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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

图
0

!!M

NJ<4#,

对
:O,.1

蛋白表达的影响

@&B

!M

NJ<4#,

对
:O,.1

蛋白表达的影响
!

对照组
:O,.1

蛋白

2'%1

重庆医学
1%$-

年
2

月第
0)

卷第
$2

期



为
$&%

)

$%

X/

&

$%

X2

3"4

"

5

浓度的
M

NJ<4#,

均能上调
:O,.1

蛋

白的表达#在
$%

X)

3"4

"

5

M

NJ<4#,

达最高峰$

1&0)d%&$$

#

!

$

%&%$

%)而
$%

X(

3"4

"

5

浓度的
M

NJ<4#,

对
:O,.1

蛋白表达无影

响$

!

%

%&%2

%)

M

NJ<4#,

在
$1

&

10N

内能明显上调
:O,.1

蛋白

的表达#

$/N

达最高峰$

1&$/d%&%'

#

!

$

%&%$

%)而
$/N

和
10

N

之间蛋白表达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2

%#见图
0

)

A

!

讨
!!

论

!!

动脉粥样硬化*高血压*支架内再狭窄等血管增殖性疾病

的发病率逐年增加)目前已证实#

>6:8

增殖
.

凋亡失衡是此

类疾病的主要特征)抑制
>6:8

增殖#有望成为预防和治疗

血管增殖性疾病新的方法)

M

NJ<4#,

是
$(((

年
U"

*

#3G

等&

$$

'发现的一种可促进生长激

素释放的酰化肽)近年研究发现#

M

NJ<4#,

具有广泛的生理作

用#且与心血管疾病*免疫炎症反应*糖尿病*肿瘤等密切相关)

研究认为
M

NJ<4#,

是一个心脏保护因子#可以抑制血管内皮细

胞凋亡#促进血管内皮细胞的增殖&

$1

'

#具有血管内皮保护功

能#但对血管平滑肌的作用目前仍不清楚)本研究结果显示#

M

NJ<4#,

能抑制
W96:8

增殖且能促进血管内皮细胞的增殖#

推测其对动脉再狭窄有抑制作用)

:O,.1

是具有抑制
>6:8

增殖功能的基因#参与血管平

滑肌细胞分化#有望成为血管增殖性疾病干预的新靶点&

$'

'

)

研究发现#在大鼠颈动脉球囊损伤再狭窄模型上#适度上调

:O,.1

的表达可以明显抑制
>6:8

增殖#抑制率分别为

(-&1]

和
/1&%]

&

$0

'

#

:O,.1

在控制细胞增殖中起重要作用)

本课题组发现在
W96:8+

#

M

NJ<4#,

上调
:O,.13BI9

和

蛋白的表达和其抑制
W96:8

增殖的作用在浓度和时间上基

本上是一致的#也就是说
M

NJ<4#,

在上调
:O,.1

的表达的同时

能明显抑制
W96:8

增殖)这提示#

M

NJ<4#,

可能通过上调

:O,.1

的表达来抑制
W96:8

增殖)进一步探讨
M

NJ<4#,

在心

血管疾病发病过程中的作用及机制#可为心血管疾病的防治提

供新的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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