋白酶、ＤＨａｎｋ’ｓ
液、ＤＭＳＯ、ＰＢＳ均购自Ｇｉｂｃｏ公司（美国）；沙氏培养
板（安图生物工程，中国），ＮＯＤ２兔抗人多克隆一抗
（美国ＳｉｇｎａｌｗａｙＡｎｔｉｂｏｄｙ公司）、ＨＲＰ标记的鼠抗兔
二抗、荧光二抗ＡｌｅｘａＦｌｕｏｒ４８８（英国Ａｂｃａｍ公司）；
ＲＮＡ提取试剂盒、逆转录试剂盒（赛默飞世尔科技
公司）；ＲＩＰＡ裂解液、蛋白酶抑制剂、磷酸化蛋白酶
抑制剂、ＢＣＡ蛋白浓度测定试剂盒（上海碧云天生物
技术有限公司）；白细胞介素６（ＩＬ６）、白细胞介素８
（ＩＬ８）、肿瘤坏死因子α（ＴＮＦα）、ＥＬＩＳＡ试剂盒（深
圳市达科为科技有限公司）；紫外分光光度计（Ｔｈｅｒ
ｍｏ公司）；荧光定量 ＰＣＲ仪、酶标仪（ＧｅｎｅＣｏｍｐａｎ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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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ｉｍｉｔｅｄ）；荧光显微镜（Ｌｅｉｃａ德国公司）。
１．２　细胞分组　将 ｈＣＥＣ用含体积分数１０％胎牛
血清的高糖 ＤＭＥＭ培养基置于３７℃、含体积分数
５％ＣＯ２培养箱中培养。选取传３代之后的ｈＣＥＣ进
行研究。将ｈＣＥＣ分为对照组（不加入真菌）与真菌
刺激组（按照加入真菌孢子浓度不同再分为 １０３、
１０４、１０５、１０６ＣＦＵ·ｍＬ－１茄病镰刀菌刺激组）；按分
组将ＰＢＳ冲下的茄病镰刀菌孢子加入真菌刺激组。
１．３　方法　
１．３．１　体外真菌感染 ｈＣＥＣ模型制备　将生长良
好的ｈＣＥＣ接种至 ６孔板，每孔 １０５个细胞，培养
２４ｈ待细胞贴壁后，取出６孔板进入微生物实验室。
ＰＢＳ冲刷生长于沙氏培养基的茄病镰刀菌（２７℃培
养７ｄ），将冲下的真菌孢子稀释后计数并配制茄病
镰刀菌孢子悬液。６５℃ １ｈ灭活真菌孢子后用纱布
过滤至ＥＰ管，使母液浓度为１０×１０６ＣＦＵ·ｍＬ－１。
将真菌刺激组根据加入茄病镰刀菌浓度再分为１０３、
１０４、１０５、１０６ＣＦＵ·ｍＬ－１刺激组，每组分别设置空白
对照组（不加真菌组）。补足对照组及各真菌刺激组

ＰＢＳ体积，使各组所含ＰＢＳ体积保持一致。
１．３．２　ｑＲＴＰＣＲ检测各组ｈＣＥＣ中ＮＯＤ２ｍＲＮＡ
表达　于培养箱取出生长在培养瓶中无杂菌污染的
ｈＣＥＣ，２．５ｇ·Ｌ－１胰蛋白酶消化后用培养液稀释并
吹打成单细胞悬液，调整细胞浓度后均匀接种至１２
孔板，待细胞贴壁后吸取上清培养液，根据分组处理

完毕，各孔分别于４ｈ、８ｈ、１２ｈ、１６ｈ提取细胞 ＲＮＡ
后利用紫外分光光度仪检测细胞 ＲＮＡ浓度，逆转录
仪逆转录成 ｃＤＮＡ，于 ＰＣＲ仪检测各组 ｈＣＥＣ中
ＮＯＤ２ｍＲＮＡ表达。引物由上海生工生物有限公司
合成，序列如下：βａｃｔｉｎ上游引物为 ＣＧＴＧＧＡＣＡＴ
ＣＣＧＣＡＡＡＧＡＣＣＴＧ、下游引物为 ＴＧＧＧＡＧＣＣＡ
ＧＡＧＣＡＧＴＧＡＴＣＴＣ，大小为２２ｂｐ；ｍＮＯＤ２上游
引物为 ＣＣＧＣＡＡＧＣＡＣＴＴＣＣＡＣＴＣＣＡＴＣ、下游
引物为 ＡＧＣＣＧＣＴＣＣＴＣＣＴＧＣＡＴＣＴＣ，大小为
２０ｂｐ。反应过程为：９５℃预变性２ｍｉｎ，９５℃变性
１５ｓ，６０℃退火１５ｓ，７２℃延伸６０ｓ，持续４０个循
环，最终延伸 ７２℃ ７ｍｉｎ。每组 ３个复孔，ＮＯＤ２
ｍＲＮＡ的相对表达量以 βａｃｔｉｎ的表达为内参，采用
２－△△Ｃｔ法计算。
１．３．３　Ｗｅｓｔｅｒｎｂｌｏｔ检测各组 ｈＣＥＣ中 ＮＯＤ２蛋
白表达　于培养箱取出生长在培养瓶中无杂菌污染
的各组ｈＣＥＣ，２．５ｇ·Ｌ－１胰蛋白酶消化后用培养液
稀释并吹打成单细胞悬液，血球计数板计数细胞，调

整细胞浓度后均匀接种至６孔板，待细胞贴壁后吸
取上清培养液，处理各孔细胞１２ｈ、２４ｈ、３６ｈ后用
ＲＩＰＡ裂解液提取细胞蛋白后用 ＢＣＡ蛋白定量检测
各组 ｈＣＥＣ中 ＮＯＤ２蛋白表达，经过配胶、电泳、转
膜、封闭、一抗与二抗孵育、洗膜后显影。以 ＧＡＰＤＨ
为内参蛋白，ＩｍａｇｅＪ软件计算ＧＡＰＤＨ和ＮＯＤ２蛋白
的灰度值并量化。

１．３．４　细胞免疫荧光检测各组 ｈＣＥＣ中 ＮＯＤ２的
表达　于２４孔细胞培养板中每孔放置无菌细胞爬
片（直径１４ｍｍ），调整制备的ｈＣＥＣ悬液浓度（无血
清ＤＭＥＭ稀释），每孔接种３０００个 ｈＣＥＣ，细胞培养
箱中培养６ｈ待细胞贴壁后取出２４孔板，各真菌刺
激组加入茄病镰刀菌孢子悬液，使每孔真菌孢子浓

度为１０５ｍＬ－１，培养２４ｈ后经过清洗、固定、封闭、一
抗与二抗孵育、染色、封片，于荧光显微镜下拍照。

１．３．５　ＥＬＩＳＡ法检测各组 ｈＣＥＣ上清液中 ＩＬ６、
ＩＬ８、ＴＮＦα蛋白含量　于培养箱取出生长在培养
瓶中无杂菌污染的 ｈＣＥＣ，２．５ｇ·Ｌ－１胰蛋白酶消化
后用培养液稀释并吹打成单细胞悬液，调整细胞浓

度后均匀接种至６孔板，待细胞贴壁后吸取上清培
养液，根据分组处理各孔３６ｈ后收取上清液，１０００
ｒ·ｍｉｎ－１离心 ５ｍｉｎ后取上清，分别用 ＩＬ６、ＩＬ８、
ＴＮＦαＥＬＩＳＡ试剂盒检测各组 ｈＣＥＣ上清液中不同
炎症因子的蛋白含量。

１．４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２３．０统计学软件进行
数据处理，所有数据采用均数 ±标准差表示。整体
间差异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各组间差异采用独立

样本ｔ检验。检验水准：α＝０．０５。

２　结果　

２．１　细胞和菌种形态特征及模型建立　茄病镰刀
菌接种于沙氏培养基，于２７℃培养７ｄ后正面呈白
色绒毛状，背面呈浅黄色（图１Ａ、Ｂ）。真菌涂片检光
镜下可见大量真菌分隔菌丝及孢子（图１Ｃ）。传代
细胞接种于６孔板约３ｈ可贴壁，呈圆形；６ｈ开始细
胞体积逐渐增大，逐渐变为长梭形，１２ｈ开始进入对
数生长期，４８ｈ可见细胞生长形态趋于稳定，为多角
短梭形、排列紧密的上皮样形态（图１Ｄ）。收集的真
菌孢子灭活处理后调整浓度加入含ｈＣＥＣ的６孔板，
建立真菌孢子刺激ｈＣＥＣ模型（图１Ｅ）。
２．２　各组ｈＣＥＣ中ＮＯＤ２ｍＲＮＡ表达　１０３ＣＦＵ·
ｍＬ－１茄病镰刀菌孢子刺激 ｈＣＥＣ４ｈ、８ｈ、１２ｈ、１６ｈ
后，ｈＣＥＣ中 ＮＯＤ２ｍＲＮＡ相对表达水平分别为
１．１４±０．２０、１．２１±０．１６、１．１８±０．１８、１．１７±０．０７，
对照组为１．０４±０．３７，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Ｆ＝０．２６３，Ｐ＞０．０５）。１０４ＣＦＵ·ｍＬ－１茄病镰刀菌
孢子刺激 ｈＣＥＣ４ｈ、８ｈ、１２ｈ、１６ｈ后，ｈＣＥＣ中
ＮＯＤ２ｍＲＮＡ相对表达水平分别为１．３１±０．１２、
１．８９±０．０４、１．６１±０．１６、１．６２±０．１３，与对照组
（１．０３±０．２９）比较，刺激４ｈ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ｔ＝
－１．５７２，Ｐ＞０．０５），刺激 ８ｈ、１２ｈ、１６ｈ差异均有统
计学意义（ｔ＝－５．０４５、－３．０１６、－３．１７８，均为 Ｐ＜
０．０５）。１０５ＣＦＵ·ｍＬ－１茄病镰刀菌孢子刺激 ｈＣＥＣ
４ｈ、８ｈ、１２ｈ、１６ｈ后，ｈＣＥＣ中ＮＯＤ２ｍＲＮＡ相对表
达水平分别为１．３４±０．１６、２．９８±０．１４、１．７７±
０．１８、１．３８±０．０９，与对照组（１．０１±０．１８）比较，刺
激４ｈ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ｔ＝－２．３３５，Ｐ＞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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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茄病镰刀菌和ｈＣＥＣ形态及茄病镰刀菌孢子感染ｈＣＥＣ模型　Ａ：茄病镰刀菌菌落正面；Ｂ：茄病镰刀菌
菌落背面；Ｃ：菌丝涂片，菌丝（蓝色箭头），假头状小分生孢子（红色箭头）（×２００）；Ｄ：ｈＣＥＣ培养４８ｈ，细胞较多，呈多角形、
单层生长，融合度达８０％左右；Ｅ：茄病镰刀菌孢子感染ｈＣＥＣ，镜下可见ｈＣＥＣ周围存在大量镰刀状分生孢子。

刺激 ８ｈ、１２ｈ、１６ｈ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ｔ＝
－１４．８９４、－５．１５８、－３．１７１，均为 Ｐ＜０．０５）。１０６

ＣＦＵ·ｍＬ－１茄病镰刀菌孢子刺激 ｈＣＥＣ４ｈ、８ｈ、１２
ｈ、１６ｈ后，ｈＣＥＣ中ＮＯＤ２ｍＲＮＡ相对表达水平分别
为１．７９±０．３５、２．７０±０．３５、２．４２±０．４２、１．５８±
０．１５，与对照组（１．０４±０．３５）比较，刺激４ｈ、１６ｈ差
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ｔ＝－２．６２５、－２．４６６，均为 Ｐ＞
０．０５），刺激 ８ｈ、１２ｈ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ｔ＝
－５．７９４、－４．３８１，均为Ｐ＜０．０５）。
２．３　各组 ｈＣＥＣ中 ＮＯＤ２蛋白表达　１０５ＣＦＵ·
ｍＬ－１茄病镰刀菌孢子刺激 ｈＣＥＣ１２ｈ、２４ｈ、３６ｈ，
ｈＣＥＣ中 ＮＯＤ２蛋白相对表达水平分别为 １．６２±
０．１３、２．１８±０．３３、１．７８±０．１２，与对照组（１．００±
０．０６）相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ｔ＝－７．３７９、
－６．０２６、－１０．０２３，均为 Ｐ＜０．０５）（见图 ２）。１０５

ＣＦＵ·ｍＬ－１茄病镰刀菌孢子刺激 ｈＣＥＣ２４ｈ后，
ｈＣＥＣ中ＮＯＤ２荧光分子表达量与对照组相比显著
增强（见图３）。
２．４　各组 ｈＣＥＣ上清液中炎症因子 ＩＬ６、ＩＬ８、
ＴＮＦα分泌　１０３、１０４、１０５、１０６ＣＦＵ·ｍＬ－１茄病镰
刀菌孢子刺激 ｈＣＥＣ３６ｈ后，ＩＬ６蛋白含量与对照
组相比，１０３ＣＦＵ·ｍＬ－１刺激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ｔ＝－１．０９１，Ｐ＞０．０５），１０４、１０５、１０６ＣＦＵ·ｍＬ－１刺
激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ｔ＝－２０．６６３、－３３．６７５、
－３９．７７８，均为 Ｐ＜０．０５）；ＩＬ８蛋白含量与对照组
相比，１０３ＣＦＵ·ｍＬ－１刺激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ｔ＝
－０．０１，Ｐ＞０．０５），１０４、１０５、１０６ＣＦＵ·ｍＬ－１刺激组

图２　１０５ＣＦＵ·ｍＬ－１茄病镰刀菌孢子刺激不同
时间ｈＣＥＣ中ＮＯＤ２蛋白的表达变化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ｔ＝－１８．９５７、－８．６０８、
－１０．６７１，均为 Ｐ＜０．０５）；ＴＮＦα蛋白含量与对照
组相比，１０３ＣＦＵ·ｍＬ－１刺激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ｔ＝－０．８２５，Ｐ＞０．０５），１０４、１０５、１０６ＣＦＵ·ｍＬ－１刺
激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ｔ＝－８．４３７、－６．１８２、
－７．０７９，均为Ｐ＜０．０５）（见表１）。

图３　１０５ＣＦＵ·ｍＬ－１茄病镰刀菌孢子刺激２４ｈ
后ｈＣＥＣ中ＮＯＤ２荧光分子的定位和表达　

表１　各组 ｈＣＥＣ上清液中 ＩＬ６、ＩＬ８、ＴＮＦα蛋白
含量比较

组别 ＩＬ６／ｎｇ·Ｌ－１ ＩＬ８／ｎｇ·Ｌ－１ ＴＮＦα／ｎｇ·Ｌ－１

对照组 ２０．９３±３．５１ ３６．５０±６．５３ ２８．８８±３．２３

１０３ＣＦＵ·ｍＬ－１刺激组 ２３．２６±１．２１ ３６．５５±７．３１ ３１．１９±３．６２

１０４ＣＦＵ·ｍＬ－１刺激组 ６５．２２±１．２２ａ １２０．８２±４．０９ａ ５０．１３±２．９３ａ

１０５ＣＦＵ·ｍＬ－１刺激组 １１５．４２±３．３７ａ ２０１．５０±３２．５５ａ ６１．６３±８．５９ａ

１０６ＣＦＵ·ｍＬ－１刺激组 １１５．９７±２．２０ａ ２１８．４０±２８．７９ａ ６１．４４±７．２８ａ

　　注：与对照组相比，ａＰ＜０．０５。

３　讨论

在镰刀菌和曲霉菌感染的ＦＫ患者角膜组织中，
ＮＯＤ２ｍＲＮＡ的相对表达量是正常角膜组织的上千
倍［７］。有研究表明用灭活的烟曲霉菌孢子刺激

ｈＣＥＣ可上调 ＮＯＤ２的表达［１１］，但尚无研究表明茄

病镰刀菌在体外对 ｈＣＥＣ中 ＮＯＤ２表达的影响。Ｊｉｎ
等［１２］用灭活的茄病镰刀菌刺激 ｈＣＥＣ，检测了各型
Ｔｏｌｌ样受体（ＴＬＲｓ）的表达差异，发现ＴＬＲ２、３、４、６型
ｍＲＮＡ及蛋白表达与对照组（未用真菌刺激组）比较
均显著升高。又有研究表明ＴＬＲ受体与ＮＯＤ２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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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亦存在直接联系，各型 ＴＬＲ受体的上调也会促
进ＮＯＤ２受体的表达［１１，１３１４］。因此，本研究用灭活

的茄病镰刀菌孢子刺激 ｈＣＥＣ进而检测 ＮＯＤ２表达
具备充足的理论依据。

项目组先前的研究发现［１５］，未加热灭活的茄病

镰刀菌与尖端赛多孢子菌在体外不同糖浓度环境下

均能够通过上调 ｈＣＥＣ中 ＭＭＰ９ｍＲＮＡ和蛋白表
达，进而增加真菌对 ｈＣＥＣ的黏附作用。而本研究
为排除真菌的毒性和黏附力的影响，采用灭活的茄

病镰刀菌孢子作为抗原刺激ｈＣＥＣ，发现灭活的真菌
在体外亦能上调细胞中炎症因子的表达。随着灭活

的茄病镰刀菌孢子刺激浓度的升高，ｈＣＥＣ中 ＮＯＤ２
ｍＲＮＡ表达逐渐增加，１０５ＣＦＵ·ｍＬ－１茄病镰刀菌孢
子浓度刺激８ｈ可达峰值，而用该浓度的茄病镰刀菌
孢子刺激２４ｈＮＯＤ２蛋白表达可达高峰。随着茄病
镰刀菌孢子浓度的升高，与 ＮＯＤ２介导有关的下游
相关炎症因子的表达亦可升高。因此，本研究结果

表明，灭活的茄病镰刀菌孢子在体外能上调 ｈＣＥＣ
中ＮＯＤ２ｍＲＮＡ及蛋白的相对表达，并促进下游炎
症因子ＩＬ６、ＩＬ８、ＴＮＦα的蛋白表达。

角膜损伤是感染 ＦＫ的首要因素［１６］，当真菌入

侵受损的角膜后，角膜缘血管活化并趋化中性粒细

胞在内的炎症细胞参与对病原菌吞噬并介导炎症通

路激活和炎症因子的释放。另外，ｈＣＥＣ作为抗真菌
固有免疫的第一道屏障也参与其中。ＮＬＲｓ及其介
导下游炎症通路激活的作用成为近年来研究的热点

问题，以往ＮＬＲｓ在ＦＫ的发病机制中少有研究并认
为其介导的炎症反应在ＦＫ中发挥次要作用，而近年
来认为ＮＬＲｓ是参与 ＦＫ的主要 ＰＲＲｓ［６，１７］。有研究
表明，用灭活的烟曲霉菌感染ｈＣＥＣ后，ＮＯＤ２ｍＲＮＡ
和蛋白表达峰值的时间点均小于本研究结果［１１］，其

原因可能是刺激菌种、真菌孢子浓度等的不同而造

成的差异。通过比较烟曲霉菌及茄病镰刀菌对

ＮＯＤ２表达峰值时间的差异，可能对分析二者的病程
及预后有一定意义。镰刀菌及曲霉菌感染的 ＦＫ患
者预后都较差，陈懿等［１８］研究认为镰刀菌感染的患

者相对于曲霉菌感染的患者药物治愈的所需时间更

长，这可能与本研究中 ｈＣＥＣ对茄病镰刀菌的识别、
介导炎症反应时间较长有一定关系。

在治疗ＦＫ时除运用抗真菌药物外，糖皮质激素
和免疫抑制剂的选用和使用时机一直以来是研究的

热点问题［１９］。炎症反应是清除病原菌的重要保护

机制，而过度的炎症反应将导致角膜结构和功能的

紊乱，影响角膜透光性，严重时导致溃疡穿孔和失

明。ＦＫ早期贸然应用免疫抑制药物将抑制中性粒
细胞趋化导致感染扩散，甚至引起溃疡穿孔，而在炎

症反应后期适时应用免疫抑制类药物将明显改善炎

症相关细胞和因子对角膜的损伤。因此，对不同菌

种造成角膜炎症反应时间峰值点的基础研究对 ＦＫ
临床诊治具有一定的意义。

综上所述，ＮＯＤ２参与了 ｈＣＥＣ抗茄病镰刀菌的
固有免疫过程，因此ＮＯＤ２介导的炎症反应在ＦＫ中
发挥重要作用，故而在控制真菌感染的炎症后期同

时抑制ＮＯＤ２表达可能对治疗 ＦＫ的炎症反应有一
定效果，ＮＯＤ２可能是治疗ＦＫ的新型靶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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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ｆＦｕｎｇｉ［Ｊ］．ＲｅｃＡｄｖ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ｏｌ，２０２１，４１（６）：５３４５３９．

［１６］　李雪弟．角膜外伤所致真菌性角膜炎误诊原因分析［Ｊ］．中华
眼外伤职业眼病杂志，１９９９，２１（４）：３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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