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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未治疗组
(<4#!i'4&!

,

((4$&i'4((

,

(<4&&i'4((

,

(:4(!i'4$(

,

低剂量白藜芦醇干预糖尿病组
!!4((i'4(<

,I

!(4((i'4(&

,I

!!4$(i'4&!

,I

!#4&&i'4<(

,I

高剂量白藜芦醇干预糖尿病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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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4#(i'4<&

,I

!&4&(i'4!!

,I

!$4"!i'4<(

,I

!!

,

&

!

$

'4'$

#与健康对照组比较,

I

&

!

$

'4'$

#与糖尿病未治疗组比较

!!

>

"

J

&干预后
!

%

&

%

$

%

:

个月后
EZM)W

染色联合
FL!

免疫荧光染色图,

)

&视网膜
QMW

中
EZM)W

阳性细胞计数结果,

,

&

!

$

'4'!

#与糖尿病未

治疗组比较,

I

&

!

$

'4'$

#与低剂量白藜芦醇干预糖尿病组比较

图
!

!!

白藜芦醇对
J=

大鼠细胞凋亡及
FL!

分布改变的影响

"4"

!

白藜芦醇对糖尿病大鼠视网膜细胞凋亡的影

响
!

在
FEb

诱导和白藜芦醇治疗后的
!

%

&

%

$

和
:

个

月时#糖尿病未治疗组和低%高剂量白藜芦醇!

$

%

!'

+

B

.

S

B

%!

.

7

%!

"干预组大鼠视网膜中均可观察到

EZM)W

阳性信号#

EZM)W

阳性信号主要位于视网

膜的
QMW

$而在健康对照组和低%高剂量白藜芦醇干

预健康对照组大鼠视网膜中均未观察到
EZM)W

阳

性信号$与糖尿病未治疗组相比#低%高剂量白藜芦

醇!

$

%

!'+

B

.

S

B

%!

.

7

%!

"干预糖尿病组大鼠视网膜

QMW

中
EZM)W

阳性细胞数量显著降低!

!

$

'4'!

"$

在研究的
<

个时间点#高剂量白藜芦醇干预糖尿病组

与低剂 量白藜芦 醇干预糖尿病组 比较#

QMW

中

EZM)W

阳性细胞的数量显著降低!

!

$

'4'$

"#见

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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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藜芦醇对糖尿病大鼠血浆果糖胺水平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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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别 干预后
!

个月 干预后
&

个月 干预后
$

个月 干预后
:

个月

健康对照组
'4#(i'4'< '4$(i'4'# '4#$i'4'< '4#$i'4'&

低剂量白藜芦醇干预健康对照组
'4#;i'4'& '4##i'4'$ '4#:i'4'< '4#&i'4'&

高剂量白藜芦醇干预健康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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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未治疗组
&4!$i'4'<

,

&4:;i'4':

,

&4$$i'4'$

,

&4:$i'4'$

,

低剂量白藜芦醇干预糖尿病组
(4'!i'4'#

,I

(4$!i'4'<

,I

(4':i'4'$

,I

(4<<i'4'$

,I

高剂量白藜芦醇干预糖尿病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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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i'4':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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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健康对照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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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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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糖尿病未治疗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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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预后
!

个月,

K

&干预后
&

个月,

G

&干预后
$

个月,

J

&干预后
:

个月,

,

&

!

$

'4'!

#与正常对照组比较,

I

&

!

$

'4'$

#

5

&

!

$

'4'!

#与糖尿病未治

疗组比较,

7

&

!

$

'4'$

#与低剂量白藜芦醇干预糖尿病组比较,

!

&健康对照组,

(

&低剂量白藜芦醇干预健康对照组,

&

&高剂量白藜芦醇干预健康对照

组,

<

&糖尿病未治疗组,

$

&低剂量白藜芦醇干预糖尿病组,

#

&高剂量白藜芦醇干预糖尿病组

图
(

!!

白藜芦醇对
J=

大鼠
+-=*("I

表达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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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预后
!

个月,

K

&干预后
&

个月,

G

&干预后
$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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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预后
:

个月,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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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正常对照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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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

#与糖尿病未治疗组比

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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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4'$

#与低剂量白藜芦醇干预糖尿病组比较,

!

&健康对照组,

(

&低剂量白藜芦醇干预健康对照组,

&

&高剂量白藜芦醇干预健康对照组,

<

&

糖尿病未治疗组,

$

&低剂量白藜芦醇干预糖尿病组,

#

&高剂量白藜芦醇干预糖尿病组

图
&

!!

白藜芦醇对
J=

大鼠
FL!+=M>

表达的影响

!!

>

&干预后
!

个月,

K

&干预后
&

个月,

G

&干预后
$

个月,

J

&干预后
:

个月,

,

&

!

$

'4'!

#与正常对照组比较,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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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

#与糖尿病未治疗组比

较,

5

&

!

$

'4'$

#与低剂量白藜芦醇干预糖尿病组比较
!

&健康对照组,

(

&低剂量白藜芦醇干预健康对照组,

&

&高剂量白藜芦醇干预健康对照组,

<

&糖

尿病未治疗组,

$

&低剂量白藜芦醇干预糖尿病组,

#

&高剂量白藜芦醇干预糖尿病组

图
<

!!

白藜芦醇对
J=

大鼠
FL!

蛋白表达改变的影响

"4#

!

白藜芦醇对糖尿病大鼠视网膜中
+-=*("I

表达

的影响
!

在干预后
!

%

&

%

$

和
:

个月#与健康对照组大

鼠比较#糖尿病未治疗组大鼠视网膜中
+-=*("I

的表

达显著降低!

!

$

'4'!

"$与未治疗糖尿病组比较#

<

个时间点的低%高剂量白藜芦醇干预糖尿病组
+-=*

("I

表达均上调至少
!4(

倍!

!

$

'4'$

"$在
<

个研究

时间点#高剂量白藜芦醇干预糖尿病组的
+-=*("I

表

达水平均高于低剂量白藜芦醇干预糖尿病组!

!

$

'4'$

",健康对照组大鼠视网膜中的
+-=*("I

表达未

被白藜芦醇干预改变!

!

%

'4'$

"#见图
(

$

"4$

!

白藜芦醇对糖尿病大鼠视网膜中
FL!

表达的影

响
!

在干预
!

#

&

#

$

和
:

个月后#与健康对照比较#糖

尿病视网膜中
FL!+=M>

表达分别增加
(4!

%

(4(

%

(4&

和
(4&

倍!

!

$

'4'!

",

FL!

蛋白表达分别增加
(4'

%

(4!

%

(4!

和
(4!

倍!

!

$

'4'!

"$与未治疗糖尿病组比

较#

<

个时间点的低%高剂量白藜芦醇干预糖尿病组

FL!+=M>

和蛋白表达均明显降低!

!

$

'4'!

"$在
<

个时间点#高剂量白藜芦醇干预糖尿病组的
FL!+=*

M>

及蛋白表达水平均低于低剂量白藜芦醇干预糖尿

病组!

!

$

'4'!

"$健康对照组大鼠视网膜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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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未被低%高剂量白藜芦醇干预改变!

!

%

'4'$

"#见

图
&

%

<

$

#

!

讨
!!

论

!!

糖尿病发展成
J=

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一般需要

$

"

#

年的时间$糖尿病明确诊断%眼底出现改变之前

的阶段被称作
J=

的临床前期$研究发现#

J=

的临

床前期是先有视网膜组织代谢的损害#然后才是组织

学或检眼镜下可见的血管异常$研究认为#视网膜神

经元和神经胶质细胞功能异常出现最早$

Y3..@A

细

胞是视网膜的主要神经胶质细胞$

Y3..@A

细胞的功

能是维持视网膜的稳态和完整性$以往研究还发现#

+-=*("I

的下调可能是
J=

诱导视网膜神经损伤的主

要因素(

:

)

$本研究中#笔者在
FEb

注射后的
<

个时间

点都观察到了视网膜
+-=*("I

的下调表达$

目前国内外关于
J=

防护的研究不胜枚举#多数

研究证明#高级糖基化终产物抑制剂%蛋白激酶
G

抑

制剂%肾素
*

血管紧张素系统抑制剂及一些抗氧化剂等

对
J=

有防护效应#但对
J=

早期视网膜损伤防护效

果不明显(

<*#

)

$白藜芦醇具有很多生物学效应#例如

抗氧化%抗炎%抗癌%抗凝血和心脏保护作用(

;*!(

)

$迄

今为止#已有大量研究证实白藜芦醇对糖尿病和
J=

有保护效应(

!&*!#

)

#但白藜芦醇对
J=

早期视网膜

Y3..@A

细胞损伤的作用如何尚未见报道$在本研究

中#笔者观察了白藜芦醇抗
J=

诱导的视网膜
Y3..@A

细胞凋亡作用#结果表明#采用白藜芦醇可有效抑制

糖尿病大鼠血浆葡萄糖和果糖胺水平的升高#白藜芦

醇可有效地抑制体内
FEb

诱导的
QMW

中视网膜

Y3..@A

细胞胞体所在层的细胞凋亡$此外#本研究表

明#糖尿病诱导的
+-=*("I

下调和
FL!

上调可被白藜

芦醇抑制$这些发现表明白藜芦醇是
J=

的潜在治

疗选择#

+-=*("I

'

FL!

途径可能在白藜芦醇的抗凋亡

机制中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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