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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索枸杞多糖(ＬＢＰ)对细菌脂多糖(ＬＰＳ)诱导的人
视网膜色素上皮(ＡＲＰＥ－１９)细胞的炎性反应的影响及其
可能介导的信号通路ꎮ
方法:通过 ＬＰＳ 刺激体外培养的 ＡＲＰＥ－１９ 细胞构建炎性
反应模型ꎮ 将细胞随机分为 ５ 组ꎬ空白组使用完全培养基
培养ꎬＬＰＳ 组给予含 １０μｇ / ｍＬ ＬＰＳ 的完全培养基刺激
２４ｈꎬ低、中、高浓度 ＬＢＰ 组分别给予 ０ １、０ ５、１ｍｇ / ｍＬ
ＬＢＰ 完全培养基孵育 ２４ｈ 后给予含 １０μｇ / ｍＬ ＬＰＳ 的完全
培养基刺激 ２４ｈꎮ 应用 ＣＣＫ－８ 观察细胞存活率、实时荧
光定量 ＰＣＲ 检测相关炎性因子的 ｍＲＮＡ 表达量及
Ｗｅｓｔｅｒｎ－ｂｌｏｔ 检测 ＮＦ－κＢ / ＭＡＰＫ 信号通路相关磷酸化蛋
白表达量的变化ꎮ
结果:与正常细胞相比ꎬＬＰＳ 刺激后ꎬＡＲＰＥ－１９ 的存活率
下降ꎮ 同时ꎬ随着外源性 ＬＢＰ 浓度增加ꎬＡＲＰＥ－１９ 的细胞
存活率升高ꎬ且细胞内炎性因子 ＩＬ－１β、ＩＬ－６ 和 ＭＣＰ－１
的表达量降低ꎬ并伴随 ＮＦ－κＢ / ＭＡＰＫ 通路的相关磷酸化
蛋白(ｐ－ｐ６５、ｐ－ＩκＢα、ｐ－ＪＮＫ、ｐ－ＥＲＫ 及 ｐ－ｐ３８)的表达
下降ꎮ
结论:枸杞多糖通过抑制胞内炎性因子及 ＮＦ－κＢ / ＭＡＰＫ
通路相关因子的磷酸化ꎬ从而阻止 ＬＰＳ 诱导人视网膜色
素上皮细胞产生的炎性反应ꎮ
关键词:枸杞多糖ꎻ细菌脂多糖ꎻ人视网膜色素上皮细胞ꎻ
炎性反应ꎻＮＦ－κＢꎻＭＡＰＫ
ＤＯＩ:１０.３９８０ / 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５１２３.２０２１.３.０６

Ｅｆｆｅｃｔ ａｎｄ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Ｌｙｃｉｕｍ
Ｂａｒｂａｒｕｍ Ｐｏｌｙｓａｃｃｈａｒｉｄｅ ｏｎ ＬＰＳ－ｉｎｄｕｃｅｄ
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ｗｉｔｈｉｎ ｈｕｍａｎ
ｒｅｔｉｎａｌ ｐｉｇｍｅｎｔ ｅｐｉｔｈｅｌｉａｌ ｃｅｌｌｓ

Ｍｅｉ Ｙａｎ１ꎬ Ｑｉａｎ Ｍａ２ꎬ Ｙａ －Ｌｉｎｇ Ｍａ１ꎬ２ꎬ Ｙｕａｎ Ｌｉｕ１ꎬ
Ｌｉ－Ｐｉｎｇ Ｍａ２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ｉｔｅｍ: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ｉｎｇｘｉａ Ｈｕｉ

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 Ｒｅｇｉｏｎ (Ｎｏ.２０１８ＡＡＣ０３１４８)
１Ｎｉｎｇｘｉａ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Ｙｉｎｃｈｕａｎ ７５０００４ꎬ Ｎｉｎｇｘｉａ Ｈｕｉ
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 Ｒｅｇｉｏｎꎬ Ｃｈｉｎａꎻ ２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ｏｌｏｇｙꎬ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ｏｆ Ｎｉｎｇｘｉａ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Ｙｉｎｃｈｕａｎ ７５００００ꎬ
Ｎｉｎｇｘｉａ Ｈｕｉ 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 Ｒｅｇｉｏｎꎬ Ｃｈｉｎａ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ｃｅ ｔｏ: Ｙａ － Ｌｉｎｇ Ｍａ. Ｎｉｎｇｘｉａ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Ｙｉｎｃｈｕａｎ ７５０００４ꎬ Ｎｉｎｇｘｉａ Ｈｕｉ 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 Ｒｅｇｉｏｎꎬ Ｃｈｉｎａꎻ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ｏｌｏｇｙꎬ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ｏｆ Ｎｉｎｇｘｉａ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Ｙｉｎｃｈｕａｎ ７５００００ꎬ Ｎｉｎｇｘｉａ Ｈｕｉ 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 Ｒｅｇｉｏｎꎬ
Ｃｈｉｎａ. ｍｙｌｅｙｅ＠ １６３.ｃｏｍ
Ｒｅｃｅｉｖｅｄ:２０２０－０５－０７　 　 Ａｃｃｅｐｔｅｄ:２０２１－０２－０３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 ＡＩＭ: Ｔｏ ｅｘｐｌｏｒｅ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ｌｙｃｉｕｍ ｂａｒｂａｒｕｍ
ｐｏｌｙｓａｃｃｈａｒｉｄｅｓ ( ＬＢＰ ) ｏｎ 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ｒｅｔｉｎａｌ ｐｉｇｍｅｎｔ ｅｐｉｔｈｅｌｉａｌ ｃｅｌｌｓ (ＡＲＰＥ－１９) ｉｎｄｕｃｅｄ
ｂｙ ｌｉｐｏｐｏｌｙｓａｃｃｈａｒｉｄｅ ( ＬＰＳ ) ａｎｄ ｉｔｓ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ｓｉｇｎａｌ
ｐａｔｈｗａｙ.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ＡＲＰＥ － １９ ｃｅｌｌｓ ｗｅｒｅ 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ｅｄ ｂｙ ＬＰＳ ｉｎ
ｖｉｔｒｏ ｔｏ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 ｉｎｊｕｒｙ ｃｅｌｌ ｍｏｄｅｌ.
Ｐｒｉｍａｒｉｌｙꎬ ｔｈｅ ｃｅｌｌｓ ｗｅｒｅ ｄｉｖｉｄｅｄ ｉｎｔｏ ｆｉｖｅ ｇｒｏｕｐｓ
ｒａｎｄｏｍｌｙ. Ｔｈｅ ｂｌａｎｋ ｇｒｏｕｐ ｗａｓ ｃｕｌｔｕｒｅｄ ｉｎ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ｍｅｄｉｕｍ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ＰＳ ｇｒｏｕｐ ｗａｓ 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ｍｅｄｉｕｍ ｃｏｎｔａｉｎｉｎｇ １０μｇ / ｍＬ ＬＰＳ ｆｏｒ ２４ｈ. Ｔｈｅ
ｌｏｗꎬ ｍｅｄｉｕｍ ａｎｄ ｈｉｇｈ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ＬＢＰ ｇｒｏｕｐｓ ｗｅｒｅ
ｉｎｃｕｂ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ｍｅｄｉｕｍ ｉｍｐｏｒｔｉｎｇ ０.１ꎬ ０.５ ａｎｄ
１ｍｇ/ ｍＬ ＬＢＰ ｆｏｒ ２４ｈ ｓｅｐａｒａｔｅｌｙꎬ ａｎｄ ｔｈｅｎ 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ｍｅｄｉｕｍ ｃｏｎｔａｉｎｉｎｇ １０μｇ / ｍＬ ＬＰＳ ｆｏｒ ２４ｈ. Ｗｅ
ｕｓｅｄ ｔｈｅ ＣＣＫ－８ ｍｅｔｈｏｄ ｔｏ ｏｂｓｅｒｖｅ ｔｈｅ ｃｅｌｌ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 ｒａｔｅꎬ
ｒｅａｌ－ｔｉｍｅ ｆｌｕｏｒｅｓｃｅｎｔ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ＰＣＲ ｔｏ ｄｅｔｅｃｔ ｔｈｅ ｍＲＮＡ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ａｎｄ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ｂｌｏｔ ｔｏ
ｔｅｓｔ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ｙｌａｔｅｄ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ｗｉｔｈｉｎ ｔｈｅ
ｓｉｇｎａｌｉｎｇ ｐａｔｈｗａｙ ｏｆ ＮＦ－κＢ / ＭＡＰＫ.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ｎｏｒｍａｌ ｃｅｌｌｓꎬ ｔｈｅ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
ｒａｔｅ ｏｆ ＡＲＰＥ － １９ ｃｅｌｌｓ ｗａｓ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ＬＰＳ
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ｏｆ ｅｘｏｇｅｎｏｕｓ ＬＢＰ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ꎬ ｔｈｅ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 ｒａｔｅ ｏｆ ＡＲＰＥ － １９ ｃｅｌｌ ｗａｓ
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ꎬ 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ｃｙｔｏｋｉｎｅｓ ＩＬ － １βꎬ ＩＬ － ６ ａｎｄ ＭＣＰ － １ ｗｅｒｅ
ｒｅｄｕｃｅｄ ａｃｃｏｍｐａｎｙ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ｙｌａｔｅｄ ｐｒｏｔｅｉｎｓ (ｐ－
ｐ６５ꎬ Ｐ－ＩκＢαꎬ ｐ－ＪＮＫꎬ ｐ－ＥＲＫ ａｎｄ ｐ－ｐ３８) ｏｆ ＮＦ－κＢ / ＭＡＰＫ
ｓｉｇｎａｌｉｎｇ ｐａｔｈｗａｙ ｗｅｒｅ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ＬＢＰ ｐｒｅｖｅｎｔｓ ＬＰＳ－ｉｎｄｕｃｅｄ 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ｏｆ ＡＲＰＥ － １９ ｂｙ ｉｎｈｉｂｉ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ｎｔｒａｃｅｌｌｕｌａｒ
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ｙ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ｗｉｔｈｉｎ ＮＦ－κＢ / ＭＡＰＫ ｓｉｇｎａｌｉｎｇ ｐａｔｈｗａｙ.
•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Ｌｙｃｉｕｍ ｂａｒｂａｒｕｍ ｐｏｌｙｓａｃｃｈａｒｉｄｅꎻ
ｌｉｐｏｐｏｌｙｓａｃｃｈａｒｉｄｅꎻ ｈｕｍａｎ ｒｅｔｉｎａｌ ｐｉｇｍｅｎｔ ｅｐｉｔｈｅｌｉａｌ
ｃｅｌｌｓꎻ 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ꎻ ＮＦ－κＢꎻ ＭＡＰＫ

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Ｙａｎ Ｍꎬ Ｍａ Ｑꎬ Ｍａ ＹＬꎬ ｅｔ 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 ａｎｄ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Ｌｙｃｉｕｍ Ｂａｒｂａｒｕｍ Ｐｏｌｙｓａｃｃｈａｒｉｄｅ ｏｎ ＬＰＳ － ｉｎｄｕｃｅｄ
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ｗｉｔｈｉｎ ｈｕｍａｎ ｒｅｔｉｎａｌ ｐｉｇｍｅｎｔ ｅｐｉｔｈｅｌｉａｌ ｃｅｌｌｓ.
Ｇｕｏｊｉ Ｙａｎｋｅ Ｚａｚｈｉ( Ｉｎｔ Ｅｙｅ Ｓｃｉ) ２０２１ꎻ２１(３):４１１－４１６

１１４

Ｉｎｔ Ｅｙｅ Ｓｃｉꎬ Ｖｏｌ.２１ꎬ Ｎｏ.３ Ｍａｒ. ２０２１　 　 ｈｔｔｐ: / / ｉｅｓ.ｉｊｏ.ｃｎ
Ｔｅｌ:０２９￣８２２４５１７２　 ８５２６３９４０　 Ｅｍａｉｌ:ＩＪＯ.２０００＠１６３.ｃｏｍ



０引言
年 龄 相 关 性 黄 斑 变 性 ( ａｇｅ －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ｍａｃｕｌａｒ

ｄｅ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ꎬＡＲＭＤ)是一种影响视网膜黄斑区ꎬ导致中央
视力逐渐丧失的疾病ꎬ多发生于 ６０ 岁以上的人群中ꎬ是造
成视觉损害的主要原因之一[１－２]ꎮ 我国现已步入老龄化
社会ꎬ人口老龄化呈指数增长ꎬ其患病率将进一步上升ꎮ
研究发现ꎬＡＲＭＤ 的发病机制涉及氧化应激、光损伤、炎
症、遗传基因等方面[３－５]ꎮ 其中ꎬ视网膜色素上皮( ｒｅｔｉｎａ
ｐｉｇｍｅｎｔ ｅｐｉｔｈｅｌｉｕｍꎬ ＲＰＥ) 的炎性损伤是重要环节[１ꎬ３]ꎮ
ＲＰＥ 具有维持视网膜感光细胞层的功能ꎬ可保护视网膜
免受过度光照ꎬ并参与形成血－视网膜屏障及视网膜中央
黄斑的免疫防御等[４－５]ꎮ 研究表明ꎬ各种刺激形成的 ＲＰＥ
炎性损伤能够促进新生血管生成ꎬ加速病情进展为渗出性
ＡＲＭＤ[３－６]ꎮ 所以ꎬ抑制 ＲＰＥ 细胞内炎性损伤ꎬ同时预防
ＲＰＥ 的丢失ꎬ是开发治疗 ＡＲＭＤ 新方案的关键ꎮ 研究证
实ꎬ枸杞多糖(ｌｙｃｉｕｍ ｂａｒｂａｒｕｍ ｐｏｌｙｓａｃｃｈａｒｉｄｅꎬＬＢＰ)具有抗
炎、抗氧化应激、抗衰老等作用[７－９]ꎮ 本课题组既往研究
也表明枸杞多糖对糖尿病大鼠视网膜具有保护作用ꎬ对氧
化应激造成视网膜神经节细胞的凋亡具有 抑 制 作
用[１０－１１]ꎬ但是ꎬ枸杞多糖对 ＲＰＥ 炎性反应的影响尚不明
确ꎮ 所以ꎬ本实验通过细菌脂多糖 ( Ｌｉｐｏｐｏｌｙｓａｃｃｈａｒｉｄｅꎬ
ＬＰＳ)刺激人视网膜色素上皮(ＡＲＰＥ－１９)细胞构建 ＡＲＭＤ
的体外炎症反应模型ꎬ探索枸杞多糖对 ＲＰＥ 炎性反应的
影响及机制ꎬ为治疗渗出性 ＡＲＭＤ 及 ＲＰＥ 炎症相关疾病
提供新思路ꎮ
１材料和方法
１ １材料
１ １ １主要试剂 　 ＡＲＰＥ－ １９ 细胞株(中科院上海细胞
库)、枸杞多糖(宁夏沃福百瑞)、ＬＰＳ(美国 Ｓｉｇｍａ)、胎牛
血清(美国 Ｇｉｂｃｏ)、ＤＭＥＭ－Ｆ１２ 培养基(美国 Ｈｙｃｌｏｎｅ)、
０ ２５％胰蛋白酶 ＋ ＥＤＴＡ (索莱宝)、青 －链霉素混合液
(１００×)(索莱宝)、ＲＴ－ＰＣＲ 逆转录试剂盒( Ｉｎｖｉｔｒｏｇｅｎ)、
ＳＹＢＲ Ｇｒｅｅｎ ｑＰＣＲ Ｍａｓｔｅｒ Ｍｉｘ(ＤＢＩ Ｂｉｏｓｃｉｅｎｃｅ)、总 ＲＮＡ 提
取试剂盒(北京天根)、引物(上海生工)、ＣＣＫ－８ 细胞增
殖及细胞毒性检测试剂盒(上海贝博)、全蛋白提取试剂
盒(凯基生物)、ＢＣＡ 蛋白定量试剂盒(凯基生物)、ＥＣＬ 高
敏检测试剂盒(凯基生物)ꎮ 一抗:ｐ－ＩκＢα、ＩκＢα、ｐ－ＥＲＫ、
ｐ－ｐ３８ 及 ｐ － ＪＮＫ ( Ａｆｆｉｎｉｔｙꎬ ＣＡＴ:５００２、２００２、１０１５、４００１、
３３１８)ꎬｐ －ｐ６５、ｐ６５( ＣＳＴꎬＣＡＴ:３０３３、８２４２)ꎬＥＲＫ、ｐ３８ 及
ＪＮＫ(万类生物ꎬＣＡＴ:０１８６４、００７６４、０１２９５)ꎬβ－Ａｃｔｉｎ(中杉
金桥ꎬＣＡＴ:ＴＡ－０９)ꎮ
１ １ ２仪器 　 Ｉｎｆｉｎｉｔｅ Ｍ２００ Ｐｒｏ 酶标仪 (瑞士 ＴＥＣＡＮ)、
ＰｏｗｅｒＰａｃ ２００ 电泳仪(美国 Ｂｉｏ－Ｒａｄ)、ＩＱ５ Ｒｅａｌ－Ｔｉｍｅ ＰＣＲ
仪(美国 Ｂｉｏ－Ｒａｄ)、ＣｈｅｍｉＤｏｃ Ｔｏｕｃｈ 化学发光成像系统
(美国 Ｂｉｏ－Ｒａｄ)ꎮ
１ ２方法
１ ２ １ ＡＲＰＥ－１９细胞培养　 收到 ＡＲＰＥ－１９ 细胞后放置
入培养箱ꎬ于 ３７℃、５％ ＣＯ２条件下培养ꎬ待细胞密度约为
８５％时使用胰酶进行消化ꎬ１２００ｒ / ｍｉｎ 离心 ５ｍｉｎꎬ１ ∶ ３ 传
代ꎬ接种于 Ｔ２５ 培养瓶中ꎬ加入完全培养基培养 ( １０％
ＦＢＳꎬ１％青－链霉素混合液ꎬ８９％ ＤＭＥＭ－Ｆ１２)ꎬ２ｄ 换液一
次ꎬ稳定传代后取 ２ ~ ４ 代用于实验ꎮ 同时ꎬ细胞密度为
８５％时进行消化离心ꎬ加入冻存液(１０％ ＤＭＳＯꎬ９０％ ＦＢＳ)
重悬ꎬ放入－８０℃冰箱冻存ꎬ次日投入液氮长期保存ꎮ
１ ２ ２ 实验分组及处理 　 将细胞随机分为空白组、ＬＰＳ
组、低浓度 ＬＢＰ 组、中浓度 ＬＢＰ 组、高浓度 ＬＢＰ 组ꎮ 所有

分组加药前均使用不含血清的培养基饥饿 ２４ｈꎮ 空白组
使用完全培养基培养ꎬ与其余组同时换液ꎻＬＰＳ 组给予含
１０μｇ / ｍＬ ＬＰＳ 的完全培养基刺激 ２４ｈꎻＬＢＰ 组分别给予含
有低浓度 ＬＢＰ(０ １ｍｇ / ｍＬ)、中浓度 ＬＢＰ(０ ５ｍｇ / ｍＬ)及高
浓度 ＬＢＰ(１ｍｇ / ｍＬ)的完全培养基孵育 ２４ｈꎬ再以同样方
式给予 １０μｇ / ｍＬ ＬＰＳ 作用 ２４ｈꎮ
１ ２ ３ ＣＣＫ－８观察各组细胞存活率 　 细胞以浓度为 １×
１０４个 / ｍＬ 接种于 ９６ 孔板中ꎬ每孔加入 ２００μＬ 培养基ꎬ培
养 ２４ｈꎬ待细胞贴壁后 ＰＢＳ 冲洗两遍并给予无血清 ＤＭＥＭ
培养基饥饿 ２４ｈꎮ 各组处理同上ꎬ处理后 ＰＢＳ 冲洗换液加
入含 １０％ ＣＣＫ－８ 的无血清培养基ꎬ３７℃培养箱中避光孵
育 ２ｈꎬ酶标仪 ４５０ｎｍ 检测 ＯＤ 值ꎬ使用公式:细胞存活率 ＝
[(实验孔－空白孔) / (对照孔－空白孔)] ×１００％ꎬ计算出
细胞存活率ꎮ
１ ２ ４ Ｒｅａｌ Ｔｉｍｅ －ＰＣＲ 检测各组细胞内炎性因子的
ｍＲＮＡ表达量 　 上述各组细胞接受处理后按照天根总
ＲＮＡ 提取试剂盒步骤过柱提取ꎬ提取后测定 ＲＮＡ 浓度并
用琼脂糖凝胶电泳验证纯度后ꎬ每组取等量 ＲＮＡ 参照
Ｉｎｖｉｔｒｏｇｅｎ 逆转录试剂盒步骤ꎬ进行逆转录合成为 ｃＤＮＡꎬ
－８０℃保存ꎮ 使用 ＤＢＩ ＳＹＢＲ Ｇｒｅｅｎ ｑＰＣＲ Ｍａｓｔｅｒ Ｍｉｘ 试剂
盒ꎬ严格按照步骤ꎬ以 ｃＤＮＡ 为模板进行实时荧光定量
ＰＣＲ 扩增ꎮ 引物序列见表 １ꎮ 反应体系为:２０μＬꎮ 采用试
剂盒中标准三步法进行 Ｒｅａｌ Ｔｉｍｅ－ＰＣＲ 扩增ꎬ反应条件
为:预变性ꎬ９５℃ ２ｍｉｎꎻＰＣＲ 反应ꎬ９５℃ １０ｓꎬ５０℃ ~ ６０℃
３０~３４ｓꎬ７２℃ ３０ｓꎬ共 ４０ 循环ꎮ 熔解曲线ꎬ５５℃ ~ ９８℃ ８４
循环ꎮ 得出 Ｃｔ 值ꎬ以 ＧＡＰＤＨ 为内参ꎬ使用相对定量法ꎬ计
算 ２－△△Ｃｔ值ꎮ
１ ２ ５ Ｗｅｓｔｅｒｎ－ｂｌｏｔ 检测各组蛋白表达量 　 各组细胞接
受处理后ꎬ根据全蛋白提取试剂盒步骤ꎬ冷 ＰＢＳ 洗涤细胞
２ 次ꎬ加入提前配置的裂解液并刮出细胞ꎬ收集悬液放置
冰上ꎬ间隔 ４ｍｉｎ 震荡一次ꎬ每次持续 １ｍｉｎꎬ循环 ５ 次ꎮ 离
心机 １２０００ｒ / ｍｉｎ、４℃离心 ２０ｍｉｎ 取上清液ꎬ依照 ＢＣＡ 蛋
白定量试剂盒步骤进行蛋白定量ꎮ 定量后加入 ５×上样缓
冲液ꎬ１００℃变性 ５ｍｉｎ 备用ꎮ 配制 １０％ ＳＤＳ－ＰＡＧＥ 凝胶ꎬ
取 ４０μｇ 蛋白( ｐ －ｐ６５、ｐ６５、ｐ － ＩκＢα、ＩκＢα)或 ８０μｇ 蛋白
(ｐ－ｐ３８、ｐ－ＥＲＫ、ｐ－ＪＮＫ、ｐ３８、ＥＲＫ、ＪＮＫ)上样ꎬ加入电泳
液ꎬ连接电泳仪调整电压为 ８０Ｖ 进行电泳ꎬ至分离胶时转
１２０Ｖ 电泳至底部ꎬ打开切胶进行转膜( ＰＶＤＦ 膜ꎬ湿转ꎬ
２２０ｍＡꎬ６０ｍｉｎ)ꎬ５％脱脂奶粉或 ５％ ＢＳＡ 溶液(磷酸化蛋
白)封闭 ４ｈꎬ洗膜(０ １％ ＰＢＳＴ ５ｍｉｎꎬ重复 ３ 次)后一抗封
闭过夜ꎬ第 ２ｄ 洗膜后二抗孵育 ２ｈꎬ再洗膜ꎬ取出表面滴
ＥＣＬ 发光液进行曝光ꎮ 一抗浓度:ｐ －ｐ６５、ｐ６５、ｐ － ＩκＢα、
ＩκＢα、ｐ－ｐ３８、ｐ３８ 及 ｐ－ＥＲＫ(均 １∶ １０００)ꎬｐ－ＪＮＫ 及 ＪＮＫ
(１ ∶ ８００)ꎬＥＲＫ(１ ∶ ５００)ꎬβ－Ａｃｔｉｎ(１ ∶ １０００)ꎮ 二抗浓度:
１ ∶ １０ ０００ꎮ 使用 Ｉｍａｇｅ Ｊ 软件分析条带ꎬｐ－ｐ６５ 与 ｐ６５ 比
值ꎬｐ － ＩκＢα、 ＩκＢα 与 β － Ａｃｔｉｎ 比值进行计算ꎬ ｐ － ｐ３８、
ｐ－ＥＲＫ及 ｐ－ＪＮＫ 分别与 ｐ３８、ＥＲＫ 和 ＪＮＫ 比值进行计算ꎮ

统计学分析:采用 ＳＰＳＳ２３ ０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ꎬ
ＧｒａｐｈＰａｄ Ｐｒｉｓｍ ７作图ꎮ 实验数据符合正态性、方差齐性ꎬ计
量资料采用 ｘ±ｓ 表示ꎬ多组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ꎬ两两
比较采用 ＬＳＤ－ｔ 检验ꎮ Ｐ<０ ０５ 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ꎮ
２结果
２ １枸杞多糖对 ＬＰＳ诱导下 ＡＲＰＥ－１９ 细胞活力的影响
　 空白组、ＬＰＳ 组、低浓度 ＬＢＰ 组、中浓度 ＬＢＰ 组、高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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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枸杞多糖对 ＬＰＳ诱导 ＡＲＰＥ－１９ 细胞活力的影响　 ａＰ<０ ０５ ｖｓ ＬＰＳ 组ꎮ

图 ２　 枸杞多糖对 ＬＰＳ诱导 ＡＲＰＥ－１９ 细胞内炎性因子的影响　 Ａ:ＩＬ－６ 的 ｍＲＮＡ 表达量ꎻＢ:ＩＬ－１β 的 ｍＲＮＡ 表达量ꎻＣ:ＭＣＰ－１的
ｍＲＮＡ 表达量ꎮｂＰ<０ ０１ ｖｓ ＬＰＳ 组ꎮ

表 １　 ＲＴ－ＰＣＲ引物序列

基因名称 方向 扩增片段长度(ｂｐ) 序列

ＩＬ－１β ｆｏｒｗａｒｄ １３８ ＴＧＧＣＴＴＡＴＴＡＣＡＧＴＧＧＣＡＡＴＧＡＧＧＡＴＧ
ＩＬ－１β ｒｅｖｅｒｓｅ １３８ ＴＧＴＡＧＴＧＧＴＧＧＴＣＧＧＡＧＡＴＴＣＧＴＡＧ
ＩＬ－６ ｆｏｒｗａｒｄ ９５ ＧＧＴＧＴＴＧＣＣＴＧＣＴＧＣＣＴＴＣＣ
ＩＬ－６ ｒｅｖｅｒｓｅ ９５ ＧＴＴＣＴＧＡＡＧＡＧＧＴＧＡＧＴＧＧＣＴＧＴＣ
ＭＣＰ－１ ｆｏｒｗａｒｄ １３７ ＡＧＴＣＴＣＴＧＣＣＧＣＣＣＴＴＣＴＧＴＧ
ＭＣＰ－１ ｒｅｖｅｒｓｅ １３７ ＧＣＣＴＣＴＧＣＡＣＴＧＡＧＡＴＣＴＴＣＣＴＡＴＴＧ
ＧＡＰＤＨ ｆｏｒｗａｒｄ １３８ ＣＡＧＧＡＧＧＣＡＴＴＧＣＴＧＡＴＧＡＴ
ＧＡＰＤＨ ｒｅｖｅｒｓｅ １３８ ＧＡＡＧＧＣＴＧＧＧＧＣＴＣＡＴＴＴ

ＬＢＰ 组细胞存活率分别为 ( ９６ ３３ ± ６ ５１)％、 ( ６１ ７９ ±
１９ ７８)％、 ( １０７ ５８ ± ４０ ４７ )％、 ( １１８ ２９ ± ３４ ４２ )％、
(１１４ ０１±２０ ７０)％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Ｆ ＝ ３ ４９６ꎬＰ ＝
０ ０２６)ꎮ 与空白组相比ꎬＬＰＳ 组细胞存活率下降ꎬ但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Ｐ>０ ０５)ꎮ 相较于 ＬＰＳ 组ꎬ各 ＬＢＰ 处理组
细胞存活率升高ꎬ均大于 ８０％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 ０５)ꎬ但各浓度处理组之间相比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 ０５)ꎬ表明一定浓度的 ＬＢＰ 对 ＬＰＳ 诱导 ＡＲＰＥ－１９
细胞的炎性损伤具有抑制作用ꎬ见图 １ꎮ
２ ２各组细胞内炎性因子 ｍＲＮＡ 表达量的变化　 各组细
胞内炎性因子 ＩＬ－６、ＩＬ－１β 和 ＭＣＰ－１ 的 ｍＲＮＡ 表达量比
较ꎬ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 ００１)ꎬ见表 ２ꎮ 其中ꎬＬＰＳ
组表达量较空白组均明显升高ꎬ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 ００１)ꎻ与 ＬＰＳ 组相比ꎬ低、中、高浓度 ＬＢＰ 组的 ＩＬ－６ 及
ＭＣＰ－１ 表达量均明显下降ꎬ高浓度 ＬＢＰ 组的 ＩＬ－１β 表达
量也明显降低ꎬ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 ０１)ꎮ 但各因
子的三个 ＬＢＰ 浓度组之间进行比较ꎬ表达量未见明显变
化ꎬ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０ ０５)ꎮ 可见ꎬ在转录水平ꎬ

表 ２　 各组细胞内炎性因子 ｍＲＮＡ的表达 ｘ±ｓ
组别 ＩＬ－６ ＩＬ－１β ＭＣＰ－１
空白组 ０ ４７±０ １８ｂ ０ ４５±０ １６ｂ ０ ０５±０ ０２ｂ

ＬＰＳ 组 ２１ ２７±０ ６７ ２ ００±０ ４４ ４ ８９±０ ９７
低浓度 ＬＢＰ 组
中浓度 ＬＢＰ 组

０ ４９±０ ０９ｂ

０ ６７±０ １１ｂ

１ ４０±０ １８
１ ３７±０ ３１

２ ０２±０ ６８ｂ

２ ２０±０ ４５ｂ

高浓度 ＬＢＰ 组 ０ ５２±０ ２０ｂ ０ ９１±０ ０５ｂ ２ ０１±０ ６２ｂ

Ｆ
Ｐ

２３９５ ８９７
<０ ００１

１４ ５７
<０ ００１

２２ ６６２
<０ ００１

注:空白组:使用完全培养基培养ꎻＬＰＳ 组:给予 １０μｇ / ｍＬ ＬＰＳꎻ
低浓度 ＬＢＰ 组:０ １ｍｇ / ｍＬ ＬＢＰ 预处理后给予 １０μｇ / ｍＬ ＬＰＳꎻ中
浓度 ＬＢＰ 组:０ ５ｍｇ / ｍＬ ＬＢＰ 预处理后给予 １０μｇ / ｍＬ ＬＰＳꎻ高浓
度 ＬＢＰ 组:１ｍｇ / ｍＬ ＬＢＰ 预处理后给予 １０μｇ / ｍＬ ＬＰＳꎮｂＰ<０ ０１ ｖｓ
ＬＰＳ 组ꎮ

ＬＢＰ 能够抑制 ＬＰＳ 诱导的 ＡＲＰＥ－１９ 细胞中炎性因子 ＩＬ－
１β、ＩＬ－６及 ＭＣＰ－１ 的表达ꎬ而此作用与 ＬＢＰ 的剂量无关ꎬ
见图 ２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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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枸杞多糖对 ＬＰＳ诱导的 ＡＲＰＥ－１９ 细胞内 ＮＦ－κＢ通路相关因子蛋白表达量的影响　 Ａ:ｐ－ｐ６５ 相对蛋白表达量ꎻＢ:ｐ－ＩκＢα 相
对蛋白表达量ꎻＣ:ＩκＢα 相对蛋白表达量ꎻＤ:蛋白表达检测条带ꎮａＰ<０ ０５ꎬｂＰ<０ ０１ ｖｓ ＬＰＳ 组ꎮ

表 ３　 各组细胞内 ＮＦ－κＢ / ＭＡＰＫ通路相关蛋白的表达 ｘ±ｓ

组别
ＮＦ－κＢ 通路

ｐ－ｐ６５ ｐ－ＩκＢα ＩκＢα
ＭＡＰＫ 通路

ｐ－ＪＮＫ ｐ－ＥＲＫ ｐ－ｐ３８
空白组 ０ １０±０ １３ｂ ０ １３±０ １１ｂ ０ ５６±０ ０５ｂ ０ ３６±０ ０６ａ ０ ３７±０ １８ａ ０ １９±０ ０５ｂ

ＬＰＳ 组 ０ ８５±０ １８ ０ ５８±０ １６ ０ ２１±０ ０８ １ １０±０ １６ ０ ７８±０ １３ ０ ８２±０ ３１
低浓度 ＬＢＰ 组 ０ ４７±０ ０９ｂ ０ ４６±０ １７ ０ ３３±０ ０７ ０ ６９±０ ３９ ０ ７９±０ ０６ ０ ４１±０ １６ａ

中浓度 ＬＢＰ 组 ０ ４３±０ １４ｂ ０ ３５±０ １６ ０ ３８±０ １５ ０ ３８±０ ２６ａ ０ ４６±０ ３１ ０ ３４±０ ２４ａ

高浓度 ＬＢＰ 组 ０ ２７±０ １４ｂꎬｃ ０ ２０±０ １２ｂꎬｃ ０ ４５±０ １２ａ ０ ４０±０ ３６ａꎬｃ ０ ３４±０ ２３ａꎬｃ ０ １９±０ ０５ａꎬｃ

　 　 　 　 　 　 　 　
Ｆ ２０ ５６４ ７ ９４４ ５ ０５６ ３ ９４５ ３ ７２０ ５ ４３４
Ｐ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０ ０１７ ０ ０３６ ０ ０４２ ０ ０１４

注:空白组:使用完全培养基培养ꎻＬＰＳ 组:给予 １０μｇ / ｍＬ ＬＰＳꎻ低浓度 ＬＢＰ 组:０ １ｍｇ / ｍＬ ＬＢＰ 预处理后给予 １０μｇ / ｍＬ ＬＰＳꎻ中浓度
ＬＢＰ 组:０ ５ｍｇ / ｍＬ ＬＢＰ 预处理后给予 １０μｇ / ｍＬ ＬＰＳꎻ高浓度 ＬＢＰ 组:１ｍｇ / ｍＬ ＬＢＰ 预处理后给予 １０μｇ / ｍＬ ＬＰＳꎮａＰ<０ ０５ꎬｂＰ<０ ０１ ｖｓ
ＬＰＳ 组ꎻｃＰ<０ ０５ ｖｓ 低浓度 ＬＢＰ 组ꎮ

２ ３ 各组细胞内 ＮＦ－κＢ / ＭＡＰＫ 通路相关蛋白表达量的
变化
２ ３ １ ＮＦ－κＢ通路　 各组 ＮＦ－κＢ 通路的 ｐ－ｐ６５、ｐ－ＩκＢα
及 ＩκＢα 蛋白表达水平比较ꎬ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ꎬ表 ３)ꎮ ＬＰＳ 组的 ｐ－ｐ６５、ｐ－ＩκＢα 表达水平较空白组
明显升高ꎬ而 ＩκＢα 蛋白表达量降低ꎬ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 ０５)ꎻ与 ＬＰＳ 组相比ꎬ低、中、高浓度 ＬＢＰ 组的 ｐ－ｐ６５
表达量均明显降低ꎬ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 ０１)ꎻ与低
浓度 ＬＢＰ 组比较ꎬ高浓度 ＬＢＰ 组的 ｐ－ｐ６５、ｐ－ＩκＢα 蛋白表
达量均降低ꎬ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 ０５)ꎬ可见 ＬＢＰ
的作用随浓度升高而增强ꎻ同时ꎬ高浓度 ＬＢＰ 组的 ＩκＢα
表达量较 ＬＰＳ 组升高ꎬ而 ｐ－ＩκＢα 表达量降低ꎬ差异均有
统计学意义(Ｐ<０ ０５)ꎬ表明 ＬＢＰ 能够抑制 ＩκＢα 蛋白向
ｐ－ＩκＢα转化ꎮ 所以ꎬ枸杞多糖能够抑制 ＬＰＳ 刺激 ＡＲＰＥ－

１９ 细胞 ＮＦ－κＢ 通路的激活ꎬ并可通过抑制 ＮＦ－κＢ 通路相
关蛋白 ｐ６５、ＩκＢα 的磷酸化发挥效应ꎬ且呈现出 ＬＢＰ 剂量
依赖性ꎬ见图 ３ꎮ
２ ３ ２ ＭＡＰＫ通路　 检测各组 ＭＡＰＫ 通路磷酸化因子的
蛋白相对表达量进行比较ꎬ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Ｐ <
０ ０５)ꎬ见表 ３ꎮ 与空白组相比ꎬＬＰＳ 刺激后 ｐ － ＪＮＫ、ｐ －
ＥＲＫ 及 ｐ－ｐ３８ 的蛋白表达量升高ꎬ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 ０５)ꎻ与 ＬＰＳ 组相比较ꎬ低、中、高浓度 ＬＢＰ 组 ｐ－ｐ３８
的蛋白表达量可见明显下降ꎬ中、高浓度 ＬＢＰ 组 ｐ－ＪＮＫ 的
蛋白表达量降低ꎬ并且在高浓度 ＬＢＰ 组的细胞中 ｐ－ＥＲＫ
的蛋白表达量有所减少ꎬ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 Ｐ <
０ ０５)ꎻ比较低浓度 ＬＢＰ 组与高浓度 ＬＢＰ 组ꎬ发现三种磷
酸化蛋白表达量随着 ＬＢＰ 浓度的升高均有降低ꎬ差异均
有统计学意义(Ｐ<０ ０５)ꎬ见图 ４ꎮ 由此可见ꎬ枸杞多糖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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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枸杞多糖对 ＬＰＳ诱导的 ＡＲＰＥ－１９ 细胞内 ＭＡＰＫ通路相关因子蛋白表达量的影响　 Ａ:ｐ－ＪＮＫ 相对蛋白表达量ꎻＢ:ｐ－ＥＲＫ 相
对蛋白表达量ꎻＣ:ｐ－ｐ３８ 相对蛋白表达量ꎻＤ:蛋白表达检测条带ꎮａＰ<０ ０５ꎬｂＰ<０ ０１ ｖｓ ＬＰＳ 组ꎮ

够抑制 ＬＰＳ 刺激 ＡＲＰＥ－１９ 细胞内 ＪＮＫ、ＥＲＫ 及 ｐ３８ 的磷
酸化ꎬ并具有剂量依赖性ꎬ揭示枸杞多糖可通过 ＪＮＫ /
ＥＲＫ / ｐ３８ 通路抑制 ＬＰＳ 诱导的 ＡＲＰＥ－１９ 炎性反应ꎮ
３讨论

ＬＢＰ 具有明确的抗炎作用ꎬ研究发现它可通过抗炎、
抗氧化和抗凋亡等机制发挥神经保护作用[１２－１３]ꎮ 在小鼠
巨噬细胞中ꎬＬＢＰ 可通过抑制 ＴＬＲ４ / ＮＦ－κＢ 信号通路减
轻 ＬＰＳ 诱导的炎性反应[１４]ꎻ并且ꎬＬＢＰ 可通过 ＭＡＰＫ 通路
调节促炎细胞因子的变化ꎬ进而抑制小鼠肝脑损伤及运动
障碍[１５]ꎮ 眼科研究中ꎬ已证实雷公藤、血管紧张素转换
酶 ２激动剂等药物可通过 ＮＦ－κＢ / ＭＡＰＫ 通路抑制 ＬＰＳ 诱
导的 ＲＰＥ 炎症性反应[１６－１７]ꎮ 所以ꎬ我们采用 ＬＰＳ 诱导
ＡＲＰＥ－１９ 细胞建立炎性反应模型观察 ＬＢＰ 的作用ꎬ证实
ＬＰＳ 可诱导 ＡＲＰＥ－１９ 发生炎性损伤、细胞存活率下降ꎬ并
且发现一定浓度的 ＬＢＰ 预处理能提高炎性损伤后的 ＲＰＥ
细胞活力ꎮ 而且ꎬＬＰＳ 与 ＬＢＰ 同时应用并未降低细胞活
力ꎬ证实了 ＬＢＰ 应用的无毒性ꎬ这可为预防 ＲＰＥ 的炎性损
伤提供一种安全的新药物ꎮ

在 ＡＲＭＤ 的机制及治疗研究中ꎬ炎性因子一直受到
广泛关注ꎮ 近年研究发现ꎬ眼部衰老相关疾病可伴随有
ＩＬ－６、ＩＬ－１β 及 ＭＣＰ－１ 等炎性因子的增加[１８－１９]ꎻ有人使
用 ＩＬ－１β 刺激 ＲＰＥ 细胞ꎬ发现 ＩＬ－６、ＩＬ－８ 及 ＭＣＰ－１ 等炎
性因子的升高[２０]ꎻ还发现通过 ＬＰＳ 刺激 ＲＰＥ 细胞也可出
现 ＩＬ－６、ＩＬ－８ 及 ＭＣＰ－１ 等升高[１７－２１]ꎮ 而在本实验中ꎬ我
们也观察到 ＬＰＳ 诱导 ＡＲＰＥ－１９ 细胞后ꎬ细胞内炎性因子
ＩＬ－６、ＩＬ－１β 及 ＭＣＰ－１ 的表达量明显升高ꎬ并且发现 ＬＢＰ
可发挥明显的抗炎作用ꎬ降低这些炎性因子的表达ꎬ为
ＬＢＰ 能够抑制 ＲＰＥ 细胞的炎性反应提供了有力证据ꎮ 另
外ꎬ细胞产生炎性反应时ꎬ几乎都存在 ＮＦ－κＢ 通路的激

活ꎮ 比如 ＬＰＳ 刺激细胞后ꎬ可与细胞表面的 Ｔｏｌｌ 样受体结
合ꎬ激活 ＩκＢα 激酶ꎬ合成 ＩκＢα 复合物ꎬ进一步诱导 ＩκＢα
磷酸化、泛素化ꎬ后被相应蛋白酶识别降解ꎬ使得 ｐ５０ / ｐ６５
从 ＩκＢα 复合物中释放出来ꎬ形成 ｐ５０ / ｐ６５ 二聚体ꎬ再迅速
发生核转位ꎬ由 ｐ６５ 形成 ｐ －ｐ６５ꎬ最后启动细胞核中如
ＴＮＦ－α、ＩＬ－１β、ＩＬ－６ 及 ＭＣＰ－１ 等细胞炎性因子的靶基因
表达[２２－２４]ꎮ 在本实验中我们观察到 ＬＰＳ 诱导后 ＡＲＰＥ－１９
细胞中 ＩκＢα、ｐ６５ 的磷酸化水平升高ꎬ进一步证实 ＬＰＳ 能
够通过诱导 ＲＰＥ 细胞中 ＮＦ－κＢ 通路的激活发挥其致炎
作用ꎮ 在此基础上新发现 ＬＢＰ 可上调 ＲＰＥ 细胞中 ＩκＢα
蛋白水平ꎬ下调磷酸化因子 ｐ－ＩκＢα、ｐ－ｐ６５ 的表达ꎬ表明
ＬＢＰ 能够抑制胞内 ＮＦ－κＢ 通路激活、阻碍 ＩκＢα 及 ｐ６５ 向
磷酸化转化ꎮ 此结果明确了在 ＲＰＥ 细胞中ꎬＬＢＰ 的抗炎
作用机制可通过抑制 ＮＦ－κＢ 通路进行ꎮ 并且我们还对
ＬＢＰ 在三个浓度梯度下的抗炎作用进行了研究ꎬ发现浓度
越高ꎬＬＢＰ 抑制 ＮＦ－κＢ 通路激活的作用越强ꎮ 这显示出
ＬＢＰ 的抗炎作用存在剂量依赖性ꎬ可为下一步进行体内及
临床研究时选择药物浓度提供参考ꎮ

ＭＡＰＫ 通路与细胞增殖、应激、炎症、凋亡等信号转导
通路密切相关ꎮ 作为这些通路的交汇点ꎬ它将胞外信号经
受体、Ｇ 蛋白、蛋白激酶、转录因子等组成信号网络ꎬ传递
到胞内ꎬ参与细胞分化、癌变、迁移、凋亡等细胞病理生理
过程ꎮ ＭＡＰＫ 通路是信号从细胞表面到细胞核内部的重
要传递者ꎬ分为 ＥＲＫ、ｐ３８、ＪＮＫ 和 ＥＲＫ５ 等亚族ꎬ其激活通
过级联过程进行ꎬ被激活后表现为逐级的磷酸化[２５]ꎮ 研
究表明ꎬＬＰＳ 刺激可通过激活细胞内信号通路适配器
ＭｙＤ８８ 蛋白的表达进行ꎬ再启动下游信号转导级联ꎬ引起
ＭＡＰＫ 通路中 ｐ－ＪＮＫ、ｐ－ＥＲＫ 及 ｐ－ｐ３８ 的激活[２６－２７]ꎮ 我
们的实验结果也证实了这一点ꎮ 同时发现 ＬＢＰ 可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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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ＰＳ 刺激后 ＲＰＥ 细胞内 ＪＮＫ、ＥＲＫ 及 ｐ３８ 的磷酸化表达ꎬ
这显示 ＬＢＰ 是通过抑制 ＭＡＰＫ 中亚级通路 ＪＮＫ / ＥＲＫ / ｐ３８
的激活来降低 ＲＰＥ 炎性反应ꎮ 除此之外ꎬ不同浓度 ＬＢＰ
作用强度不同ꎬ在低浓度 ＬＢＰ 的处理下抑制 ＭＡＰＫ 通路
激活的作用并不明显ꎬ但在高浓度 ＬＢＰ 组中ꎬ三种因子的
磷酸化表达均有很大程度的减低ꎬ所以ꎬＬＢＰ 的抗炎作用
与药物用量密切相关ꎮ 再者ꎬ由于 ＭＡＰＫ 通路与细胞增
殖及凋亡联系紧密ꎬ所以 ＡＲＭＤ 中 ＲＰＥ 细胞的炎症相关
死亡方式也值得关注ꎮ

本实验虽然得出细胞水平的结论ꎬ无体内实验证据ꎬ
但可为下一步继续深入探讨 ＬＢＰ 对 ＡＲＭＤ 中炎症方面的
作用提供基本依据ꎮ 基于细胞实验ꎬ还可进行细胞死亡方
式的研究ꎬ并观察其他可能参与 ＲＰＥ 炎性反应的信号通
路ꎬ为 ＡＲＭＤ 及眼科 ＲＰＥ 相关炎症性疾病的治疗提供新
靶点ꎮ

综上所述ꎬ枸杞多糖对于 ＬＰＳ 诱导的人视网膜色素
上皮细胞炎性反应具有抑制作用ꎬ并通过抑制 ＮＦ－κＢ /
ＭＡＰＫ 通路相关因子的磷酸化及阻碍细胞内炎性因子
ＩＬ－１β、ＩＬ－６ 及 ＭＣＰ－１ 的转录过程而发挥影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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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ｇｅ－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ｍａｃｕｌａｒ ｄｅ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Ｃｅｌｌ Ｍｏｌ Ｌｉｆｅ Ｓｃｉ ２０１６ꎻ ７３ ( ９):
１７６５－１７８６
４ Ｄａｔｔａ Ｓꎬ Ｃａｎｏ Ｍꎬ Ｅｂｒａｈｉｍｉ Ｋꎬ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ｏｘｉｄａｔｉｖｅ ｓｔｒｅｓｓ ａｎｄ
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ＲＰＥ ｄｅ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ｎｏｎ － ｎｅ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ＡＲＭＤ. Ｐｒｏｇ
Ｒｅｔｉｎ Ｅｙｅ Ｒｅｓ ２０１７ꎻ６０:２０１－２１８
５ Ｇｕｉｌｌｏｎｎｅａｕ Ｘꎬ Ｅａｎｄｉ ＣＭꎬ Ｐａｑｕｅｓ Ｍꎬ ｅｔ ａｌ. Ｏｎ ｐｈａｇｏｃｙｔｅｓ ａｎｄ
ｍａｃｕｌａｒ ｄｅ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ｇ Ｒｅｔｉｎ Ｅｙｅ Ｒｅｓ ２０１７ꎻ６１:９８－１２８
６ Ｓｈａｗ ＰＸꎬ Ｓｔｉｌｅｓ Ｔꎬ Ｄｏｕｇｌａｓ Ｃꎬ ｅｔ ａｌ. Ｏｘｉｄａｔｉｖｅ ｓｔｒｅｓｓꎬ ｉｎｎａｔｅ
ｉｍｍｕｎｉｔｙꎬ ａｎｄ ａｇｅ－ｒｅｌａｔｅｄ ｍａｃｕｌａｒ ｄｅ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ＩＭＳ Ｍｏｌ Ｓｃｉ ２０１６ꎻ３
(２):１９６－２２１
７ Ｘｉａｏ Ｊꎬ Ｗａｎｇ Ｆꎬ Ｌｉｏｎｇ ＥＣꎬ ｅｔ ａｌ. Ｌｙｃｉｕｍ ｂａｒｂａｒｕｍ ｐｏｌｙｓａｃｃｈａｒｉｄｅｓ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ｈｅｐａｔｉｃ ｉｎｊｕｒｙ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ＮＦｋａｐｐａ－Ｂ ａｎｄ ＮＬＲＰ３ / ６ ｐａｔｈｗａｙｓ ｉｎ ａ
ｍｅｔｈｉｏｎｉｎｅ ｃｈｏｌｉｎｅ 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ｔ ｄｉｅｔ ｓｔｅａｔｏｈｅｐａｔｉｔｉｓ ｍｏｕｓｅ ｍｏｄｅｌ. Ｉｎｔ Ｊ Ｂｉｏｌ
Ｍａｃｒｏｍｏｌ ２０１８ꎻ１２０(Ｐｔ Ｂ):１４８０－１４８９
８ Ｇａｏ Ｙꎬ Ｗｅｉ Ｙꎬ Ｗａｎｇ Ｙꎬ ｅｔ ａｌ. Ｌｙｃｉｕｍ Ｂａｒｂａｒｕｍ: Ａ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Ｈｅｒｂ ａｎｄ Ａ Ｐｒｏｍｉｓｉｎｇ Ａｎｔｉ － Ａｇｉｎｇ Ａｇｅｎｔ. Ａｇｉｎｇ Ｄｉｓ ２０１７ꎻ８
(６):７７８－７９１
９ Ｌｉｕ Ｙꎬ Ｚｈａｎｇ Ｙ. Ｌｙｃｉｕｍ ｂａｒｂａｒｕｍ ｐｏｌｙｓａｃｃｈａｒｉｄｅｓ ａｌｌｅｖｉａｔｅ ｈｙｄｒｏｇｅｎ
ｐｅｒｏｘｉｄｅ － ｉｎｄｕｃｅｄ ｉｎｊｕｒｙ ｂｙｕｐ －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ｉＲ － ４２９５ ｉｎ ｈｕｍａｎ
ｔｒａｂｅｃｕｌａｒ ｍｅｓｈｗｏｒｋ ｃｅｌｌｓ. Ｅｘｐ Ｍｏｌ Ｐａｔｈｏｌ ２０１９ꎻ１０６:１０９－１１５
１０ 李贞ꎬ 马雅玲. 枸杞多糖对 Ｈ２Ｏ２ 诱导的视网膜神经节细胞凋亡

的影响. 宁夏医科大学学报 ２０１５ꎻ４０(１):２４－２８
１１ 李小璐ꎬ陈男雄ꎬ马雅玲. 枸杞多糖对糖尿病大鼠视网膜病理改变

及其 ＶＥＧＦ 表达的影响. 中华实验眼科杂志 ２０１４ꎻ３２(４):３３４－３３９

１２ Ｙｕ Ｙꎬ Ｗｕ Ｘꎬ Ｐｕ Ｊꎬ ｅｔ ａｌ. Ｌｙｃｉｕｍ ｂａｒｂａｒｕｍ ｐｏｌｙｓａｃｃｈａｒｉｄ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ｓ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ｏｘｙｇｅｎ ｇｌｕｃｏｓｅ ｄｅｐｒｉｖａｔｉｏｎ / ｒｅｏｘｙｇｅｎ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ｕｃｅｄ ａｐｏｐｔｏｓｉｓ ａｎｄ
ａｕｔｏｐｈａｇｉｃ ｃｅｌｌ ｄｅａｔｈ ｖｉａ ｔｈｅ ＰＩ３Ｋ / Ａｋｔ / ｍＴＯＲ ｓｉｇｎａｌｉｎｇ ｐａｔｈｗａｙ ｉｎ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ｃｕｌｔｕｒｅｄ ｈｉｐｐｏｃａｍｐａｌ ｎｅｕｒｏｎｓ. Ｂｉｏｃｈｅｍ Ｂｉｏｐｈｙｓ Ｒｅｓ Ｃｏｍｍｕｎ
２０１８ꎻ４９５(１):１１８７－１１９４
１３ Ｌｉｕ ＷＪꎬ Ｊｉａｎｇ ＨＦꎬ Ｒｅｈｍａｎ ＦＵꎬ ｅｔ ａｌ. Ｌｙｃｉｕｍ Ｂａｒｂａｒｕｍ
Ｐｏｌｙｓａｃｃｈａｒｉｄｅｓ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 Ｈｙｐｅｒｇｌｙｃｅｍｉａ － Ａｇｇｒａｖａｔｅｄ Ｉｓｃｈｅｍｉｃ Ｂｒａｉｎ
Ｉｎｊｕｒｙ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ｉｎｇ Ｍｉｔｏｃｈｏｎｄｒｉａｌ Ｆｉｓ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Ｆｕｓｉｏｎ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Ｉｎｔ
Ｊ Ｂｉｏｌ Ｓｃｉ ２０１７ꎻ１３(７):９０１－９１０
１４ Ｐｅｎｇ Ｑꎬ Ｌｉｕ Ｈꎬ Ｓｈｉ Ｓꎬ ｅｔ ａｌ. Ｌｙｃｉｕｍ ｒｕｔｈｅｎｉｃｕｍ ｐｏｌｙｓａｃｃｈａｒｉｄｅ
ａｔｔｅｎｕａｔｅｓ 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ｉｏｎ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ｉｎｈｉｂｉｔｉｎｇ ＴＬＲ４ / ＮＦ － κＢ ｓｉｇｎａｌｉｎｇ
ｐａｔｈｗａｙ. Ｉｎｔ Ｊ Ｂｉｏｌ Ｍａｃｒｏｍｏｌ ２０１４ꎻ６７:３３０－３３５
１５ Ｓｕｎ Ｘꎬ Ｌｖ Ｙꎬ Ｈｕａｎｇ Ｌꎬ ｅｔ ａｌ. Ｐｒｏ－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 ｃｙｔｏｋｉｎｅｓ ｓｅｒｖｅ ａｓ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ｎｇ ｍｏｌｅｃｕｌｅ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ｌｉｖｅｒ ａｎｄ ｂｒａｉｎ ｆｏｒ ｈｅｐａｔｉｃ
ｅｎｃｅｐｈａｌｏｐａｔｈｙ ｐａｔｈｏｇｅｎｅｓｉｓ ａｎｄ Ｌｙｃｉｕｍ ｂａｒｂａｒｕｍ ｐｏｌｙｓａｃｃｈａｒｉｄｅｓ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Ｊ Ｅｔｈｎｏ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ｌ ２０２０ꎻ２４８:１１２３５７
１６ Ｚｈａｎｇ Ｊꎬ Ｚｈｏｕ Ｋꎬ Ｚｈａｎｇ Ｘꎬ ｅｔ ａｌ. Ｃｅｌａｓｔｒｏｌ Ａｍｅｌｉｏｒａｔｅｓ 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Ｈｕｍａｎ Ｒｅｔｉｎａｌ Ｐｉｇｍｅｎｔ Ｅｐｉｔｈｅｌｉａｌ Ｃｅｌｌｓ ｂｙ Ｓｕｐｐｒｅｓｓｉｎｇ ＮＦ － κＢ
Ｓｉｇｎａｌｉｎｇ. Ｊ Ｏｃｕｌ 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ｌ Ｔｈｅｒ ２０１９ꎻ３５(２):１１６－１２３
１７ Ｔａｏ Ｌꎬ Ｑｉｕ Ｙꎬ Ｆｕ Ｘꎬ ｅｔ ａｌ. Ａｎｇｉｏｔｅｎｓｉｎ － ｃｏｎｖｅｒｔｉｎｇ ｅｎｚｙｍｅ ２
ａｃｔｉｖａｔｏｒ ｄｉｍｉｎａｚｅｎｅ ａｃｅｔｕｒａｔｅ ｐｒｅｖｅｎｔｓ ｌｉｐｏｐｏｌｙｓａｃｃｈａｒｉｄｅ － ｉｎｄｕｃｅｄ
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ｉｏｎ ｂｙ ｉｎｈｉｂｉｔｉｎｇ ＭＡＰＫ ａｎｄ ＮＦ－κＢ ｐａｔｈｗａｙｓ ｉｎ ｈｕｍａｎ ｒｅｔｉｎａｌ
ｐｉｇｍｅｎｔ ｅｐｉｔｈｅｌｉｕｍ. Ｊ Ｎｅｕｒｏ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ｉｏｎ ２０１６ꎻ１３:３５
１８ Ｅｎｇｅｌｂｒｅｃｈｔ Ｃꎬ Ｓａｒｄｉｎｈａ ＬＲꎬ Ｒｉｚｚｏ ＬＶ. Ｃｙｔｏｋｉｎｅ ａｎｄ Ｃｈｅｍｏｋｉｎｅ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Ｔｅａｒ ｏｆ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Ａｇｅ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Ｃａｔａｒａｃｔ. Ｃｕｒｒ
Ｅｙｅ Ｒｅｓ ２０２０ꎻ４５(９):１１０１－１１０６
１９ Ｔｅｎ Ｂｅｒｇｅ ＪＣꎬ Ｆａｚｉｌ Ｚꎬ ｖａｎ ｄｅｎ Ｂｏｒｎ Ｉꎬ ｅｔ ａｌ. Ｉｎｔｒａｏｃｕｌａｒ ｃｙｔｏｋｉｎｅ
ｐｒｏｆｉｌｅ ａｎｄ ａｕｔｏｉｍｍｕｎｅ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ｒｅｔｉｎｉｔｉｓ ｐｉｇｍｅｎｔｏｓａꎬ ａｇｅ －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ｍａｃｕｌａｒ ｄｅ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ꎬ ｇｌａｕｃｏｍａ ａｎｄ ｃａｔａｒａｃｔ. Ａｃｔａ 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ｏｌ ２０１９ꎻ９７
(２):１８５－１９２
２０ Ｃｈｅｎ Ｘꎬ Ｈａｎ Ｒꎬ Ｈａｏ Ｐꎬ ｅｔ ａｌ. Ｎｅｐｅｔｉｎ ｉｎｈｉｂｉｔｓ ＩＬ － １β ｉｎｄｕｃｅｄ
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ｉｏｎ ｖｉａ ＮＦ－κＢ ａｎｄ ＭＡＰＫｓ ｓｉｇｎａｌｉｎｇ ｐａｔｈｗａｙｓ ｉｎ ＡＲＰＥ－ １９
ｃｅｌｌｓ. Ｂｉｏｍｅｄ 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ｔｈｅｒ ２０１８ꎻ１０１:８７－９３
２１ Ｃｈｅｎ Ｃꎬ Ｇｕｏ Ｄꎬ Ｌｕ Ｇ. Ｗｏｇｏｎｉｎ ｐｒｏｔｅｃｔｓ ｈｕｍａｎ ｒｅｔｉｎａｌ ｐｉｇｍｅｎｔ
ｅｐｉｔｈｅｌｉｕｍ ｃｅｌｌｓ ｆｒｏｍ ＬＰＳ－ｉｎｄｕｃｅｄ ｂａｒｒｉｅｒ 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 ｂｙ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ＬＲ４ / ＮＦ－κＢ ｓｉｇｎａｌｉｎｇ ｐａｔｈｗａｙ. Ｍｏｌ Ｍｅｄ
Ｒｅｐ ２０１７ꎻ１５(４):２２８９－２２９５
２２ Ｔａｎｉｇｕｃｈｉ Ｋꎬ Ｋａｒｉｎ Ｍ. ＮＦ－κＢꎬ 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ｉｏｎꎬ ｉｍｍｕｎｉｔｙ ａｎｄ ｃａｎｃｅｒ:
ｃｏｍｉｎｇ ｏｆ ａｇｅ. Ｎａｔ Ｒｅｖ Ｉｍｍｕｎｏｌ ２０１８ꎻ１８(５):３０９－３２４
２３ Ｓｕｎ ＳＣ. Ｔｈｅ ｎｏｎ － ｃａｎｏｎｉｃａｌ ＮＦ － κＢ ｐａｔｈｗａｙ ｉｎ ｉｍｍｕｎｉｔｙ ａｎｄ
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ｉｏｎ. Ｎａｔ Ｒｅｖ Ｉｍｍｕｎｏｌ ２０１７ꎻ１７(９):５４５－５５８
２４ Ｚｈａｎｇ Ｑꎬ Ｌｅｎａｒｄｏ ＭＪꎬ Ｂａｌｔｉｍｏｒｅ Ｄ. ３０ Ｙｅａｒｓ ｏｆ ＮＦ － κＢ: Ａ
Ｂｌｏｓｓｏｍｉｎｇ ｏｆ Ｒｅｌｅｖａｎｃｅ ｔｏ Ｈｕｍａｎ Ｐａｔｈｏｂｉｏｌｏｇｙ. Ｃｅｌｌ ２０１７ꎻ１６８(１－２):
３７－５７
２５ Ｋｉｍ ＥＫꎬ Ｃｈｏｉ ＥＪ. Ｃｏｍｐｒｏｍｉｓｅｄ ＭＡＰＫ ｓｉｇｎａｌｉｎｇ ｉｎ ｈｕｍａｎ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
ａｎ ｕｐｄａｔｅ. Ａｒｃｈ Ｔｏｘｉｃｏｌ ２０１５ꎻ８９(６):８６７－８８２
２６ Ｚｈｕ Ｇꎬ Ｃｈｅｎｇ Ｚꎬ Ｌｉｎ Ｃꎬ ｅｔ ａｌ. ＭｙＤ８８ Ｒｅｇｕｌａｔｅｓ ＬＰＳ－ｉｎｄｕｃｅｄ ＮＦ－
κＢ / ＭＡＰＫ Ｃｙｔｏｋｉｎｅ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ｍｏｔｅｓ 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ａｌｉｇｎａｎｃｙ ｉｎ
Ｃｏｌｏｒｅｃｔａｌ Ｃａｎｃｅｒ Ｃｅｌｌｓ. Ｃａｎｃｅｒ Ｇｅｎｏｍｉｃｓ Ｐｒｏｔｅｏｍｉｃｓ ２０１９ꎻ １６ ( ６ ):
４０９－４１９
２７ Ｈａｑｕｅ ＭＡꎬ Ｊａｎｔａｎ Ｉꎬ Ｈａｒｉｋｒｉｓｈｎａｎ Ｈꎬ ｅｔ ａｌ.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ｅｄ ｅｘｔｒａｃｔ ｏｆ
Ｚｉｎｇｉｂｅｒ ｚｅｒｕｍｂｅｔ ｓｕｐｐｒｅｓｓｅｓ ＬＰＳ－ｉｎｄｕｃｅｄ ｐｒｏ－ 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ＮＦ － κＢꎬ ＭＡＰＫ ａｎｄ ＰＩ３Ｋ － Ａｋｔ ｓｉｇｎａｌｉｎｇ ｐａｔｈｗａｙｓ ｉｎ Ｕ９３７
ｍａｃｒｏｐｈａｇｅｓ. Ｐｈｙｔｏ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２０１９ꎻ５４:１９５－２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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