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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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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增加#细胞向梭形形态转化的数量逐渐减少)当姜黄素浓度

为
$1&5%%

$

5%&%%%

!

6"7

"

8

$

A

*

4

*

V

组&时#绝大部分小管上皮

细胞维持着上皮样形态$鹅卵石形&#细胞间连接紧密#并且细

胞数量较多)由此表明姜黄素在一定的浓度范围内能够对抗

;<=.

"

$

诱导的
234

向梭形样形态细胞转化#而维持肾小管

上皮形态特征$图
$

&)

!!

[

!正常对照组%

[;

!单纯
;<=.

"

$

$

5,

>

"

68

&刺激组%

B

!姜黄素
)&15

!

6"7

"

8c;<=.

"

$5,

>

"

68

%

A

!姜黄素
$1&5

!

6"7

"

8c;<=.

"

$5,

>

"

68

%

4

!姜黄素
15

!

6"7

"

8c;<=.

"

$5,

>

"

68

%

V

!姜黄素
5%

!

6"7

"

8c;<=.

"

$5,

>

"

68

%

T

!

$%%

!

6"7

"

8c;<=.

"

$5,

>

"

68

)刺激
-19

后#倒置显微镜

下观察细胞形态变化$

]1%%

&)

图
$

!!

不同浓度姜黄素和
;<=.

"

$

共同作用对
234

细胞形态变化的影响

1%)'

重庆医学
1%$)

年
(

月第
05

卷第
1)

期



@&@

!

姜黄素对
234

细胞增殖的影响
!

:;;

检测结果显示!

与对照组比较$图
1

&#

%&-/%

*

$&5)'

!

6"7

"

8

姜黄素刺激
234

对细胞增殖活性没有显著影响$

!

%

%&%5

&#但在
'&$15

$

15&%%%

!

6"7

"

8

浓度范围内#姜黄素能显著促进
234

增殖

$

!

$

%&%5

&#

)&15%

!

6"7

"

8

时#

234

增殖达峰值#随后随姜黄

素浓度进一步增加#细胞增殖活性却逐渐下降#

$1&5%%

*

15&%%%

!

6"7

"

8

浓度时#细胞增殖活性仍显著高于对照组$

!

$

%&%5

&#

5%

!

6"7

"

8

浓度时对
234

增殖活性没有影响#

$%%&%%%

!

6"7

"

8

时#细胞增殖活性显著低于对照组$

!

$

%&%$

&)

!!

L

!

!

$

%&%5

#

P

!

?

$

%&%$

#与正常对照组比较)

图
1

!!

:;;

法检测姜黄素对
234

细胞增殖的影响

@&A

!

不同浓度
;<=.

"

$

作用后
234

细胞
;<=.

"

$

基因表达

变化
!

与正常对照组$

%,

>

"

68;<=.

"

$

&不同浓度
;<=.

"

$

作

用于肾小管上皮细胞株
234-19

后#均能显著促进其表达

;<=.

"

$

$

!

$

%&%5

&%并且随着
;<=.

"

$

浓度的增加#

;<=.

"

$

基

因的表达水平也显著增加#于
$%,

>

"

68

浓度时#

234

表达

;<=.

"

$

基因的水平达峰值$

!

$

%&%$

#图
'

&)

!!

L

!

!

$

%&%5

#

P

!

!

$

%&%$

#与正常对照组比较)

图
'

!!

不同浓度
;<=.

"

$

作用于
234

细胞
-19

后%

其
;<=.

"

$

基因的表达变化

@&B

!

;<=.

"

$

和姜黄素联合作用对
234

细胞
;<=.

"

$

和

A:?.-

基因和蛋白表达的影响
!

与正常对照组比较#

;<=.

"

$

刺激能显著上调
234

细胞
;<=.

"

$

*而下调
A:?.-

的基因和

蛋白的表达$

!

$

%&%$

&%然而#当
;<=.

"

$

与不同浓度姜黄素联

合刺激
234

时#在
$1&5%%

$

5%&%%%

!

6"7

"

8

浓度范围内的姜

黄素则能对抗
;<=.

"

$

诱导的
;<=.

"

$

基因和蛋白的上调和

A:?.-

基因和蛋白的下调$

!

$

%&%5

&#抑制
;<=.

"

$

的表达#

相反促进
A:?.-

的表达#基因呈低水平表达)与正常对照组

比较#单纯刺激组$

5,

>

"

68

#

[;

组&处理
234

后#可以显著

促进基因表达上调%当
;<=.

"

$

与不同浓度姜黄素联合刺激

234

时#

)&15%

!

6"7

"

8

姜黄素仍不能对抗
;<=.

"

$

诱导的

234

细胞
;<=.

"

$

基因的表达上调#但随姜黄素浓度的逐渐

增加#则对
234

细胞
;<=.

"

$

基因表达的抑制作用也逐渐增

加$

!

$

%&%5

&)当姜黄素为
$%%&%%%

!

6"7

"

8

浓度时#这种抑

制作用有所减弱#但仍然显著高于
[;

组$

!

$

%&%5

&)见图
0

)

@&C

!

;<=.

"

$

和姜黄素联合作用后
234

细胞
#

胶原
6@[B

的表达变化
!

体外培养的
234

细胞表达极低水平的
#

型胶

原#

5,

>

"

68;<=.

"

$

单独作用细胞
-19

后#

#

型胶原基因表

达显著增强$

!

$

%&%$

&)但如果加入不同浓度的姜黄素与

;<=.

"

$

共同作用后#姜黄素在
$1&5%%

$

5%&%%%

!

6"7

"

8

浓度

范围内可见
#

型胶原基因表达明显受抑制$

!

$

%&%5

#

!

$

%&%$

&)姜黄素为
15&%%%

!

6"7

"

8

时#

#

型胶原基因表达水平

最低$

!

$

%&%$

&#随后随着姜黄素浓度的逐渐增加#

#

型胶原

基因表达有上调趋势#但仍然显著高于
5,

>

"

68;<=.

"

$

对照

组$

!

$

%&%5

&)见图
5

)

!!

L

!

!

$

%&%5

#

P

!

!

$

%&%$

#与正常对照组比较%

J

!

!

$

%&%5

#与单纯

;<=.

"

$

刺激组比较)

图
0

!!

;<=.

"

$

和姜黄素联合处理对
234

细胞

;<=.

"

$

和
A:?.-

基因和蛋白的表达变化

!!

L

!

!

$

%&%$

#与正常对照组比较%

P

!

!

$

%&%$

#

J

!

!

$

%&%5

#与单纯

;<=X

"

$

刺激组比较)

图
5

!!

;<=.

"

$

和姜黄素联合处理对
234

细胞
#

型

基因和蛋白的表达变化

A

!

讨
!!

论

!!

肾间质纤维化的主要病理表现为肾间质细胞外基质累积*

肾小管萎缩*肾间质肌成纤维细胞 $

Q#!,E

M

6

M

"K#PD"P7L+F+

#

3:=

&增多等)而肾间质
3:=

是合成细胞外基质的主要细

胞#在间质纤维化的发病中起重要作用)研究表明#

;<=.

"

$

诱

导的
234

向肌成纤维细胞转化是肾间质纤维化
3:=

的重要

来源#也是肾纤维化发生*发展的关键诱因'

$.1

(

)因而#维持

234

特性*抑制
T:;

的发生*发展#已成为控制肾间质纤维

化的重要途径之一)内源性致纤维化因子
;<=.

"

$

和抗纤维

化因子
A:?.-

是一对对
T:;

发生*发展起着关键作用的细

胞因子#其表达水平的平衡对于维持肾内微环境的稳定起着关

键作用)作为具有抗纤维化作用的中药单体姜黄素可能对这

两个因子在肾脏的合成分泌产生重要影响)

姜黄素具有多种药理功效#除可抗炎*抗细胞增殖*抗血管

增生外#还具有抗组织器官纤维化作用)动物实验研究发现#

姜黄素具有抗肝*肺*肾纤维化作用'

).(

(

#证实姜黄素能显著改

善纤维化大鼠的肝功能和抑制梗阻性肾病大鼠肾纤维化#但对

于姜黄素抗肾纤维化的分子生物学机制并不十分清楚)

本实验结果显示!姜黄素对
234

具有明显的促增殖作

'%)'

重庆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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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第
05

卷第
1)

期



用#姜黄素在
'&$15

$

15&%%%

!

6"7

"

8

浓度范围内#能显著促进

234

增殖$

!

$

%&%5

&#但高浓度姜黄素 $

$%%&%%%

!

6"7

"

8

&则

对
234

增殖表现为抑制作用)同时#倒置显微镜下发现此时

细胞有分离*悬浮改变#提示单纯这一浓度姜黄素可能对细胞

具有毒性作用)相反#中*低浓度姜黄素作用于细胞#细胞呈现

小管上皮典型的鹅卵石形态#提示此作用浓度姜黄素对
234

没有毒性作用)不同浓度的
;<=.

"

$

均能诱导
234

向梭形细

胞转化#并且随时间和浓度的增加#促进转化细胞的数量也增

加)而当姜黄素与
;<=.

"

$

共同作用时#姜黄素在
$1&5%%

$

5%&%%%

!

6"7

"

8

浓度范围内#表现出对抗
;<=.

"

$

的诱导的形

态变化而维持小管上皮样形态%由此表明#姜黄素在一定的浓

度范围内能促进
234

增殖#并且能对抗
;<=.

"

$

诱导的上皮

向间质细胞形态转化而维持其上皮样形态特征#提示姜黄素可

能具有对抗
;<=.

"

$

诱导的
T:;

的作用#因为
T:;

也是促

进移植肾纤维化的重要机制)

A:?.-

是
;<=.

"

超家族中的一个成员#是一种内源性肾

内环境稳定调节因子和重要的肾纤维化拮抗因子#它和
;<=.

"

的平衡影响着肾组织内环境的稳定性'

0

(

)外源性给予人工重

组
A:?.-

可明显抑制肾间质纤维化进展#刺激小管上皮细胞

的再生#改善肾功能'

$%

(

%

A:?.-

能够促进急性肾损伤的修

复'

'.0

(

#以及改善单侧输尿管梗阻模型*糖尿病肾病*

:@87

G

D

"

7

G

D

狼疮小鼠模型慢性肾纤维化的进展'

$.'

(

)

;<=.

"

$

是各种肾

脏纤维化过程中致纤维化的关键细胞因子'

$.1

(

)它能直接刺激

细胞外基质$

T4:

&成分的合成#能通过减少蛋白酶的合成和

刺激蛋白酶抑制剂$如
?BC.$

&阻止
T4:

降解)实验性肾纤

维化模型的发展和小管间质纤维化的不断加重过程中#

A:?.-

的表达进行性减少#而
;<=.

"

$

则进行性增加#二者表达呈负

相关#由于二者是肾脏小管间质纤维化重塑过程中一对重要的

多功能调节因子#其表达比值对于维持肾组织结构和正常生理

功能起着重要作用)

在纤维化肾组织内
A:?.-

表达下调#而促进肾
A:?.-

合

成分泌#不仅可以对抗
;<=.

"

$

诱导的
T:;

#促进间质细胞向

上皮细胞转化#而且有助于维持小管上皮细胞表型#而且还能

促进其再生'

'.0

(

)研究证实#补充外源性
A:?.-

有助于延缓肾

功能不全的进展和肾纤维化的形成'

'

(

)

dE#+PED

>

等'

0

(研究发

现#给予
D2OA:?.-

$

$%%,

>

"

68

&能逆转
;<=.

"

$

诱导体外

培养的远端肾小管上皮细胞株和近端肾小管上皮细胞发生的

T:;

#重新表达
T.

钙黏蛋白*

dZ.$

蛋白和细胞形态的恢复)

;<=.

"

$

作为强效致纤维化因子#不仅能诱导肾小管上皮细胞

发生
T:;

#它还能促进肾小管细胞进一步合成分泌
;<=.

"

$

#

由此可以形成恶性循环'

$$

(

)本实验结果显示#

234

呈
;<=.

"

$

浓度依赖性地上调
;<=.

"

$

表达%同时#倒置显微镜下观察

也发现随
;<=.

"

$

浓度增加#向梭形形态转化的细胞数量也相

应显著增加)但如果再加入不同浓度的姜黄素共同作用#不仅

能显著减少向梭形形态转化的细胞数量#绝大部分细胞维持小

管上皮样形态%同时#也能显著减少
;<=.

"

$

基因和蛋白的表

达上调#相反显著促进
234A:?.-

基因和蛋白的表达)其

中#尤其是姜黄素为
15&%%%

!

6"7

"

8

浓度时#这一效应最为显

著#表明该浓度可能是姜黄素抗纤维化的最佳药物浓度#对于

临床用药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并揭示姜黄素作用上调肾小管细

胞
A:?.-

"

;<=.

"

$

水平#可能是其抗纤维化效应重要的分子

生物学机制)进一步的实验证实#姜黄素能抑制
;<=.

"

$

诱导

的小管细胞
#

型胶原基因和蛋白的表达#以
15&%%%

!

6"7

"

8

姜

黄素的作用最强#表明姜黄素可能通过抑制
;<=.

"

$

诱导的上

皮细胞向成纤维细胞转化#从而减少了
#

型胶原表达)

由此认为#姜黄素一方面可能是通过促进
A:?.-

表达#从

而促进小管上皮细胞增生*维持上皮样形态%另一方面可能对

抗
;<=.

"

$

诱导的
T:;

发生#从而发挥抗纤维化效应)因此#

尽管小管间质纤维化是各种慢性肾脏疾病#以及移植肾肾病的

一个显著特征#控制肾脏纤维化发展至终末期肾衰竭目前仍然

没有特异性的治疗方法#但姜黄素作为一种中药有效成分#可

能为其治疗带来新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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