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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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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宁夏无果枸杞芽水提物对老年小鼠心肌细胞抗氧化能力及凋亡相关蛋白表达的影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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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胃!老年对照组灌胃生理盐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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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分别用黄嘌呤氧化酶法和硫代巴比妥酸法测定心脏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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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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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提高衰老小鼠的心肌组织抗

氧化能力!上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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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表达!下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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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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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表达!发挥抗心肌细胞凋亡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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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表明#随着年龄的增加心脏功能逐渐减退#其主要原

因一方面老年心肌细胞不能再生#另一方面随着年龄的增长心

肌细胞的丢失增多#而这种心肌细胞的丢失以细胞凋亡为

主'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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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通过药物干预延缓或减少心肌细胞凋亡#进而延缓

增龄造成的心功能的减退是研究的重点)枸杞为传统的抗衰

老中药#无果枸杞芽为无果枸杞树上采摘的嫩芽#作者研究发

现无果枸杞芽提取物可提高衰老小鼠脑组织抗氧化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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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挥抗衰老作用#但关于对心肌细胞衰老的影响少见报道)本

研究拟观察无果枸杞芽水提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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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老年小鼠心肌组织

丙二醛$

a52

&和超氧化物歧化酶$

6d5

&水平及凋亡蛋白表达

的影响#为探讨其抗心肌细胞衰老机制的研究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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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蛋白测定试剂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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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白免疫反应阳性表现为棕色或棕黄色颗

粒#阳性颗粒定位于细胞胞浆中)每张切片于阳性表达区域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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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无重复视野#用图像分析系统分析其光密度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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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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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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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老年对照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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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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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组小

鼠心肌细胞均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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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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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H.'

蛋白免疫阳性细

胞#阳性细胞为棕黄色#免疫阳性颗粒主要表达在胞浆)各组

分别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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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高倍视野#统计免疫阳性细胞的光密度值#结果

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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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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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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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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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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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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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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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与对照组比较%

%

!

!

$

%&%$

#

2:8?6$

组比较)

图
'

!!

各组
;PJ.1

)

7E

C

E+H.1

蛋白免疫阳性细胞的平均光密度值

!!

"

!

!

$

%&%$

#与对照组比较%

%

!

!

$

%&%$

#

2:8?6$

组比较)

图
0

!!

各组
_H+MHD.QJ"M

检测结果

?&@

!

_H+MHD,;J"M

技术
;PJ.1

*

;ER

和
7E+

C

E+H.'

的相对光密度

比值
!

与老年对照组比较#

2:8?6$

组
;PJ.1

蛋白相对光密度

比值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

2:8?61

和
2:8?6'

组

;PJ.1

蛋白的光密度比值明显增高$

!

$

%&%$

&)与
2:8?6$

组

比较#

2:8?61

和
2:8?6'

组
;PJ.1

蛋白光密度比值亦明显增

高$

!

$

%&%$

&%

2:8?61

组 与
2:8?6'

组比较#

;PJ.1

蛋白光密

度比值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

;ER

和
7E+

C

E+H.'

蛋白

相对光密度比值!与老年对照组比较#

2:8?6$

组两种蛋白的

光密度比值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

2:8?61

组和
2:.

8?6'

组
;ER

和
7E+

C

E+H.'

蛋白光密度比值降低$

!

$

%&%$

&)

与
2:8?6$

组比较#

2:8?61

和
2:8?6'

组
;ER

和
7E+

C

E+H.'

蛋白光密度比值降低$

!

$

%&%$

&%

2:8?61

与
2:8?6'

组比

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见图
0

*

@

)

图
@

!!

各组
_H+MHD,.QJ"M

检测结果

@

!

讨
!!

论

!!

既往研究认为心肌细胞死亡之后很难再生)

2,LHD+E

等'

)

(研究发现心肌细胞在不断发生凋亡*坏死中再生#心肌细

胞的增殖和丢失是维持正常心脏组织自稳态的一部分)成年

后#随着年龄的增加心肌细胞逐渐出现老化#其典型表现是心

肌细胞丢失增多和增殖减少#增龄造成的心肌细胞丢失由细胞

坏死*自噬和凋亡共同作用的结果)生理状态下#以细胞凋亡

为主)随着年龄增加#心脏自身生理功能与应激能力下降'

-

(

#

人体内自由基清除系统呈退化趋势#造成脂质过氧化和自由基

大量积聚#引起心肌细胞凋亡增加#进而导致心肌收缩和舒张

功能降低'

/.$$

(

)凋亡是由基因控制的程序性细胞死亡方式#提

示可通过抑制或减少细胞凋亡来降低心肌细胞丢失率进而延

缓心功能的下降)如何最大限度地减少心肌细胞的死亡#在防

治老年心脏退行性疾病中具有重要意义#中药的抗衰老作用效

果显著)

枸杞的抗衰老作用#历代医书都有记载#其根*茎*芽*果均

可入药)早在唐代甄权的+药性本草,中已有关于枸杞叶药用

价值的记载)+食疗本草,!-坚筋耐老#除风#补益筋骨#能益

人#去虚劳.)有较多文献'

$1.$'

(报道枸杞芽具有增强免疫*

抗疲劳*耐缺氧等功效)本文应用的宁夏无果枸杞芽经甘肃农

业大学重点实验室检测#多种成分远高于枸杞果和普通枸杞

芽#其中多酚类物质含量是绿茶的
'

倍#每百克中含儿茶素

$0&(

F

#硒
1-

$

F

*黄酮
@1%=

F

*铁
'&-$=

F

*镁
$%)%=

F

*钾
))(

=

F

*磷
$@-%=

F

*钙
$1&1=

F

*锌
'%

$

F

#生物素
$)

$

F

)文献

'

$0

(报道黄酮类*多酚类*儿茶素类物质具有清除自由基*抗氧

化*延缓衰老等功效)文献'

$@.$)

(报道微量元素如锌*硒*铜*

铁*磷*钙等在抗衰老机制中发挥重要的作用)李宝玉等'

$-

(研

究发现补锌可缓解由缺锌诱导的心肌纤维化对心肌细胞和心

肌纤维起到保护作用)因无果枸杞芽中多种微量元素和生物

活性物质含量较高#推测其可清除心肌中的自由基*发挥抗氧

化*抗心肌细胞凋亡的作用)

因此#本研究观察了无果枸杞芽水提物对衰老心脏的抗氧

化作用和对凋亡蛋白表达的影响)结果显示!给予衰老小鼠灌

胃无果枸杞芽水提物
/

周#无果枸杞芽水提物低剂量组小鼠心

脏组织
6d5

及
a52

水平无明显变化#中*高剂量的无果枸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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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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芽水提物可使小鼠心脏组织
6d5

活性明显提高#高剂量的无

果枸杞芽水提物可明显降低小鼠心脏组织
a52

水平#提示低

剂量的无果枸杞芽水提物其抗氧化能力相对较弱#不能完全清

除自由基抵御损伤的作用%中*高剂量的无果枸杞芽水提物其

抗氧化成分含量较高#可显著提高衰老小鼠
6d5

活性#发挥其

抗氧化能力#

6d5

不断清除心肌组织中的自由基#减少脂质过

氧化#降低氧自由基对心肌组织造成的损害#保证心肌组织代

谢平衡#维持其功能正常#发挥抗氧化*抗衰老作用)

本研究应用不同剂量的无果枸杞芽水提物干预后#通过免

疫组织化学方法和
_+MHD,.QJ"M

技术观察到衰老心肌细胞凋

亡相关蛋白
;PJ.1

*

;ER

和
7E+

C

E+H.'

的表达变化#结果表明中*

高剂量的无果枸杞芽水提物可增加衰老心肌细胞
;PJ.1

蛋白

的表达#降低
;ER

和
7E+

C

E+H.'

蛋白的表达)而且免疫组化和

_H+MHD,.QJ"M

检测结果一致#实验结果亦表明中*高剂量的无

果枸杞芽水提物使
;PJ.1

"

;ER

比值增加#提示无果枸杞芽水提

物可改变
;PJ.1

蛋白家族
;PJ.1

家族成员的表达#减少心肌细

胞的凋亡)

因此#无果枸杞芽水提物抗心肌细胞凋亡机制可能与提高

衰老小鼠心脏组织
6d5

活性#降低
a52

水平#提高机体抗氧

化能力#减少了氧自由基在体内的堆积对心肌组织造成的损

害#同时无果枸杞芽水提物上调抗凋亡蛋白
;PJ.1

#下调促凋亡

蛋白
;ER

*

7E+

C

E+H.'

蛋白的表达#提高
;PJ.1

"

;ER

比值有关#发

挥抗心肌细胞凋亡的作用)有关无果枸杞芽水提物中的哪种

或哪些成分发挥了作用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

参考文献

'

$

(

aEJJEMb

#

8"D,H+<

#

7"+ME

F

J#"JE9

#

HMEJ&2

F

HE,!

F

H,!HD

HOOHPM+",PED!#"=

K

"P

K

MHE

C

"

C

M"+#+#,MNH,"D=EJNG=E,

NHEDM

'

`

(

&̀ BHD",M"J2;#"J6P#aH!6P#

#

1%%$

#

@)

$

$$

&!

-$(.-1'&

'

1

(

?EUEMME:B&7ED!#"LE+PGJEDDH

F

GJEM"D

K

=HPNE,#+=+#,E!.

LE,PH!E

F

H

'

`

(

&<N

K

+#"J9HL

#

$(('

#

-'

$

1

&!

0$'.0)-&

'

'

( 陈海军#王慧茹#张莲香#等
&

宁夏无果枸杞芽水提物对慢

性温和不可预见性应激小鼠学习记忆的影响'

`

(

&

神经解

剖学杂志#

1%$0

#

'%

$

1

&!

1$$.1$)&

'

0

( 张莲香#陈海军#胡嘉航#等
&

宁夏无果枸杞芽提取物对自

然衰老小鼠
6d5

*

a52

及
472a

的影响'

`

(

&

宁夏医科

大学学报#

1%$1

#

'0

$

$1

&!

$1)@.$1)/&

'

@

( 中华医学会
&

法定计量单位在医学上的应用'

a

(

&'

版
&

北

京!人民军医出版社#

1%%$&

'

)

(

2,LHD+E<

#

4E!EJ.B#,ED!;&a

K

"P

K

MHDH,HIEJE,!LH,MD#P.

GJEDDH="!HJJ#,

F

'

`

(

&4EMGDH

#

1%%1

#

0$@

$

)/)/

&!

10%.10'&

'

-

(

_ED,HD>9

#

>"!H+9̀

#

<"P#,U#\&_NEM!"H+PHJJ!HEMN

NELHM"!"I#MNE

F

#,

F

/ '

`

(

&̀ 2= BHD#EMD6"P

#

$((-

#

0@

$

(

&!

$$0%.$$0)&

'

/

(

5"D,B_&aHPNE,#+=+"O,",.E

C

"

C

M"M#P

C

D"

F

DE==H!PHJJ

!HEMN#,!#EQHMH+E,!NHEDMOE#JGDH

'

`

(

&7HJJ7

K

PJH

#

1%$%

#

(

$

$-

&!

'001.'00/&

'

(

(

;"H,

F

JHD\

#

6PNGJc9

#

>HG+PNB&?"++"OPED!#"

C

D"MHPM#",

I#MNE

F

H#,

F

'

`

(

&7ED!#"LE+P9H+

#

1%%(

#

/'

$

1

&!

10-.1)$&

'

$%

(

4#MENEDE 2̀

#

7NH,

F

_

#

?#Ge

#

HMEJ&S,MDEPHJJGJED7EJP#.

G=

#

54E+HEPM#L#M

K

E,!=

K

"P

K

MHE

C

"

C

M"+#+#,E

F

#,

F

8#+PN.

HD'00DEM+

'

`

(

&̀ a"J7HJJ7ED!#"J

#

$((/

#

'%

$

'

&!

@$(.@'@&

'

$$

(王瑾#王晓睴#白克华#等
&

心肌细胞凋亡对老年大鼠心脏

功能的影响'

`

(

&

山西医科大学学报#

1%$'

#

00

$

$%

&!

-@/.

-)1&

'

$1

(王莉#魏智清
&

宁夏枸杞芽水提物增强小鼠抗疲劳抗缺氧

能力研究'

`

(

&

时珍国医国药#

1%$1

#

1'

$

'

&!

@/'.@/0&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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