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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Q

公司"'

表
!

!!

引物序列及产物长度

引物 序列
长度

!

?

P

"

>0IOE'3

)

+

上游(

%f0UUWGUWHWUWGGUHHWUWHU0+f

下游(

%f0HGHWHGUWHWGGHWHWHWG0+f !%/

QR_

上游(

%f0HHWWUWGUWHHWWUUGWHWH0+f

下游(

%f0GHWUWUWUWHUWHWWWUUWW0+f !%%

WH>T5

上游(

%f0WWGHGHWUGHHWWGUWHWHHUW0+f

下游(

%f0HUWWUWWUWHHWHGWGGHWUH0+f 3&3

!*#

!

方法

!*#*!

!

细胞培养与分组
!

原代细胞按常规方法复苏后#加入

含有
%M

胎牛血清&内皮细胞生长添加剂&内皮细胞培养基培

养#置
+/i%MG6

3

培养箱内传代培养#选取第
3

&

2

代细胞#

当细胞张至
/&M

&

1&M

融合#用无血清培养基静止
32B

进行

同步化后进行试验'将同步化后的细胞按照
!&

% 个)
OR

浓度

接种入
#

孔板中#每孔
3OR

'将
5WZ.G

分为
#

组'

H

组!空

白对照"&

^

组!

UWV0

)

!

!3*%.

A

)

OR

"&

G

组!

UWV0

)

!

3%*&.

A

)

OR

"&

T

组 !

UWV0

)

! %&*& .

A

)

OR

"&

Z

组 !

UWV0

)

!

%&*&.

A

)

OR`Rc+#2/2"%*&

(

O(F

)

OR

"&

V

组!

UWV0

)

!%&*&

.

A

)

OR`eRU0&3#/%*&

(

O(F

)

OR

"#每组设
!3

个复孔'

图
!

!!

细胞形态学的结果

!*#*"

!

细胞形态学观察
!

各组细胞分别培养
21

&

/3B

采用倒

置相关显微镜下观察细胞形态变化'

!*#*#

!

JU0>GJ

!

以
JU0>GJ

测定
>0IOE'3

)

+

&

QR_ OJSH

表达水平'按照说明书提取试剂盒制备总
JSH

'取
JSH

样

品#用核酸分析仪进行定量#测定
3#&

和
31&.O

的吸光度!

M

"

值#控制
M

3#&

)

M

31&

在
!*"

&

3*!

'然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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肾脏纤维化是多种肾脏疾病走向肾衰竭的共同途径#是多

种慢性肾病的共同病理基础'既往认为肾脏组织中肌成纤维

细胞主要来源于局部固有成纤维细胞&骨髓源性细胞&肾小球

系膜细胞和
ZCU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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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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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发现血管
Z.'0

CU

在心脏和肿瘤相关的器官纤维化中起重要作用'

Z.'CU

参与成纤维细胞和肌成纤维细胞的堆积#提示
Z.'CU

可能是

肾早期纤维化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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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子所诱导#

UWV0

)

被认为是最重要的因子#在各种进行性肾

脏疾病发展为肾脏纤维化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是引起肾小

球硬化及肾间质纤维化的主要介质'

QR_

是一种丝氨酸
0

苏氨

酸蛋白激酶#近年来研究发现
QR_

与肾脏间质纤维化具有密

切的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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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认为
QR_

通过整合素信号转导途径和

UWV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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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E'

信号转导途径促进肾间质纤维化的发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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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号通路诱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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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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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E'

信号通路诱导的作用进行研究'

在本研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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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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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培养后部分内皮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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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WZ.G

的
Z.'CU

过程'近年来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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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号转导级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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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调节#而
>0IOE'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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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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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号通路中的重要信

号转导分子#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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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IOE'

信号

通路激活程度的标志+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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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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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培养后
>0

IOE'3

)

+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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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蛋白水平表达显著升高#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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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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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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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号通路'

QR_

是一种存在

于细胞胞质中的丝氨酸)苏氨酸蛋白激酶#是参与细胞内外信

号传导通路形成的重要介质#调节细胞黏附&生存&分化和凋

亡+

1

,

'本研究中
UWV0

)

!

与
5WZ.G

共同培养后
QR_

的
OJ0

SH

和蛋白水平表达显著升高#提示
QR_

参与
5WZ.G

的
Z.'0

CU

过程'肾小管上皮细胞发生
ZCU

会出现
Z0DE'B9:).

的丢

失#以及表达间质细胞特异性的成纤维细胞特异性蛋白
VI>0

!

&

+

0ICH

等#从而转分化为间质成纤维细胞+

"

,

#在本研究我们

也观察到
5WZ.G

的
Z.'CU

过程出现类似现象'

综上所述#

UWV0

)

!

可促进肾小球内皮
0

间充质细胞转分

化#

UWV0

)

)

IOE'

信号通路参与了该过程#

QR_

是其重要的下

游效应因子#可能在肾脏纤维化过程发挥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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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C]

#

dBE.

A

aT

#

9;EF*Q.B)?);)(.(=).;9

A

:).0

F).[9'[).E-98)EE-)JSH9\

P

:9--)(.

P

FE-O)'E;;9.@E;9-

D(..9D;)89;)--@9

A

:(X;B=ED;(:0).'@D9'B@OE.

P

:(\)OEF

;@?@FE:9

P

);B9F)EFD9FF-;(O9-9.DB

<

OEF;:E.-);)(.

+

a

,

*HO

aS9

P

B:(F

#

3&&1

#

31

!

!

"(

!2+0!%!*

+

/

, 曹慧霞#牛福坤#尤冠巧#等
*

硫化氢对
UWV0

)

!

诱导的

5_03

细胞上皮间充质转化的抑制作用+

a

,

*

郑州大学学

报(医学版#

3&!3

#

2/

!

%

"(

#%20#%/*

+

1

, 牛洪琳#李英#刘茂东#等
*

贝那普利对高糖培养下大鼠肾

小球系膜细胞整合素连接激酶及
+

平滑肌肌动蛋白表达

的影响+

a

,

*

中华肾脏病杂志#

3&!+

#

3"

!

!

"(

++0+1*

+

"

, 翟英#孙世仁#杜锐#等
*

早期生长反应因子
!

过表达促进

肾小管上皮细胞转分化+

a

,

*

肾脏病与透析肾移植杂志#

3&&"

#

!1

!

#

"(

%+/0%2!*

!收稿日期(

3&!%0&20!%

!

修回日期(

3&!%0&%03&

"

!上接第
+"!&

页"

!!

后骨不连原因分析+

a

,

*

重庆医学#

3&&1

#

+/

!

3!

"(

32/30

32/%*

+

1

, 彭国常#汪玉辉#李跃#等
*

胫骨内固定术后非感染性骨不

连的原因分析及治疗+

a

,

*

临医学工程#

3&!2

#

3!

!

!

"(

%30

%+*

+

"

, 蒋亮东#陶澄#何爱咏#等
*/%

例股骨骨折不愈合发生的原

因分析+

a

,

*

重庆医学#

3&!2

#

2+

!

1

"(

"/&0"/3*

+

!&

,潘治军#杨涛#思玉楼#等
*31&

例骨不连原因分析+

a

,

*

中

国骨伤#

3&!2

#

3#

!

2

"(

312031%*

+

!!

,

_@==F9:T>*5

<P

9:?E:)D(\

<A

9.;B9:E

P<

(

DE.);

P

:989.;):0

:E')E;)(.0).'@D9'.9D:(-)-

+

a

,

*Q.;Z\

P

S9@:(F

#

3&!3

#

3+%

!

3

"(

%!/0%3/*

+

!3

,孙贵平
*

高压氧在下肢创伤中的疗效分析
K*

华中科技大

学#

3&!3*

+

!+

,刘震
*

高压氧对兔下颌骨牵引区生长因子表达的影响

+

T

,

*

泸州医学院#

3&!3*

+

!2

,林忠豪#张玲#练克俭#等
*

高压氧综合治疗肢体创伤疗效

观察+

a

,

*

中华理疗杂志#

3&&&

#

3+

!

+

"(

!2/0!2"*

!收稿日期(

3&!%0&20+&

!

修回日期(

3&!%0&%03#

"

((((((((((((((((((((((((((((((((((((((((((((

(
(
(
(
(

(((((((((((((((((((((((((((((((((((((((((((((
(
(
(
(

)

))

)

欢迎投稿
!

欢迎订阅

2!"+

重庆医学
3&!%

年
!&

月第
22

卷第
31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