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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率和病死率在所有疾病中是最高的#血

管内皮细胞分布广#极易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其中#氧化与抗

氧化对弈*凋亡与抗凋亡的矛盾#都发生在血管内皮细胞#进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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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泛存在于水果*蔬菜*花*坚果*种子和树皮中#是

一类多羟基黄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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酚的低聚物#也有以高聚物形式存在的酚

类化合物#原花青素与缩合单宁是同系物#是多羟基黄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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酚

的寡聚或高聚物#大多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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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相互连接#也存在
40

(

4)

键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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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心血管保护*抗炎*抗血

小板聚集*抗肿瘤*调节血脂*抗高血压*抑制细胞增殖*调节免

疫*保护肝脏*抑制细胞凋亡以及抗疲劳*改善睡眠等广泛的生

物活性#且具有高效*低毒*生物利用度高等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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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发

现!

8FS

"

89H.1

蛋白和半胱天冬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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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化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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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诱导的凋

亡现象间有所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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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探讨原花青素对血管内皮细胞的

保护机制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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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

0/

小时的凋亡率分别为!

')&%]

*

1-&%]

*

12&%]

)第
0/

小时与
10

小时的凋亡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2

%#见图
$

)

@&A

!

4F+

K

F+C.'

*

8FS

*

89H.1

*

T3'6

*

K

.A[D

*

A[D

的蛋白表达
!

dC+DCJ,NH"D#,

E

结果显示!

=

1

V

1

处理内皮细胞
10G

后#与对

照组比较#总
4F+

K

F+C.'

的表达不变#活化的
4F+

K

F+C.'

表达上

调#用
$%

&

M"H

"

;

的
bRT81

预处理后#再加入
=

1

V

1

#活化的

4F+

K

F+C.'

表达下调$图
1X

%)同时
4F+

K

F+C.'

的下游蛋白
NFS

上调#

89H.1

上调$图
1

#

A

*

8

%)影响细胞凋亡的信号分子
T3'6

$图
1<

%明显增加(同时#

K

.A[D

*

A[D

明显增加$图
14

%)

A

!

讨
!!

论

!!

原花青素是一种天然多酚类化合物#是由不同数量的儿茶

素*表儿茶素缩合而成的聚合体#因其具有极强的抗氧化活性

和清除自由基能力#而被广泛应用于保健食品*护肤品及医药

卫生等领域)以往的研究发现
bRTX

主要有以下作用#$

$

%调

节血脂!

bRTX

能够降低血清
:4

*

:b

*

;<;

水平#同时升高

=<;

水平#而且还能够增加血清卵磷脂胆固醇酰基转移酶

$

;A4:

%活性#调节胆固醇外流#减少胆固醇聚集#减轻泡沫细

胞的聚集($

1

%抗炎作用!

bRTX

主要通过下调细胞黏附分子的

表达#减少单核细胞向内膜下的迁入以及抑制类花生烧酸合成

酶的基因转录和酶活性#抑制炎性介质的产生#以及对
>?.[8

途径的调控等发挥其强大的抗炎作用#对类风湿性关节炎等多

种急慢性炎性疾病都有很好的抗炎作用&

-.(

'

($

'

%

bRTX

可以抑

制多种肿瘤细胞的生长并促进其凋亡#对抗血管内皮细胞损

伤#抑制
R̀74

的增殖和迁移#发挥心血管保护效应#能够抑

制心脏损伤时心肌细胞的凋亡等等)凋亡是由抗凋亡和促凋

亡效应分子#如
89H.1

和
8FS

#所组成的复杂调控网络来调控

的#

8FS

"

89H.1

比率升高会导致半胱氨酸天冬氨酸蛋白酶的裂

解且会诱导凋亡过程&

$%.$1

'

)体内体外实验都证实与食物中不

添加
bRT+

的无胸腺裸鼠体内生长的肿瘤内相关蛋白表达水

平相比#

bRT+

可在鼠乳腺癌细胞$

0:$

%和人类鳞状细胞癌

A0'$

细胞中下调
89H.1

表达的同时上调
8FS

的表达#半胱氨

酸天冬氨酸蛋白酶
.'

的表达水平增加)血管内皮功能紊乱则

是
AR

的起始环节#与
4=<

的发生有密切的关系&

$0

'

#因此#保

护内皮功能也已成为心血管疾病防治的重要目标之一)

A[D

可以磷酸化
4F+

K

F+.(

前体$

TJ"4F+

K

F+.(

%从而阻断内

源性蛋白酶的活性#已知
TJ"4F+

K

F+.(

是
4F+

K

F+

级联反应的起

始蛋白酶#

4F+

K

F+.(

的活化可以 激 活
4F+

K

F+.'

*

4F+

K

F+.)

*

4F+

K

F+.-

等蛋白酶#在凋亡级联反应中起中间的转接作用#在

凋亡调控中发挥主要功能)本实验发现!不同浓度的
bRT81

可以有效保护血管内皮细胞延缓凋亡#作用的影响#而且是通

过调节
A[D

磷酸化的方式发挥作用的&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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