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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 观察乳铁蛋白多肽嵌合体(LFchimera)对铜绿假单胞菌PAO1及PAO-JP2型菌株QS毒力因子的影

PAO1和PAO-JP2为试验菌株，分为A、B、C、D四组。A组：未作任何干预的铜绿假单胞菌PAO1;B组：

μmol/L)干预的铜绿假单胞菌PAO1;C组：未作任何干预的铜绿假单胞菌PAO-JP2;D组：LFchimera(1 

绿假单胞菌PAO-JP2。分别测定毒力因子绿脓菌素(氯仿萃取法)、弹性蛋白酶(弹性蛋白-刚果红法

(偶氮酪蛋白法)。结果 和A组各毒力因子(绿脓菌素、弹性蛋白酶、蛋白水解酶)的活性表达(7.03

0.009、0.808±0.038)比较，B组铜绿假单胞菌PAO1菌株的表达(3.07±0.13、0.046±0.004、0.325

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C组铜绿假单胞菌PAO-JP2菌株各毒力因子(绿脓菌素、弹性蛋白

性表达(0.76±0.04、0.015±0.003、0.054±0.006)和D组(0.74±0.05、0.014±0.002、0.053±

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LFchimera可能通过抑制铜绿假单胞菌QS系统减弱其相关毒力因子的活性，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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