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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临床常

见的危重症之一#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饮食结构的改变#其

发病率有所上升#死亡率居高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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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发肾脏损伤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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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率高的重要因素之一)目前有关炎症介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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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

病机制中的作用逐渐受到关注#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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肾损伤与炎症介质之

间的关系尚未明了#因此本研究拟通过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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肾损伤的保护作用及相关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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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银杏叶提取物治疗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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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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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磺胆酸钠逆行胰胆管注射方法复制大鼠重症急

性胰腺炎模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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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造模成功的大鼠进入检测#以光镜

下胰腺组织坏死*出血为造模成功)

B'C'C

!

肾脏组织形态学观察和病理学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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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均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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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按试剂盒说明书进行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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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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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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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答的最重要受体#作为机体炎性反应链的启动

蛋白#它通过对病原相关分子模式中的特有抗原成分进行信号

识别*转导#而
UT.

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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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

A7%)

(

)在本实验中#

T

组大鼠肾脏组织的
DU](

*

#$7

.

!

蛋白

*PA&

重庆医学
&)%%

年
%)

月第
()

卷第
&A

期



表达都较
#

组明显上调#

T

组大鼠血清
!W#

*

/<

*

D#$7

'

*

MU7B

较
#

组增高#肾脏组织病理学评分也高于
#

组#表明
.2T

肾

损伤与
DU](

*

#$7

.

!

的异常表达相关)其机制可能是由于

.2T

早期的肠源性细菌移位#肠道感染中的细菌多以革兰阴

性菌为主#其细胞壁中的
UT.

与肾脏组织中的
DU](

结合#

DU](

表达增强#引发一系列的胞内信号转导#使得
DU](

"

#$7

.

!

信号转导通路被激活#其下游炎症介质
D#$7

'

*

MU7B

等

释放而损伤肾脏组织#致使肾功能受损)实验表明#

DU](

可

能在
.2T

肾损伤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担当着炎症反应途径的

+阀门,)

有学者对大承气汤治疗
.2T

大鼠的实验研究表明其可能

通过减少致炎因子或增加抑炎因子来影响
.2T

的炎性反

应'

%%

(

)目前对药用植物银杏之银杏叶提取物用于治疗
.2T

研究较少#银杏叶提取物在我国取材方便#应用广泛#不良反应

少)银杏叶提取物的主要成分包括银杏叶黄酮苷*银杏叶内酯

和银杏新内酯等)现代药理研究表明!银杏叶提取物具有抗氧

化*清除自由基*改善微循环*提高神经可塑性等作用'

%&7%*

(

)

银杏叶提取物中含有的银杏内酯被认为是
T2$

受体的特异性

拮抗剂#可降低血液黏滞度#抑制血小板功能#改善微循环'

%(

(

)

有学者研究银杏叶提取物对早期糖尿病患者氧化应激的影响#

发现经银杏叶提取物治疗后的糖尿病患者血清丙二醛下降#超

氧化物歧化酶和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升高#提示银杏叶提取物

可能通过抑制氧化应激反应#对早期糖尿病肾病患者起到肾脏

保护作用'

%P

(

)杨珍'

%B

(通过对生长抑素联合银杏叶提取物注

射液治疗急性胰腺炎的临床研究提示!舒血宁可改善胰腺血液

循环#增加器官血液灌流#改善缺血#预防血栓形成#防治胰腺

缺血*坏死#减少胰源性物质损伤肾脏)本实验显示#与
T

组

大鼠比较#经银杏叶提取物治疗的
.

组大鼠其肾损伤无论在大

体形态上#还是肾组织病理评分方面#程度都明显减轻#血清中

!W#

和
/<

浓度也低于
T

组#表明银杏叶提取物对大鼠
.2T

肾损伤具有保护作用)而银杏叶提取物是否能抑制
DU](

"

#$7

.

!

信号转导通路#减少炎症介质的产生是实验研究的重点

之一)

实验中银杏叶提取物治疗后的
.

组与
T

组相比#大鼠肾

脏组织的
DU](

*

#$7

.

!

蛋白表达降低#血清中
D#$7

'

*

MU7B

不

同程度的降低#说明银杏叶提取物能调节机体的免疫应答#达

到保护机体的作用)推测其机制!银杏叶提取物可能减少了

UT.

与脂多糖结合蛋白$

3;

F

9

F

93

I

08>>=8<;,4E;5,;5

@F

<9:4;5

#

U!T

&及
/"%(

形成复合物#复合物与
DU](

的结合减少#从源

头抑制了
DU](

"

#$7

.

!

信号转导通路中
DU](

的活化#也可

能抑制
DU](

"

#$7

.

!

信号转导通路中的
DU](

和
#$7

.

!

两个

关键因子的活化#阻断了
DU](

"

#$7

.

!

信号转导通路中下游

炎症介质释放#从而减轻了炎症介质对组织的损伤#最终发挥

对
.2T

肾损伤的保护作用'

%17%A

(

)

目前国内外报道银杏叶提取物用于治疗
.2T

肾损伤的研

究很少#对银杏叶提取物是否可抑制
DU](

"

#$7

.

!

信号转导

通路的研究未见相关报道)本实验中#大鼠
.2T

肾损伤时#应

用银杏叶提取物治疗后#肾脏组织中的
DU](

和
#$7

.

!

蛋白

表达减弱#从而减少了炎症介质
D#$7

'

*

MU7B

等的释放#

D#$7

'

和
MU7B

释放减少#也可能反向减低了
#$7

.

!

的活化'

&)

(

#并且

随着炎症介质的减少和微循环的改善#肠源性细菌移位和内毒

素血症得到缓解#

UT.

与
DU](

的结合受到抑制#+环式,炎症

网络得到有效控制#达到治疗
.2T

肾损伤的作用'

&%

(

)说明银

杏叶提取物有较好的临床应用前景#可能为临床急性胰腺炎肾

损伤的治疗提供新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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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张素
*

%

型受体$

2D%8

&

?]#2

水平'

%+

(

)因此它们确有降

压及保护靶器官的作用)

O,J8<,0

等'

%A

(研究表明
iH4

治疗高

血压具有可靠的安全性和良好的应用前景)常彬宾等'

&)

(采用

-4:8

分析#系统评价了
D$R

治疗原发性高血压的有效性*安

全性和成本效果#表明
D$R

能有效降低收缩压和舒张压#对

心脏和肾脏有保护作用#不良反应较少#而且经济学效果较好)

综上所述#

D$R

及其单体有确切的降压效果#长期服用可

以改善高血压大鼠血管内皮舒张功能#降低血管对缩血管物质

的敏感性#其机制与保护血管内皮*刺激内皮源性
#c

增加#以

及抑制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有关)

D$R

的舒血管作用与卡托普

利等效#两药联用具有协同作用#能更理想的控制血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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