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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晚期糖基化终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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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糖尿病

肾病发生*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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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非糖尿病肾病的研究

也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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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通过诱导氧化应激等途径参与肾功能衰竭的

主要病理因子'因此#本研究观察在高浓度葡萄糖状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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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化应激是糖尿病并发症发生*发展的重要病理基础'既

往研究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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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炎症因子是参与氧化应激进程

的主要标记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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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多种炎症因子级联反

应#加剧氧化应激的进程'本研究发现在高浓度葡萄糖和$或%

D86#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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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显著上调'既往研究提示#高浓度葡萄糖能通过诱导肾小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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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症反应可能具有叠加作用#其氧化应激水平更高'

普罗布考作为一种主要调节胆固醇代谢及抗动脉硬化的

药物广泛应用于治疗糖尿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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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新近的研究发现#普罗布考

不仅能调节脂代谢#同时具有抗氧化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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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发现#

调脂药普罗布考能显著抑制高浓度葡萄糖状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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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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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也发现普罗布考对糖尿

病肾病具有保护性作用#提示普罗布考保护肾脏的机制可能是

通过下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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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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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蛋白表达从而抑制高糖和$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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诱导的氧化应激#达到保护糖尿病肾脏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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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反应细胞氧化应激最主要的标记物#为进一步阐

明普罗布考对高浓度葡萄糖状态下
D86#

诱导氧化应激的影

响#本研究观察了各组细胞中
5Y7

的生成情况#结果发现普罗

布考能显著抑制
C5X3J)6

细胞高糖状态下
D86#

诱导的

5Y7

生成#此结果也进一步验证了普罗布考可抑制高浓度葡

萄糖状态下
D86#

诱导肾小管上皮细胞氧化应激的进程'

参考文献"

(

;

) 吕智美#邓华聪
F

肾小管上皮细胞转分化在糖尿病肾病发

生中的作用(

c

)

F

重庆医学#

)++<

#

,-

$

H

%!

H*;F

(

)

)

!'&2&'EM#>:

#

AB#KRX7

#

VB&1&@XD

#

&?"/F5&@"/K&//

K"'KE@B0""@2BOE2"?EP&#?'&##

!

=R&/"KMBT

(

&'BOE#B0&#

(

c

)

FDK?"VE#?BKR&0

#

)++G

#

*<

$

-

%!

H+JF

(

,

)

XB1"

N

"#RE:

#

7REM"@BC

#

CE#REE5

#

&?"/F.B0

(

"'E#B@BT

?R&?'"@#K&//L/"'?'"@#

(

B'?BT!%8"@2%3

Q

/LKB#&1

N

?R&

ME2@&

N

&

(

E?R&/E"/K&///E@&

#

$$.39X;

(

c

)

FCLK/:&2.B03

0L@

#

)+;+

#

,;

$

)

%!

;*;F

(

*

)

5"@&:c

#

7B@

Q

h

#

cE@7

#

&?"/F4@?&'

(

/"

N

1&?S&&@DM?"@2

(

,< :D9X

(

"?RS"

N

#E@?R&'&

Q

L/"?EB@BT'&@"/?L1L/"'

K&//"

(

B

(

?B#E#"##BKE"?&2SE?R2E"1&?EK@&

(

R'B

(

"?R

N

(

c

)

F

D0c9R

N

#EB/5&@"/9R

N

#EB/

#

)+;+

#

)G<

$

;

%!

*GF

(

J

)

$B'Z.

#

A&@E?B3:"'?E@D

#

ABLKR&'B?D

#

&?"/F=R&2&"?R

/E

Q

"@2=5D4$E@2E"1&?EK@&

(

R'B

(

"?R

N

(

c

)

Fc D0 7BK

C&

(

R'B/

#

)++<

#

;G

$

J

%!

G+*F

(

H

)

="@

Q

7.

#

$&L@

Q

c.

#

.R"@$h

#

&?"/FDK?EP"?EB@BT?L1L/"'

&

(

E?R&/E"/K&//#E@2E"1&?EK@&

(

R'B

(

"?R

N

"@2?R&'B/&BT?R&

(

&'BOE#B0&

(

'B/ET&'"?B'3"K?EP"?&2'&K&

(

?B'3

Q

"00""

Q

B@E#?

(

c

)

FcD07BKC&

(

R'B/

#

)++H

#

;-

$

H

%!

;H,,F

(

-

)

7?BKM&'5F:B/&KL/"'0&KR"@E#0#L@2&'/

N

E@

Q

?R&"@?E"?R3

&'B#K/&'B?EK"@2"@?E2E"1&?EK&TT&K?#BT

(

'B1LKB/

#

#LKKE@B3

1LKB/

#

"@2B?R&'

(

'B1LKB/"@"/B

Q

L&#

(

c

)

F.L''Y

(

E@$E

(

E3

2B/

#

)++G

#

)+

$

,

%!

))-F

(

<

)

="@BL#%

#

VE0&C

#

7?BKM&'5FD@?E3"?R&'B#K/&'B?EK"@2

"@?E32E"1&?EK

(

'B

(

&'?E&#BT

(

'B1LKB/"@2'&/"?&2KB03

(

BL@2#

(

c

)

F5&2BO5&

(

#

)++<

#

;,

$

)

%!

*<F

(

G

)

6@2BX

#

:E

N

"#RE?"h

#

7"#"MEV

#

&?"/F9'B1LKB/2&/"

N

#

(

'B

Q

'&##EB@BT2E"1&?EK@&

(

R'B

(

"?R

N

(

c

)

F%E"1&?&#5&#./E@

9'"K?

#

)++H

#

-;

$

)

%!

;JHF

$收稿日期!

)+;+3+)3;J

!

修回日期!

)+;+3+,3+*

%

<,-)

重庆医学
)+;+

年
;+

月第
,G

卷第
)+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