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简介$毕明辉$

$(-(\

%#主治医师#博士#主要从事老年心血管病研究)

!

#

!

通讯作者#

N.CE#G

!

$-0)'$'$-2

$jj

&3"C

)

论著!基础研究
!!

!"#

!

$%&'()(

"

*

&#++,&$)-$./'0/&1%$2&10&%%/

黄芩苷对动脉粥样硬化模型大鼠
Z9.

,

FP;9W

及
;8N1

表达水平影响

毕明辉$

!

1

!程
!

诚$

#

!李
!

鹏$

!

'

!吴平生$

"

$&

南方医科大学研究生学院!广州
2$%2$2

&

1&

厦门市中医院心血管科!福建厦门
')$%%(

&

'&

中山大学附属第五医院内科!广东珠海
2$(%%%

$

!!

"摘要#

!

目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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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组相比!其余组大鼠
P;9W

'

;8N1

活性升高!

Z9.

,

F

灰度值降低"

C

$

%&%2

$&黄芩苷高'低剂量组
P;9W

'

;8N1

明显低于模型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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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芩苷可能通过下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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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心脑血管病的发病率逐年升高#其中由动脉粥样

硬化引发疾病的病死率逐年上升#防治动脉粥样硬化#研究其

病因+病理机制成为研究重点)研究表明#中药对动脉粥样硬

化有显著防治作用#黄芩苷是从黄芩根中提取获得的黄酮类单

体化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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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研究表明#黄芩具有多种药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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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抗

氧化+抗炎+抑制平滑肌增殖+调节免疫等#黄芩苷亦具有多种

药理作用#如调节血脂+恢复凝血
.

纤溶系统平衡等)但黄芩苷

对于动脉粥样硬化的防治作用及其机制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本研究通过构建动脉粥样硬化大鼠模型#观察黄芩苷对动脉粥

样硬化模型大鼠主动脉壁细胞内核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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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纤溶抑制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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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血管紧张素转换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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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水平影响#探讨黄

芩苷防治动脉粥样硬化作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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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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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饲养在南方医院实验动物中心#饲养温度控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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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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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处死所有动物#发色底物法测定血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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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活性#免疫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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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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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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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水平!

取血后#脱臼处死大鼠#取主动脉#置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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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醛溶液中#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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烤片#过夜#

0]

保存备用)免疫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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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色阳性细胞质中有棕黄色或者褐色颗粒)每只大鼠

选取
0

张切片#每张切片随机选取
2

个视野$

[1%%

%阳性着色

区域#然后采用图像软件测定阳性染色细胞棕色颗粒的平均吸

光度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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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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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处理
!

采用
>B>>$-&%

统计软件进行分析#计量

资料用
B 2̀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3

检验#检验水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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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芩苷对动脉粥样硬化模型大鼠血浆
P;9W

表达影响
!

实验过程中#各组大鼠采食饮水等活动均正常#毛色光亮柔滑#

生命体征良好#饮食+毛色及外观未见明显异常)与假手术组

比较#其余各组大鼠
P;9W

活性均明显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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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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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黄

芩苷治疗后#黄芩苷高+低剂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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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低于模型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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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芩苷对动脉粥样硬化模型大鼠
Z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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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表达水平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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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假手术组比较#其余各组
Z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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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明显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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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

过黄芩苷灌胃给药治疗后#与模型组比较#黄芩苷高+低剂量组

Z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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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均明显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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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芩苷对动脉粥样硬化模型大鼠
;8N1

表达水平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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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假手术组比较#其余各组
;8N1

活性明显升高$

C

$

%&%2

%(

经过黄芩苷灌胃给药治疗后#与模型组比较#黄芩苷高+低剂量

组
;8N1

活性均明显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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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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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芩苷对动脉粥样硬化模型大鼠血浆
P;9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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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性表达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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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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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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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8N1

活性

假手术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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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组
$% '0&'/̀ 2&1)

E

))&)(̀ (&1)

E

$0/&)'̀ (&$2

E

黄芩苷高剂量组
$% '$&%-̀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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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芩苷低剂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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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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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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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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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模型组

比较)

A&C

!

黄芩苷对大鼠主动脉免疫组织化学染色
Z9.

,

F

表达的

影响
!

大鼠主动脉
Z9.

,

F

免疫组织化学染色#光镜下观察#假

手术组
Z9.

,

FM,

值为
%&$%%`%&%%/

(模型组
Z9.

,

F

表达明

显降低#

M,

值为
%&'2%̀ %&%$0

#斑块内可见大量浅紫红色阳

性颗粒(黄芩苷高剂量组
M,

值为
%&1-%̀ %&%$%

#

Z9.

,

F

表达

明显增加#与模型组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C

$

%&%$

%(与模

型组相比#黄芩苷低剂量组
Z9.

,

F

的表达增加差异也有统计

学意义$

C

$

%&%2

%#见图
$

)

A&D

!

黄芩苷对大鼠主动脉免疫组织化学染色
;8N1

表达的影

响
!

主动脉
;8N1

免疫组织化学染色#光镜下观察#假手术组

;8N1M,

值为
%&$1%̀ %&%%)

)模型组
;8N1

表达明显增加#

M,

值为
%&0'%̀ %&%1%

#斑块内可见大量棕黄色阳性颗粒#以

细胞质为主#细胞核内有少量表达)黄芩苷高剂量组
M,

值为

%&1'%̀ %&%$1

#黄芩苷低剂量组
M,

值为
%&'$%̀ %&%$$

#

;8N1

表达明显减少#与模型组相比差异都有统计学意义$

C

$

%&%$

%#见图
1

)

!!

;

!假手术组(

F

!模型组(

8

!黄芩苷高剂量组(

7

!黄芩苷低剂量组)

图
$

!!

黄芩苷对动脉粥样硬化模型大鼠
Z9.

,

F

活性表达水平影响

!!

;

!假手术组(

F

!模型组(

8

!黄芩苷高剂量组(

7

!黄芩苷低剂量组)

图
1

!!

黄芩苷对动脉粥样硬化模型大鼠
;8N1

活性表达水平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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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关于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病机制尚未阐明#有研究报

道#高血压+血脂异常+炎症+凝血
.

纤溶系统平衡失调是常见高

危因素&

)

'

)因此#防治动脉粥样硬化#研究其病因+病理机制成

为重点)有研究报道&

'.0

'

#黄芩苷具有多种药理作用#尤其在调

节血脂+恢复凝血
.

纤溶系统平衡等方面)本研究通过构建动

脉粥样硬化大鼠模型#观察黄芩苷对动脉粥样硬化模型大鼠

Z9.

,

F

+

P;9W

及
;8N1

表达水平影响#探讨黄芩苷防治动脉粥

样硬化作用机制)

有研究表明#肾素
.

血管紧张素
.

醛固酮系统在动脉粥样硬

化发生+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高血管紧张素
*

$

;,

O*

%水平

通过提高基质金属蛋白酶活性#促进血管平滑肌迁移及促进合

成炎症因子并激活炎症信号的传导通路等途径促进动脉粥样

硬化斑块形成&

-

'

)

;8N1

水解
;,

O*

生成
;,

O

$

$.-

%#水解产

物具有强烈舒张血管效应#在炎症及血管平滑肌增殖等过程中

可发挥有益效应)是心血管系统的保护因子)

;8N1

通过降

低
;,

O*

水平#生成
;,

O

$

$.-

%发挥舒张血管的作用)本研究

结果表明#与假手术组相比#其余各组大鼠主动脉壁
;8N1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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