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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自然流产 （ ＳＡ ） 是指怀孕至 ２０ 周 以前发生的流产 ， 是妇产科常见的生殖障碍疾

病 。 近年来随着 自 然流产的发生率增加 ， 学术界对 自 然流产机制研宄仍然是
一

个热 门

的话题 ， 但 自然流产的发生机制却 尚未明确 ， 很多 己有研宄提出滋养细胞侵袭功能不

足易 引 发 自 然流产 ， 滋养细胞维持正常的迁移和侵袭功能是保证正常妊娠的重要因素 。

因此滋养细胞则成了研究 自 然流产病理机制常用 的工具 ， 而划痕试验和 Ｔｒａｎ ｓｗｅ ｌ ｌ 试

验分别作为检测滋养细胞迁移和侵袭功能常用 的实验室检测方法 。 ｒａ ｉ ＲＮＡ 存在人体 内

的微小 ＲＮＡ ， 在多种疾病中存在着不同的作用 。 经过对 比 自然流产患者和正常早孕者

的绒毛组织发现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６
－

３ｐ 的表达差异 ， 提示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 ６
－

３ｐ 可能与 自然流产的发

生有关系 。 而菟丝子总黄酮作为补肾安胎的代表药物 ， 其对滋养细胞侵袭功能的调控

作用 尚未见报导 ， 因此深入研宄菟丝子总黄酮的对滋养细胞影响的药效机制具有重要

意义 ， 菟丝子总黄酮是否会通过调控 ｎｄＲＮＡ
－

１ ２６
－

３ｐ 来促进滋养细胞的侵袭功能是本

课题即将探讨的 问题 。

目 的 ：

研究 自然流产患者绒毛组织与正常早孕者绒毛组织 内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６
－

３ｐ 表达差异 ，

探讨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６
－

３ｐ 对滋养细胞迁移和侵袭功能的影响 ； 构建 自 然流产状态滋养细胞

模型 ， 探讨菟丝子总黄酮对正常滋养细胞和 自然流产状态细胞模型滋养细胞的调控机

制研宄 。

方法 ：

１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６
－

３ｐ 的验证及其功能研宄 ： 通过 ＲＴ
－

ｑＰＣＲ 方法验证 自然流产患者和

正常早孕者绒毛组织中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６
－

３ｐ 的表达差异 ， 利用 Ｌ ｉ ｐｏｆｅｃ ｔａｍ ｉ ｎｅ？２０００ 作为

载体将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６
－

３ｐ 过表达与抑制型序列转染至滋养细胞 ， 划痕试验和 Ｔｒａｎ ｓｗｅ ｌ ｌ

试验观察滋养细胞的迁移和侵袭能力 ， 并用 ＲＴ
－

ｑＰＣＲ 方法检测滋养细胞 内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６
－

３ｐ 的表达变化 。

２ ． 菟丝子总黄酮对正常滋养细胞侵袭和迁移功能的影响 ： 采用 ＵＶ 和 ＨＰＬＣ 方法

测定菟丝子总黄酮的含量 ， 用 ＭＴＴ 法检测菟丝子总黄酮对滋养细胞的毒性 。 划痕试验

和 Ｔｒａｎ ｓｗｅ ｌ ｌ 试验检测菟丝子总黄酮对正常滋养细胞侵袭和迁移功能影响 。

３ ． 菟丝子总黄酮对米非司酮所致 ＥＶＴ 细胞 自 然流产状态细胞模型的迁移和侵袭

功能影响 ： 采用检测不 同浓度米非司 酮对滋养细胞的迁移功能影响 ， 再进
一

步用米非

司酮处理己转染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 ６
－

３ｐ 的滋养细胞 ， 构建 自 然流产状态滋养细胞模型 ， 同时

用划痕试验检测其迁移功能的变化 ， ＲＴ
－

ｑＰＣＲ 方法检测该细胞 内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 ６
－

３ｐ 的变化 。

用菟丝子总黄酮处理 自 然流产状态细胞模型 ， 划痕试验和 Ｔｒａｎ ｓｗｅ ｌ ｌ 试验检测不同组

的迁移和侵袭功能 ， 以及用 ＲＴ
－

ｑＰＣＲ 方法检测细胞 内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６
－

３ｐ 的表达变化 。

Ｉ



４ ． 菟丝子总黄酮对米非司酮所致 ＥＶＴ 细胞 内 自 然流产状态细胞模型的迁移和侵

袭功能的 内在机制研究 ： 采用 ｍ ｉＲａｎｄａ ， ｍ ｉＲＤＢ ， Ｔａｒｇｅ ｔＳｃａｎ ， ＣＬ ＩＰ 四个数据库预测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６
＿

３ｐ 的靶基因 ， 采用 ＧＯ 富集分析和 ＫＥＧＧ 通路分析预测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 ６
－

３ｐ 的靶

基因 、 可能的细胞功能和参与的信号通路 ， 并用 ＲＴ
－

ｑＰＣＲ 和 ＷＢ 的验证可能作用的靶

基因变化 。 最后用双荧光素酶报告基因和绒毛组织验证确定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６
－

３ｐ 与靶基因

的调控关系 。

５ ． 菟丝子总黄酮通过影响滋养细胞 内 ＭＭＰ９ 调控其迁移和侵袭功能 ： 通过用

ＲＴ
－

ｑＰＣＲ 检测经菟丝子总黄酮处理后滋养细胞 ＥＶＴ 内 ＭＭＰ９ｍＲＮＡ 表达 ， 采用 ｗｅ ｓ ｔ ｅｒｎ

ｂ ｌ ｏ ｔ ｔ ｉ ｎｇ 方法检测菟丝子总黄酮不同浓度与不同给药时间对 ＥＶＴ 细胞 内 ＭＭＰ９ 与相关

信号通路的表达调控 。

结果 ：

一

、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６
－

３ｐ 的验证及其功能研宂

１ ． 自然流产患者绒毛组织中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６
－

３ｐ 的表达比正常早孕者绒毛组织上调 ，

两组间有统计学差异 （ Ｐ＜ 〇 ．０５ ） 。

２ ． 成功转染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６
－

３ｐ 至滋养细胞 ， 构建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６
－

３ｐ 过表达和干扰模型 ，

与正常滋养细胞相 比 ， ｍ ｉＲＮＡ
－

１ ２６
－

３ｐ ｍ ｉｍ ｉ ｃ 组的 ｍ ｉＲＮＡ
－

１ ２６
－

３ｐ 表达明显上调 （ ｐ＜

０ ． ００ １ ） ， ｍｉ ＲＮＡ
－

１ ２６
＿

３ｐｉｎｈ ｉ ｂ ｉ ｔｏｒ组的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６
－

３ｐ表达明显下调 （ ｐ＜ ０ ．０ １ ） 。

３ ． 过表达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６
－

３ｐ 后 ， 滋养细胞的迁移和侵袭能力降低 ， 侵袭细胞数 目 明

显降低 （ Ｐ＜ 〇 ． 〇５ ）
； 而干扰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６
－

３ｐ 后 ， 滋养细胞的迁移和侵袭能力提高 ， 侵

袭的细胞数 目 明显增加 （ Ｐ＜ 〇 ．０ １ ） 。

二、 菟丝子总黄酮对正常滋养细胞侵袭和迁移功能的影响

１ ．ＵＶ 法测得菟丝子总黄酮的总黄酮含量达 ９０ ．８ ７６％ ， 再用 ＨＰＬＣ 方法检测得菟丝

子总黄酮 内单体含量包括含芦丁７ ５％ ， 槲皮素 占 ０ ． ４ １％ ， 及其极少量的异 鼠李素

０ ． ０ ３％ ， 其总黄铜的含量总达 ７８ ． １ ９％ 。

２ ． 不同浓度的菟丝子总黄酮对滋养细胞无明显毒性 。

３ ．ｌ ｕ ｇ／ｍ ｌ 和 ５ ｙ ｇ／ｍｌ 的菟丝子总黄酮能明显促进滋养细胞的迁移功能 ， 呈时

间和剂量依赖性 ；
ｌ ｔｔ

ｇ／ｍ ｌ 和 ５ ｕ ｇ／ｍ ｌ 的菟丝子总黄酮能提高滋养细胞的侵袭能力 ，

细胞侵袭数 目 与 ＤＭＳ０ 组相 比有统计学差异 （ ｐ＜ ０ ． ０５ ） 。

三 、 菟丝子总黄酮对米非司酮所致 ＥＶＴ 细胞 自然流产状态细胞模型的迁移和侵袭功能

影响

１ ．３〇 ｙ ｍｏ ｌ ／Ｌ 和 ６０ ｕ ｍｏ ｌ ／Ｌ 的米非司酮明显抑制滋养细胞的迁移和侵袭能力 ， 同

时上调滋养细胞 内源性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６
－

３ｐ 的表达 。

２ ．３０ ｕ ｍｏ ｌ ／Ｌ 米非司酮干预转染 ｍ ｉＲＮＡ
－

１ ２６
－

３ｐ 后的滋养细胞 ， 成功对米非司酮

干预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６
＿

３ｐｍ ｉｍ ｉ ｃ
－

ＭＩＦ 组构建 自然流产状态下滋养细胞模型 ， 该模型组对比

米非司酮干预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６
－

３ｐｉｎｈ ｉ ｂ ｉ ｔｏｒ
－

ＭＩＦ 组迁移能力降低 ， 且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６
－

３ｐ 表达

Ｉ Ｉ



更高 。

３ ． 以ｍ ｉＲＮＡ
－

１ ２６
－

３ｐ ｍ ｉｍ ｉ ｃ ｎｅｇａｔ ｉ ｖ ｅ
－

ＤＭＳ０组为对照 ， ｍ ｉＲＮＡ
－

１ ２６
－

３ｐ ｍ ｉｍ ｉ ｃ
－

ＤＭＳ０

迁移能力降低 ， 用冤丝子总黄酮干预后 ，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 ６
－

３ｐｍ ｉ ｍ ｉ ｃｎ ｅｇａ ｔ ｉ ｖ ｅ
－

ＴＳＺ 组较其

ＤＭＳＯ 组细胞迁移能力增加 ， 同样地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６
－

３ｐｍ ｉ ｍ ｉ ｃ
－

ＴＳＺ 组较其 ＤＭＳＯ 组细胞迁

移能力增加 ， 说明用菟丝子总黄酮干预后 ， 对比 ＤＭＳ０ ， 能提高正常或过表达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６
＿

３ｐ 滋养细胞的迁移能力 。

４ ． 以ｍ ｉＲＮＡ
－

１ ２ ６
－

３ｐｉ ｎｈ ｉ ｂ ｉ ｔｏｒｎｅ ｇａｔ ｉ ｖｅ
－

ＤＭＳＯ组为对照组 ，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６
－

３ｐ

ｉ ｎｈ ｉ ｂ ｉ ｔｏｒ
－

ＤＭＳＯ 迁移能力增加 ， 用冤丝子总黄酮干预后 ，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６
－

３ｐｉ ｎｈ ｉ ｂ ｉ ｔ ｏｒ

ｎｅ ｇａｔ ｉ ｖｅ
－

ＴＳＺ 组较其 ＤＭＳ０ 组细胞迁移能力增加 ， 同样地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 ６
＿

３ｐｉ ｎｈ ｉ ｂ ｉ ｔ ｏｒ

－

ＴＳＺ 组较其 ＤＭＳ０ 组细胞迁移能力也增加 ， 而且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６
－

３ｐｉ ｎｈ ｉ ｂ ｉ ｔ ｏｒ
－

ＴＳ Ｚ 组的

细胞迁移能力高于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６
－

３ｐｉ ｎｈ ｉ ｂ ｉ ｔｏｒｎ ｅｇａｔ ｉ ｖｅ
－

ＴＳＺ 组 ， 说明在冤丝子总黄酮

作用下 ， 对比 ＤＭＳ０ ， 能明显增加干扰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６
－

３ｐ 后的滋养细胞的迁移能力 。

５ ．ｒａ ｉ ＲＮＡ
＊＊

１ ２６
－

３ｐｉ ｎｈ ｉ ｂ ｉ ｔ ｏｒ
－

ＴＳＺ组的细胞迁移能力高于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６
－

３ｐｍ ｉ ｒａ ｉ ｃ

－

ＴＳＺ 组 ， 从而说明 了菟丝子总黄酮能提高滋养细胞的迁移能力 ， 而且也能提髙 自然流

产状态的滋养细胞的迁移功能 ， 如果千扰滋养细胞 内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６
－

３ ｐ 的表达 ， 使其下

调 ， 此时菟丝子总黄酮提高滋养细胞迁移能力作用更明显 。

６ ． 菟丝子总黄酮促进米非司酮诱导 ＥＶＴ 细胞 内 自 然流产状态细胞模型 的侵袭功

能 。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６
－

３ｐ ｍ ｉ ｍ ｉ ｃ
－

ＴＳＺ 组较其 ＤＭＳ０ 组细胞侵袭能力增加 ， 对 比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６
＿

３ｐ

ｍ ｉ ｍ ｉ ｃｎ ｅｇａｔ ｉ ｖ ｅ
－

ＤＭＳＯ组有统计学差异 （ ｐ＜ ０ ．０ ５ ） 。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 ６
＿

３ｐｉ ｎｈ ｉ ｂ ｉ ｔ ｏｒ
－

ＴＳ Ｚ

组也较其 ＤＭＳ０ 组细胞侵袭能力增加 ， 对 比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６
－

３ｐｉ ｎｈ ｉ ｂ ｉ ｔ ｏｒｎｅ ｇａｔ ｉ ｖｅ
－

ＤＭＳＯ

组有统计学差异 （ Ｐ＜ 〇 ．０ ５ ） 。 而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６
－

３ｐｉ ｎｈ ｉ ｂ ｉ ｔ ｏｒ
－

ＴＳＺ 组的细胞侵袭能力高

于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６
－

３ｐｍ ｉｍ ｉ ｃ
－

ＴＳＺ组 （ ｐ＜ ０ ． ００ １ ） 。

７ ． 以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６
－

３ｐｍ ｉｍ ｉ ｃｎｅ ｇａｔ ｉ ｖ ｅ
－

ＤＭＳＯ组为对照组 ，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６
－

３ｐ

ｍ ｉｍ ｉ ｃ
－

ＤＭＳＯ 组和
－

ＴＳＺ 组的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６
－

３ｐ 表达上调 ， 有统计学差异 （ ｐ＜ ０ ．０ ５ ）
； 以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６
－

３ｐｉ ｎｈ ｉ ｂ ｉ ｔ ｏｒｎｅｇａ ｔ ｉ ｖ ｅ
－

ＤＭＳＯ组为对照组 ，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６
－

３ｐｉ ｎｈ ｉ ｂ ｉ ｔｏｒ
－

ＴＳＺ

组的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６
－

３ｐ 的表达明显下调 ， 对 比有统计学差异 （ ｐ
＜ ０ ． ０ ５ ） 。 造模组的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６
－

３ｐｍ ｉ ｍ ｉ ｃ
－

ＴＳ Ｚ组和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６
－

３ｐｉ ｎｈ ｉ ｂ ｉ ｔｏｒ
－

ＴＳ Ｚ组两两 比较 ，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６
－

３ｐｉ ｎｈ ｉ ｂ ｉ ｔ ｏｒ
－

ＴＳＺ组的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６
－

３ｐ水平明显降低 （ ｐ
＝
０ ．０５ ） 。

四 、 菟丝子总黄酮对米非司酮所致 ＥＶＴ 细胞 内 自然流产状态细胞模型的迁移和侵袭功

能的 内在机制研宄

１ ． 通过数据库筛选 出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６
－

３ｐ 的靶基因 ， 并从中挑选出关于细胞迁移和侵

袭功能的靶基因有 １ ０ 个 ， 主要包括 ＶＥＧＦＡ ，ＳＤＣ２ ， Ｇ０ＬＰＨ３ ，ＳＬＣ ７Ａ５ ，ＰＥＸ５ ， Ｉ ＴＧＡ６ ，

ＮＡＶ Ｉ ，ＳＭＵＲＦ２ ，ＰＬＸＮＢ２ ，ＰＰＰ３ＣＢ ， 关于细胞血管生成功能的有 ＣＲＫ ，Ｐ Ｉ Ｋ３Ｒ２ 靶基因 。

２ ． 通过 ＲＴ
－

ｑＰＣＲ 方法检测 ＳＬＣ７Ａ５ ， ＮＡＶ １ ， ＰＬＸＮＢ２ ， ＰＥＸ５ 四个靶基因的 ｍＲＮＡ 的

水平在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６
－

３ｐｍ ｉ ｍ ｉ ｃ 组表达下调 ， 而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６
－

３ｐｉ ｎｈ ｉ ｂ ｉ ｔ ｏｒ 组表达上调 。

ｉ ｎ



３ ． 转染 ｍ ｉ ＲＮＡ １ ２ ６ ３ ｐ 至滋养细胞作用 ４８ｈ 后 ， 靶基因 ＰＬＸＮＢ ２ ， 对 比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 ６
－

３ｐ

ｒａ ｉ ｍ ｉ ｃｎ ｅ ｇａｔ ｉ ｖ ｅ 组 ， ｍ ｉ ｍ ｉ ｃ 组的 ＰＬＸＮＢ ２ 蛋 白水平 明显下调 ， 两组间有统计学差异 （ ｐ

＜ ０ ．０ １ ）
； 以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 ６
－

３ｐ
ｍ ｉ ｍ ｉ ｃ 为对照组 ，

ｉ ｎｈ ｉ ｂ ｉ ｔ ｏ ｒ

■

组和菟丝子总黄酮组的 ＰＬＸＮＢ２

蛋 白 水平 明 显提高 ， 具有统计学差异 （ ｐ＜ ０ ．０ １ ） 。

４ ． 转染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 ６ ３ｐ 至滋养细胞作用 ４ ８ｈ 后 ， 靶基因 ＰＥＸ５ ， 对 比 ｍ ｉ ＲＮＡ １ ２ ６ ３ ｐ

ｍ ｉ ｍ ｉ ｃｎ ｅ ｇａ ｔ ｉ ｖ ｅ 组 ， ｍ ｉ ｍ ｉ ｃ 组的 ＰＥＸ５ 蛋 白水平明显下降 ， 两组间有统计学差异 （ ｐ
＜

０ ． ０ ５ ）
； 以 ｍ ｉ ＲＮＡ １ ２ ６

－

３ｐｍ ｉ ｍ ｉ ｃ 为对照组 ， ｉ ｎｈ ｉ ｂ ｉ ｔ ｏｒ 组 ＰＥＸ ５ 蛋 白水平明显提高 ，

具有统计学差异 （ Ｐ＜ 〇 ．０ １ ） ， 但菟丝子总黄酮组的 ＰＥＸ５ 蛋 白水平未见明显升高 。

５ ． 双焚光素酶报告基因结果提示 ， 相对 比野生型 ＰＬＸＮＢ２
－

ＷＴ＋Ｎｏｎ
－

ｔ ａｒ ｇ ｅ ｔ

Ｃｏｎ ｔ ｒ ｏ ｌ 组 ， ＰＬＸＮＢ２
－

ＷＴ＋ｍ ｉ ｍ ｉ ｃ 组的荧光素蛋 白 的表达水平降低 ， 两组具有显著性统

计学差异 （ Ｐ＜ 〇 ．〇 〇 １ ）
； 而突变型ＰＬＸＮＢ２ Ｍｕ ｔ ＋Ｎｏｎ

－

ｔ ａｒ ｇ ｅ ｔＣｏｎ ｔ ｒｏ ｌ组相对于

ＰＬＸＮＢ２
－

ＷＴ＋Ｎｏｎ
－

ｔ ａｒ ｇ ｅ ｔＣｏｎ ｔｒｏ ｌ 组荧光素蛋 白表达水平无明显差异 ，

ＰＬＸＮＢ２
－

Ｍｕ ｔ ＋ｍ ｉ ｍ ｉ ｃ组的荧光素蛋 白 的表达水平与ＰＬＸＮＢ２
－

Ｍｕｔ ＋Ｎｏｎ
－

ｔ ａｒ ｇ ｅ ｔＣｏｎ ｔｒｏ ｌ

组相 比有少许降低 ， 差异不显著 。 ＰＬＸＮＢ２ 是 ｍ ｉ ＲＮＡ １ ２ ６
－

３ｐ 的靶基因 。

６ ．ＷＢ 试验结果证 明 自然流产组织 中 ＰＬＸＮＢ２ 蛋 白水平相 比正常妊娠组织水平表达

下降 ， 具有统计学差异 （ ｐ＜ 〇 ．〇 〇 １ ） 。

五 、 菟丝子总黄酮通过影响滋养细胞 内 ＭＭＰ９ 调控其迁移和侵袭功能

１ ． 经菟丝子总黄酮干预后 ， ０ ．５ ｕ ｇ／ｍ ｌ 、 ｌ ｙ ｇ／ｍ ｌ 和 ５ ｙ ｇ／ｍ ｌ 的冤丝子总黄酮

组中 ＭＭＰ ９ 的基因水平均显著升高 （ ｐ
＜ ０ ．０ １ ） ，ｌ ｕ ｇ／ｍ ｌ 和 ５ ｕ ｇ／ｍ ｌ 的菟丝子总黄酮

组 ＭＭＰ ９ 的蛋 白水平显著上调 （ ｐ＜ ０ ． ０ １ ） 。 ｌ ｕ ｇ／ｍ ｌ 的菟丝子总黄酮治疗滋养细胞 内 的

＿ ９ 蛋 白和 ｍＲＮＡ 水平表达升高 （ ｐ
＜ ０ ．０ １ ） ， 干预 ８ｈ 和 １ ２ｈ 后 ， ＭＭＰ９ 蛋 白和 ｍＲＮＡ 表

达水平差异有统计学差异 。

２ ． 对 ＭＡＰＫ 通路的影响 ，
１ｗｇ／ｍ ｌ 和 ５ｗｇ／ｍ ｌ 的菟丝子总黄酮组对 比与 ＤＭＳ０ 组 ，

ｐ ＥＲＫ 升高最 明 显 （ ｐ
＜ ０ ． ０ １ ） ， 而 ＥＲＫ 总蛋 白水平不受影响 ； 在不 同 的作用 时 间 ，

ｌ ｕ ｇ／ｍ ｌ 的菟丝子总黄酮作用于滋养细胞后 ， ＥＲＫ 的磷酸化水平在 ｌ ｈ ， ２ ｈ 和 ８ｈ 时呈

现显著性改变 。 １ｕｇ／ｍ ｌ 和 ５ｕｇ／ｍ ｌ 菟丝子总黄酮能促进滋养细胞 内 ｐ ３ ８ 的磷酸化水

平升高 （ ｐ
＜ ０ ． ０ １ ） ， 具有统计学差异 ， 而 ｐ ３ ８ 总蛋 白水平则无明显变化 。

３ ． 对 ＡＫＴ 通路的影响 ， １ｙｇ／ｍ ｌ 和 ５ｙｇ ／ｍ ｌ 的英丝子总黄酮作用于滋养细胞时 ，

ＡＫＴ （ ３ ０ ８ ） 的磷酸化水平上调 （ ｐ
＜ ０ ．０ ５ ） ， 其总蛋 白 ＡＫＴ 水平不影响 ；

５ ｕ ｇ／ｍ ｌ 的菟丝

子总黄酮能上调 Ｐ

＿

ＡＫＴ （４ ７ ３ ） 的蛋 白表达水平 （ ｐ＜ ０ ． ０ ５ ） ， 而不影响其总蛋 白 的变化 ；

１ｕ ｇ／ｍ ｌ 的菟丝子总黄酮不 同 的作用 时 间 ， ｐ ＡＫＴ （ ３ ０ ８ ） 和 ｐ
－

ＡＫＴ （ ４ ７ ３ ） 在 ｌ ｈ 时升高具

有统计学差异 （ Ｐ
＜ 〇 ． 〇 ５ ） 。

４ ． 对 Ｎｏ ｔ ｃｈ 通路的影响 ， 与对照组相 比 ， ０ ．５ ｕ ｇ／ｍ ｌ ， ｌ ｕ ｇ／ｍ ｌ 和 ５ ｕ ｇ／ｍ ｌ 冤丝

子总黄酮均能够显著提高滋养细胞的 Ｎｏ ｔ ｃ ｈ ｌ 和 Ｎｏ ｔ ｃ ｈ２ 的蛋 白水平 ， 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 （ ｐ
＜ ０ ．０ １ ）

；Ｎｏ ｔ ｃｈ２ 的表达在 ｌ ｈ 和 ８ｈ 变化具有统计学差异 ， 其 中 ８ｈ 时 Ｎｏ ｔ ｃｈ２

Ｉ Ｖ



表达显著上调 （ Ｐ＜ ０ ． ０ １ ） 。

结论 ：

１ ．ｍ ｉＲＮＡ
－

１ ２６
－

３ｐ 在 自然流产绒毛组织中表达上调 ， 在滋养细胞 内过表达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６
－

３ｐ 能抑制细胞的迁移和侵袭能力 ， 干扰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 ６
－

３ｐ 后其迁移和侵袭能

力增加 。

２ ． 用米非司酮诱导己转染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６
－

３ｐ ｍ ｉｍ ｉ ｃ 的滋养细胞 ， 构建模拟 自然流产

状态滋养细胞模型 。 证实 ３ ０ Ｕｍ〇 ｌ ／Ｌ 的米非司酮造模后能抑制滋养细胞迁移能力 ， 同

时上调滋养细胞 内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 ６
－

３ｐ 的表达 。 此模型的迁移和侵袭能力 明显降低 ，

ｍ ｉＲＮＡ
－

１ ２６
－

３ｐ 表达明显上调 。

３ ． 深入研宄发现菟丝子总黄酮能明显增加滋养细胞的迁移和侵袭能力 ， 且能通

过激活 ＭＡＰＫ／ＡＫＴ／Ｎｏ ｔ ｃｈ 通路上调 ＭＭＰ９ 的表达 。

４ ． 菟丝子总黄酮能下调 自然流产状态滋养细胞模型 内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６
－

３ｐ 的表达 ， 同

时提高其迁移和侵袭能力 ， 说明菟丝子总黄酮能通过调控 ｒａ ｉ ＲＮＡ
－

１ ２６
－

３ｐ 来促进滋养

细胞的迁移和侵袭能力 。

５ ． 菟丝子总黄酮通过调控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 ６
－

３ｐ 下游的 ＰＬＸＮＢ２ 蛋 白进
一

步影响 自然流

产状态细胞模型滋养细胞的迁移和侵袭功能 。 体现其安胎 ， 防治流产的细胞药理作用 。

关键词 ：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６
－

３ｐ ； 菟丝子总黄酮 ； 自 然流产状态滋养细胞模型 ； 迁移和侵袭 ；

ＭＭＰ９

ｖ



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ｏｆＴＦＳＣｐ ｒ ｏｍａｔ ｉ ｎｇＥＶＴ ｉ ｎｖａ ｓ ｉ ｏｎｂｙｔａ ｒ ｇｅｔ ｉ ｎｇ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６
－

３ｐ

Ｓｐｅｃ ｉ ａ ｌ ｔ ｙ ：Ｇｙ ｎｅｃｏ ｌ ｏｇｙｏｆＴ ｒ ａｄ ｉ ｔ ｉ ｏｎａ ｌＣｈ ｉ ｎｅ ｓ ｅＭｅｄ ｉ ｃ ｉ ｎｅ

Ａｕｔｈｏ ｒ ：Ｆｅ ｉ ｘ ｉ ａＧａｏ

Ｔｕｔｏ ｒ ：Ｐ ｒ ｏｆ ．Ｓｏｎｇｐ ｉ ｎｇＬｕｏ

Ａｂ ｓｔ ｒ ａｃｔ

Ｂａｃｋｇ ｒ ｏｕｎｄ

Ｓｐｏｎ ｔａｎ ｅｏｕ ｓａｂｏｒｔ ｉ ｏｎ（ＳＡ ）ｏｒＭ ｉ ｓ ｃａｒｒ ｉ ａｇｅｒｅ ｆｅｒ ｓｔ ｏｔｈ ｅａｂｏｒ ｔ ｉ ｏｎｂ ｅ ｆｏｒｅ

２０ｗｅ ｅｋ ｓｏｆｐｒ ｅ ｇｎａｎ ｃ ｙ ，ｗｈ ｉ ｃｈｉ ｓａｃｏｍｍｏｎｒ ｅｐｒｏｄｕ ｃ ｔ ｉ ｖ ｅｄ ｉ ｓ ｏｒｄ ｅｒ ｓｏｆｏｂ ｓ ｔ ｅ ｔ ｒ ｉ ｃ ｓ

ａｎｄｇｙｎ ｅ ｃｏ ｌ ｏｇｙ ．Ｉ ｎｒｅ ｃ ｅｎ ｔｙｅａｒ ｓ
，ｗ ｉ ｔｈｔｈ ｅｉ ｎｃｒｅａ ｓ ｅｉ ｎｔ ｈ ｅｉ ｎ ｃ ｉ ｄｅｎｃ ｅｏ ｆ

ｓｐｏｎ ｔａｎｅｏｕ ｓａｂｏｒ ｔ ｉ ｏｎ
，ｒ ｅ ｓ ｅａｒ ｃｈｏｎｓｐｏｎ ｔａｎｅｏｕ ｓａｂｏｒ ｔ ｉ ｏｎｍｅ ｃｈａｎ ｉ ｓｍｉ ｓｓ ｔ ｉ ｌ ｌａ

ｈｏ ｔｔ ｏｐ ｉ ｃ
，ｂｕ ｔｔｈｅｐａｔｈｏｇｅｎ ｅ ｓ ｉ ｓｏ ｆｓｐｏｎｔａｎ ｅｏｕ ｓａｂｏｒｔ ｉ ｏｎｉ ｓｓ ｔ ｉ ｌ ｌｕｎｃ ｌ ｅａｒ ．Ｍａｎ ｙ

ｓ ｔｕｄ ｉ ｅ ｓｐｏ ｉ ｎ ｔ ｅｄｏｕ ｔｔｈｅｄｙ ｓ ｆｕｎ ｃ ｔ ｉ ｏｎｏｆｔｒｏｐｈｏｂ ｌ ａ ｓ ｔｉ ｎｖａｓ ｉ ｏｎｅａ ｓ ｉ ｌ ｙｌ ｅａｄｔ ｏ

ｓｐｏｎ ｔａｎ ｅｏｕ ｓａｂｏｒ ｔ ｉ ｏｎ
，ｔ ｈｅｍａ ｉ ｎ ｔ ｅｎａｎ ｃ ｅｏ ｆｎｏｒｍａ ｌｍ ｉ ｇｒａｔ ｉ ｏｎａｎ ｄｉ ｎｖａｓ ｉ ｏｎａｂ ｉ ｌ ｉ ｔ ｙ

ｏ ｆｔ ｒｏｐｈｏｂ ｌ ａ ｓ ｔｃ ｅ ｌ ｌ ｓｉ ｓａｎｉ ｍｐｏｒ ｔａｎ ｔｆａｃ ｔ ｏｒｔｏｅｎ ｓｕｒｅｎｏｒｍａ ｌ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 ．Ｓｏ

Ｅｘ ｔｒａｖ ｉ ｌ ｌ ｏｕ ｓｔｒｏｐｈｏｂ ｌ ａ ｓ ｔｃ ｅ ｌ ｌ ｓ （ＥＶＴ ）ｂ ｅ ｃｏｍｅｔ ｈ ｅｔｏｏ ｌ ｓｃｏｍｍｏｎ ｌ ｙｕ ｓ ｅｄｔ ｏｓ ｔｕ ｄｙ

ｔｈｅｐａｔｈｏ ｌ ｏｇ ｉ ｃａ ｌｍｅｃｈａｎ ｉ ｓｍｏｆｔｈ ｅｓ ｐｏｎ ｔａｎ ｅｏｕ ｓａｂｏｒ ｔ ｉ ｏｎ
，ａｎｄｗｏｕ ｌ ｄｈ ｅａ ｌ ｉ ｎｇ

ａｓ ｓａｙａｎｄＴｒａｎ ｓｗｅ ｌ ｌａ ｓ ｓａｙａｒ ｅａ ｌｗａｙ ｓｕ ｓ ｅｄｔ ｏｄｅ ｔ ｅ ｃ ｔｔｈ ｅｍ ｉ ｇｒａ ｔ ｉ ｏｎａｎｄｉ ｎｖａ ｓ ｉ ｏｎ

ａｂ ｉ ｌ ｉ ｔ ｙｏ ｆＥＶＴｃ ｅ ｌ ｌ ｓ ．

Ｍ ｉ ｃｒｏＲＮＡ ｓ （ｍ ｉ ＲＮＡ ｓ ）ａｒｅｓｍａ ｌ ｌｎｏｎ
－

ｃｏｄ ｉ ｎｇＲＮＡ ｓｏｆａｂｏｕ ｔ２２ｎｕｃ ｌ ｅｏ ｔ ｉ ｄｅ ｓｉ ｎ

ｌ ｅｎｇ ｔ ｈｗｈ ｉ ｃｈｍａｙｂ ｅｉ ｍｐｏｒ ｔａｎｔｉ ｎｍａｎｙｄ ｉ ｓ ｅａｓ ｅ ｓ ．Ｂｙｃ ｏｍｐａｒ ｉ ｎｇｔｈｅｅｘｐｒｅ ｓ ｓ ｉ ｏｎ

ｏｆ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 ６
－

３ｐｉ ｎｔｈｅｖ ｉ ｌ ｌ ｉｏ ｆｓｐｏｎ ｔａｎ ｅｏｕ ｓａｂｏｒｔ ｉ ｏｎａｎｄｎｏｒｍａ ｌｅａｒ ｌ ｙｐｒｅｇｎａｎｃ ｙ ，

ｉ ｔｗａｓｄ ｉ ｓ ｃｏｖｅｒｅ ｄｔｈａ ｔ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６
－

３ｐｃｏｕ ｌ ｄｂ ｅｒｅ ｌ ａｔ ｅ ｄｔ ｏｔ ｈｅｏｃ ｃ ｕｒｒｅｎ ｃ ｅｏ ｆ

ｓ ｐｏｎ ｔ ａｎ ｅｏｕ ｓａｂｏｒ ｔ ｉ ｏｎ ．Ｔｏ ｔ ａ ｌｆ ｌ ａｖｏｎｏ ｉ ｄ ｓｆｒｏｍｓ ｅｍｅｎｃ ｕ ｓ ｃｕ ｔａｅ（ＴＦＳＣ ） ａｓａ

ｒｅｐｒｅ ｓ ｅｎ ｔａ ｔ ｉ ｖ ｅＢｕ ｓ ｈ ｅｎａｎｔａ ｉｄｒｕｇ ，ｈｏｗｉ ｔｉ ｎｆ ｌ ｕｅｎｃ ｅ ｓｔ ｈｅｉ ｎ ｔ ｅｒｎａ ｌｍｅｃ ｈａｎ ｉ ｓｍｏ ｆ

ＥＶＴｃ ｅ ｌ ｌ ｓｈａ ｓｎｏ ｔｂ ｅ ｅｎｒｅｐｏｒ ｔ ｅ ｄ ，ｓｏｔｈｅｐｈａｒｍａｃ ｏ ｄｙｎａｍ ｉ ｃｍｅｃｈａｎ ｉ ｓｍｏｆＴＦＳＣｏｎ

ＥＶＴｃ ｅ ｌ ｌ ｓｈａ ｓｉｍｐｏｒ ｔａｎ ｔｓ ｉ ｇｎ ｉ ｆ ｉ ｃ ａｎｃ ｅ
，ｗｈｅ ｔｈｅｒＴＦＳＣｂｙｒｅｇｕ ｌ ａｔ ｉ ｎｇ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６
－

３ｐ

ｔ ｏｐｒｏｍｏ ｔ ｅｔｈｅｉ ｎｖａ ｓ ｉ ｏｎａｂ ｉ ｌ ｉ ｔ ｙｏｆＥＶＴｃ ｅ ｌ ｌ ｓｉ ｓｔｈ ｅｋｅ ｙｉ ｎｔｈ ｉ ｓｓ ｔｕ ｄｙ ．

Ｏｂ
ｊ
ｅｃｔ ｉ ｖｅ

Ａ ｉｍ ｓｔｏｓ ｔｕｄｙｔｈ ｅ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６
－

３ｐｅｘｐｒｅ ｓ ｓ ｉ ｏｎｉ ｎｃｈｏｒ ｉ ｏｎ ｉ ｃｖ ｉ ｌ ｌ ｉｉ ｎｐａｔ ｉ ｅｎ ｔ ｓ

ｗ ｉ ｔｈｓｐｏｎ ｔ ａｎｅｏｕ ｓａｂｏｒ ｔ ｉ ｏｎａｎｄｉ ｎｐａｔ ｉ ｅｎ ｔ ｓｗ ｉ ｔ ｈｎｏｒｍａ ｌｐｒｅｇｎａｎｃ ｙ ，ｔ ｈｅｅｆｆｅｃ ｔ

ｏｆｍ ｉＲＮＡ
－

１ ２６
－

３ｐｏｎｉ ｎｖａｓ ｉ ｏｎａｎｄｍ ｉ ｇｒａ ｔ ｉ ｏｎｆｕｎ ｃ ｔ ｉ ｏｎｏｆＥｘ ｔｒａｖ ｉ ｌ ｌ ｏｕ ｓｔ ｒｏｐｈｏｂ ｌ ａｓ ｔ

Ｖ Ｉ



ｃ ｅ ｌ ｌ ｓ （ＥＶＴ ） ；ｔ ｏｃｏｎ ｓ ｔｒｕｃ ｔｓｐｏｎｔａｎｅｏｕ ｓａｂｏｒｔ ｉ ｏｎｓ ｔａｔ ｅＥＶＴｃ ｅ ｌ ｌ ｓｍｏｄｅ ｌ
，ｔ ｏ

ｅｘｐ ｌ ｏｒｅｔｈｅｐｈａｒｍａｃ ｏｄｙｎａｍ ｉ ｃｍｅｃｈａｎ ｉ ｓｍｏｆＴＦＳＣｏｎｔｈｅｍ ｉ ｇｒａｔ ｉ ｏｎａｎｄｉｎｖａｓ ｉ ｏｎ

ａｂ ｉ ｌ ｉ ｔ ｉ ｅ ｓｏｆＥＶＴｃ ｅ ｌ ｌ ｓａｎｄｓｐｏｎｔａｎｅｏｕ ｓａｂｏｒｔ ｉ ｏｎｓ ｔａｔ ｅＥＶＴｃ ｅ ｌ ｌ ｓｍｏｄｅ ｌ ．

Ｍｅｔ ｈｏｄ ｓ

１ ．Ｔｈ ｅｒｏ ｌ ｅａｎｄｔｈｅｆｕｎｃ ｔ ｉ ｏｎｏｆｍ ｉＲＮＡ
－

１ ２６
－

３ｐｉ ｎｓｐｏｎ ｔａｎ ｅｏｕ ｓａｂｏｒｔ ｉ ｏｎ ：

ｔ ｏｖ ｅｒ ｉ ｆｙｔｈ ｅｄ ｉ ｆｆｅｒ ｅｎｔ ｉ ａ ｌｅｘｐｒｅ ｓ ｓ ｉ ｏｎｏｆｍｉ ＲＮＡ
－

１ ２６
－

３ｐｉ ｎｐａｔ ｉ ｅｎｔ ｓｗ ｉ ｔｈｅａｒ ｌ ｙ

ｐｒｅｇｎａｎ ｃｙａｎｄｓｐｏｎｔａｎｅｏｕ ｓａｂｏｒｔ ｉ ｏｎｖ ｉ ｌ ｌｕ ｓｔ ｉ ｓ ｓｕｅ ｓｂｙＲＴ
－

ｑＰＣＲｍｅ ｔｈｏｄ
，ｕ ｓ ｉｎｇ

Ｌ ｉｐｏｆｅ ｃ ｔ ａｍ ｉｎｅ？２ ０００ａ ｓｔｈｅｖｅｃ ｔｏｒｏｆｍ ｉＲＮＡ
－

１ ２６
－

３ｐｍ ｉｍ ｉ ｃａｎｄｉ ｎｈ ｉ ｂ ｉ ｔｏｒｗａｓ

ｔｒａｎ ｓｆｅ ｃ ｔ ｅ ｄｉ ｎ ｔｏＥＶＴｃ ｅ ｌ ｌ ｓ
，ｗｏｕ ｌ ｄｈｅａ ｌ ｉｎｇａｓ ｓ ａｙａｎｄＴｒａｎ ｓｗｅ ｌ ｌａｓ ｓａｙｔ ｏｏｂ ｓ ｅｒｖｅ

ＥＶＴｃ ｅ ｌ ｌ ｓ

’

ｍ ｉ ｇｒａｔ ｉ ｏｎａｎｄｉ ｎｖａ ｓ ｉ ｏｎａｂ ｉ ｌ ｉ ｔｙ ，ａｎｄＲＴ
－

ｑＰＣＲｆｏｒｅｘｐｒｅ ｓ ｓ ｉ ｏｎｏｆ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６
－

３ｐｉ ｎＥＶＴｃ ｅ ｌ ｌ ｓ ．

２ ．Ｔｈｅｅｆｆｅ ｃ ｔｏｆＴＦＳＣｏｎｔｈｅｍ ｉ ｇｒａｔ ｉ ｏｎａｎｄｉ ｎｖａｓ ｉ ｏｎａｂ ｉ ｌ ｉ ｔ ｉ ｅ ｓｏｆＥＶＴｃ ｅ ｌ ｌ ｓ ：

ｄｅ ｔ ｅ ｃ ｔｔｈｅｃｏｎｔａ ｉｎｏ ｆＴＦＳＣｂｙＵＶａｎｄＨＰＬＣｍｅｔｈｏｄ
；ＭＴＴｍｅ ｔｈｏｄｗａｓｕ ｓ ｅ ｄｔ ｏｄｅｔ ｅｃ ｔ

ＴＦＳＣｏｎＥＶＴｃ ｅ ｌ ｌｔｏｘ ｉ ｃ ｉ ｔｙ ．Ｗｏｕ ｌ ｄｈｅａ ｌ ｉｎｇａ ｓ ｓａｙａｎｄＴｒａｎ ｓｗｅ ｌ ｌａ ｓ ｓ ａｙｆｏｒ

ｍ ｉ ｇｒａｔ ｉ ｏｎａｎｄｉｎｖａ ｓ ｉ ｏｎａｂ ｉ ｌ ｉ ｔ ｙｏｆＥＶＴｃ ｅ ｌ ｌ ｓｂｙＴＦＳＣｔｒ ｅａｔｍｅｎｔ ．

３ ．Ｔｈｅｅｆｆｅ ｃ ｔｏｆＴＦＳＣｏｎｔｈｅｍ ｉ ｇｒａｔ ｉ ｏｎａｎｄｉ ｎｖａ ｓ ｉ ｏｎａｂ ｉ ｌ ｉ ｔ ｉ ｅ ｓｏｆ

ｓｐｏｎｔａｎ ｅｏｕ ｓａｂｏｒ ｔ ｉ ｏｎｓ ｔａｔ ｅｍｏｄｅ ｌＥＶＴｃ ｅ ｌ ｌ ｓ ．
ｂｙｍ ｉ ｆｅｐｒ ｉ ｓ ｔｏｎ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ｄｅｔ ｅ ｃ ｔ

ｔｈｅｍ ｉ ｇｒａｔ ｉ ｏｎａｂ ｉ ｌ ｉ ｔｙｏｆＥＶＴｗ ｉ ｔｈｄ ｉ ｆｆｅｒｅｎｔｄｏ ｓａｇｅｏ ｆｍ ｉ ｆｅｐｒ ｉ ｓ ｔｏｎｅｂｙｗｏｕ ｌ ｄ

ｈｅａ ｌ ｉ ｎｇａｓ ｓａｙ ．Ｂｙｕ ｓ ｉ ｎｇｍ ｉ ｆｅｐｒ ｉ ｓ ｔｏｎｅｉ ｎｔ ｅｒｖ ｅｎｔ ｉ ｏｎｏｎＥＶＴｃ ｅ ｌ ｌ ｓｗ ｉ ｔｈｔｈｅ

ｔｒａｎ ｓｆｅ ｃ ｔ ｉ ｏｎｏｆ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６
－

３ｐ ，ｔｏｃ ｏｎ ｓ ｔｒｕｃ ｔｓｐｏｎｔ ａｎｅｏｕ ｓａｂｏｒｔ ｉ ｏｎｓ ｔａｔ ｅＥＶＴ

ｃ ｅ ｌ ｌ ｓｍｏ ｄｅ ｌ ．Ｔｈｅｍ ｉ ｇｒａｔ ｉ ｏｎａｂ ｉ ｌ ｉ ｔｙｏｆｔｈｅｍｏ ｄｅ ｌｗａｓｔ ｅ ｓ ｔ ｅｄｂｙｗｏｕ ｌ ｄｈｅａ ｌ ｉｎｇ

ａ ｓ ｓａｙａｎｄｔｈｅｍ ｉＲＮＡ
－

１ ２６
－

３ｐｃｈａｎｇｅ ｓｏｆｔｈｅｍｏｄｅ ｌｗａ ｓｄｅ ｔ ｅ ｃ ｔ ｅ ｄｂｙＲＴ
－

ｑＰＣＲ ．Ｗ ｉ ｔｈ

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 ｔｏｆＴＦＳＣｏｎｓ ｐｏｎｔａｎｅｏｕ ｓａｂｏｒ ｔ ｉ ｏｎｓ ｔａｔ ｅＥＶＴｃ ｅ ｌ ｌ ｓｍｏｄｅ ｌ
，ｗｏｕ ｌ ｄ

ｈ ｅａ ｌ ｉｎｇａ ｓ ｓａｙａｎｄＴｒａｎ ｓｗｅ ｌ ｌａ ｓ ｓ ａｙｗｅｒｅｕ ｓ ｅｄｆｏｒｄ ｉ ｆｆｅｒｅｎｔｇｒｏｕｐ ｓｏ ｆｍ ｉ ｇｒａｔ ｉ ｏｎ

ａｎｄｉ ｎｖａｓ ｉ ｏｎ
，ａｎｄＲＴ

－

ｑＰＣＲｗｅｒ ｅｆｏｒｔｈｅｅｘｐｒｅ ｓ ｓ ｉ ｏｎｏ ｆｉ ｎｔｒａｃｅ ｌ ｌ ｕ ｌ ａｒ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６
－

３ｐｃｈａｎｇｅ ｓ ．

４ ．Ｔｈｅｍｅｃｈａｎ ｉ ｓｍｓｏｆＴＦＳＣｐｒｏｍｏ ｔ ｉｎｇｔｈｅｍ ｉ ｇｒａｔ ｉ ｏｎａｎｄｉ ｎｖａｓ ｉ ｏｎａｂ ｉ ｌ ｉ ｔ ｉ ｅ ｓ

ｏｆｓｐｏｎｔａｎｅｏｕ ｓａｂｏｒｔ ｉ ｏｎｓ ｔ ａｔ ｅｍｏｄｅ ｌＥＶＴｃ ｅ ｌ ｌ ｓｂｙｍ ｉ ｆｅｐｒ ｉ ｓ ｔ ｏｎ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ｕ ｓ ｉｎｇ

ｍ ｉＲａｎｄａ
，
ｍ ｉ ＲＤＢ

，Ｔａｒｇｅ ｔ Ｓ ｃａｎａｎｄＣＬ ＩＰｆｏｕｒｄａｔａｂａ ｓ ｅ
，ｔｏｐｒｅ ｄ ｉ ｃ ｔｔａｒｇｅｔｇｅｎｅｏｆ

ｍ ｉＲＮＡ
－

１ ２６
－

３ｐ ，ｕ ｓ ｉ ｎｇＧＯｅｎｒ ｉ ｃｈｍｅｎ ｔａｎａｌｙ ｓ ｉ ｓａｎｄａｎｄＫＥＧＧｐａｔｈｗａｙａｎａ ｌｙ ｓ ｉ ｓｔｏ

ｐｒｅｄ ｉ ｃ ｔｃ ｅ ｌ ｌｆｕｎｃ ｔ ｉ ｏｎａｎｄｓ ｉ ｇｎａｌ ｉｎｇｐａｔｈｗａｙｔｈａｔｔｈｅｔａｒｇｅ ｔｇｅｎｅｏｆ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６
－

３ｐｍ ｉ ｇｈｔｂ ｅｉ ｎｖｏ ｌ ｖｅｄｉ ｎ ．ＡｎｄＲＴ
－

ｑＰＣＲａｎｄＷＢｗｅｒｅｕ ｓ ｅｄｔｏｖｅｒ ｉ ｆｙ ．

Ｆ ｉｎａ ｌ ｌ ｙ ，ｔｈｅｒｅ ｌ ａｔ ｉ ｏｎ ｓｈ ｉ ｐｂ ｅ ｔｗｅ ｅｎｍ ｉＲＮＡ
—

１ ２６
－

３ｐａｎｄｔａｒｇｅ ｔｇｅｎｅｗａ ｓｃｏｎｆ ｉｒｍｅｄ

ｂ ｙｄｏｕｂ ｌ ｅｌｕｃ ｉ ｆｅｒａ ｓ ｅｒｅｐｏｒｔ ｅｒｇｅｎｅａｎｄｃｈｏｒ ｉ ｏｎ ｉ ｃｖ ｉ ｌ ｌｕ ｓｔ ｉ ｓ ｓｕｅ ．

５ ．ＴＦＳＣ
ｐｒｏｍｏｔ ｅｔｈｅｍ ｉ ｇｒａｔ ｉ ｏｎａｎｄｉｎｖａ ｓ ｉ ｏｎｏｆＥＶＴｃ ｅ ｌ ｌ ｓｂｙ

ｔａｒｔ ｅ ｔ ｉｎｇ
ＭＭＰ９ ：

Ｖ Ｉ Ｉ



ＲＴ
－

ｑＰＣＲｗａ ｓｕ ｓ ｅ ｄｔ ｏｖｅｒ ｉ ｆｙ
ｆｏｒｔｈｅｅｘｐｒｅ ｓ ｓ ｉ ｏｎｏｆＭＭＰ９ｍＲＮＡａｆｔ ｅｒＴＦＳＣｔｒｅａｔｍｅｎ ｔ ．

Ｒｅ ｌ ｅｖａｎｔｓ ｉ ｇｎａ ｌ ｉ ｎｇｐａｔｈｗａｙ ｓｔｈａｔＴＦＳＣｏｆｄ ｉ ｆｆｅｒｅｎｔｄｏ ｓ ａｇ ｅ ｓａｎｄｄ ｉ ｆｆｅｒ ｅｎｔｔ ｉｍｅ

ｐｏ ｉ ｎｔ ｓｏｎＥＶＴｃ ｅ ｌ ｌ ｓｍ ｉ ｇｈ ｔｒ ｅ ｇｕ ｌ ａｔ ｅｗｅｒ ｅｔ ｅ ｓ ｔ ｅ ｄｖ ｉ ａｗｅ ｓ ｔ ｅｒｎｂ ｌ ｏｔ ｔ ｉｎｇ ．

Ｒｅ ｓ ｕ ｌ ｔ ｓ

一

． Ｔｈｅｒｏ ｌ ｅａｎｄｔｈｅｆｕｎｃ ｔ ｉ ｏｎｏｆ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６
－

３ｐｉ ｎｓｐｏｎ ｔａｎｅｏｕ ｓａｂｏｒｔ ｉ ｏｎ

１ ．Ｔｈｅｅｘｐｒ ｅ ｓ ｓ ｉ ｏｎｏｆ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 ６
－

３ｐｉｎｖ ｉ ｌ ｌ ｕ ｓｏ ｆｐａｔ ｉ ｅｎｔ ｓｗ ｉ ｔｈｓｐｏｎｔａｎｅｏｕ ｓ

ａｂｏｒ ｔ ｉ ｏｎｗａ ｓｈ ｉ 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ｉ ｎｎｏｒｍａ ｌｐｒｅ ｇｎａｎｔｗｏｍｅｎ ，ａｎｄｔｈｅｒｅｗａ ｓａ

ｓ ｉ ｇｎ ｉ ｆ ｉ ｃａｎｔｄ ｉ ｆｆｅｒ ｅｎｃ ｅｂ ｅ ｔｗｅ ｅｎ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 ｓ（Ｐ＜０ ． ０ ５ ）
．

２ ．Ｓｕｃ ｃ ｅ ｓ ｓ ｆｕ ｌｔｒａｎ ｓ ｆ ｅ ｃ ｔ ｉ ｏｎｏｆ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６
－

３ｐｉ ｎ ｔｏＥＶＴｃ ｅ ｌ ｌ ｓｔ ｏｃ ｏｎ ｓ ｔｒｕ ｃ ｔ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６
－

３ｐｍ ｉ ｍ ｉ ｃａｎ ｄｉ ｎｈ ｉ ｂ ｉ ｔ ｏｒｍｏ ｄ ｅ ｌ
，ｃｏｍｐａｒ ｅ ｄｗ ｉ ｔｈｎｏｒｍａ ｌＥＶＴｃ ｅ ｌ ｌ ｓ

，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６
－

３ｐｅｘｐｒ ｅ ｓ ｓ ｉ ｏｎｏｆ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６
－

３ｐｍ ｉｍ ｉ ｃ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ｓ ｉ ｇｎ ｉ ｆ ｉ ｃａｎｔ ｌ ｙ

ｉ ｎｃｒ ｅａ ｓ ｅｄ（Ｐ＜０ ． ００ １ ） ，ｗｈ ｉ ｌ ｅｒａ ｉ ＲＮＡ
－

１ ２ ６
－

３ｐｉ ｎｈ ｉ ｂ ｉ ｔｏｒ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ｓ ｉ ｇｎ ｉ ｆ ｉ ｃａｎｔ ｌ ｙ

ｌ ｏｗｅｒ ｅ ｄ（Ｐ＜０ ． ０ １ ） ．

３ ．Ｏｖ ｅｒ ｅｘｐｒｅ ｓ ｓ ｉ ｏｎｏｆ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６
－

３ｐｇｒｏｕｐｄ ｅ ｃｒｅａ ｓ ｅ ｄｔｈｅｍ ｉ ｇｒａｔ ｉ ｏｎａｎｄ

ｉ ｎｖａ ｓ ｉ ｏｎｏ ｆＥＶＴｃ ｅ ｌ ｌ ｓ
，ｃ ｅ ｌ ｌｎｕｍｂ ｅｒ ｓｗａｒ ｅｓ ｉ ｇｎ ｉ ｆ ｉ ｃａｎｔ ｌ ｙｌ ｏｗｅｒ（Ｐ＜０ ．０ ５ ） ；ｗｈ ｉ ｌ ｅ

ｔｈ ｅｍ ｉ ｇｒａｔ ｉ ｏｎａｎｄｉ ｎｖ ａｓ ｉ ｏｎｏｆ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６
＿

３ｐｉ ｎｈ ｉ ｂ ｉ ｔ ｏｒｇｒｏｕｐｉ ｎｃｒｅａ ｓ ｅｄ
，ｔｈ ｅ

ｎｕｍｂ ｅｒ ｓｏ ｆｃ ｅ ｌ ｌｉ ｎｖａ ｓ ｉ ｏｎｗａｒｅｓ ｉ ｇｎ ｉ ｆ ｉ ｃａｎ ｔ ｌ ｙｉ ｎｃｒ ｅａ ｓ ｅｄ（Ｐ＜０ ．０ １ ） ．

二Ｔｈｅｅ ｆｆｅ ｃ ｔｏｆＴＦＳＣｏｎｔ ｈ ｅｍ ｉ ｇｒａｔ ｉ ｏｎａｎｄｉ ｎｖａｓ ｉ ｏｎａｂ ｉ ｌ ｉ ｔ ｉ ｅ ｓｏｆＥＶＴｃ ｅ ｌ ｌ ｓ

１ ．Ｔｈｅｃ ｏｎｔａ ｉ ｎｏｆＴＦＳＣｂ ｙＵＶｗａ ｓ９０ ．８ ７ ６％
，ＨＰＬＣｆｏｒｔｈｅｄ ｅ ｔ ｅ ｃ ｔ ｉ ｏｎｏ ｆＴＦＳＣ

ｃｏｎ ｔａ ｉ ｎ ｉ ｎｇｃｏｎ ｃ ｌｕｄ ｅ ｄ７ ７ ．７ ５％ｒｕ ｔ ｉ ｎ
，ｑｕ ｅｒｃ ｅ ｔ ｉ ｎａｃ ｃ ｏｕｎ ｔ ｅｄｆｏｒ０ ．４ １％

，ａｖ ｅｒｙｓｍａ ｌ ｌ

ａｍｏｕｎｔｏｆｉ ｓ ｏｒｈａｍｎ ｅ ｔ ｉ ｎｆｏｒ０ ． ０ ３％
，ｔｈｅｔ ｏｔ ａ ｌｃ ｏｎ ｔ ｅｎ ｔｏｆｂｒａ ｓ ｓｆｏｒ７ ８ ．１ ９％ ．

２ ．Ｄ ｉ ｆｆｅｒｅｎｔｄｏ ｓ ａｇｅ ｓｏｆＴＦＳＣｈａｄｎｏｓ ｉ ｇｎ ｉ ｆ ｉ ｃａｎｔｔｏｘ ｉ ｃ ｉ ｔ ｙｆｏｒＥＶＴｃ ｅ ｌ ｌ ｓ ．

３ ．１Ｕ ｇ／ｍ ｌａｎｄ５Ｕ ｇ／ｒａｌＴＦＳＣｃｏｕ ｌ ｄｓ ｉ ｇｎ ｉ ｆ ｉ ｃａｎｔ ｌ ｙｐｒｏｍｏ ｔ ｅｔｈｅｍ ｉ ｇｒａｔ ｉ ｏｎｏ ｆＥＶＴ

ｃ ｅ ｌ ｌ ｓｂｙｗｏｕ ｌ ｄｈｅａ ｌ ｉ ｎｇａ ｓ ｓ ａｙ ，ｉ ｎａｔ ｉｍｅａｎｄｄｏ ｓ ｅ
－

ｄ ｅｐ ｅｎｄｅｎｔｍａｎｎ ｅｒ ；ｌ ｕ ｇ／ｍ ｌ

ａｎｄ５ｕ
ｇ／ｍ ｌＴＦＳＣｃｏｕ ｌ ｄｉ ｎｃｒ ｅａｓ ｅｔｈｅｉ ｎｖａｓ ｉ ｏｎａｂ ｉ ｌ ｉ ｔ ｙ ；ｃ ｏｍｐａ ｉ ｒｅｄｔ ｏＤＭＳ０ｇｒｏｕｐ ，

ｔｈｅｉ ｎｖａ ｓ ｉ ｏｎｃ ｅ ｌ ｌｎｕｍｂ ｅｒｏ ｆＴＦＳＣｗｅｒｅｓ ｔａｔ ｉ ｓ ｔ ｉ ｃ ａ ｌ ｌ ｙｓ ｉ ｇｎ ｉ ｆ ｉ ｃａｎ ｔ（Ｐ＜０ ． ０ ５ ） ．

三Ｔｈｅｅ ｆｆｅｃ ｔｏ ｆＴＦＳＣｏｎｔ ｈ ｅｍ ｉ ｇｒａｔ ｉ ｏｎａｎ ｄｉ ｎ ｖａ ｓ ｉ ｏｎａｂ ｉ ｌ ｉ ｔ ｉ ｅ ｓｏｆ

ｓ ｐｏｎｔａｎ ｅｏｕ ｓａｂｏｒ ｔ ｉ ｏｎｓ ｔ ａｔ ｅｍｏｄ ｅ ｌＥＶＴｃ ｅ ｌ ｌ ｓｂ ｙｍ ｉ ｆｅｐｒ ｉ ｓ ｔ ｏｎ ｅｔ ｒｅａｔｍｅｎ ｔ

１ ．３０ ｕ ｍｏ ｌ ／Ｌａｎｄ６０ ｕ ｍｏ ｌ ／Ｌｍ ｉ ｆｅｐｒ ｉ ｓ ｔ ｏｎｅｓ ｉ ｇｎ ｉ ｆ ｉ ｃ ａｎｔ ｌ ｙｉ ｎｈ ｉ ｂ ｉ ｔ ｅ ｄｔｈｅ

ｍ ｉ ｇｒａｔ ｉ ｏｎａｂ ｉ ｌ ｉ ｔｙｏ ｆＥＶＴｃ ｅ ｌ ｌ ｓ
，ａｎｄｕｐ

－

ｒｅｇｕ ｌ ａｔ ｅ ｄｉ ｎ ｔｒａｃ ｅ ｌ ｌ ｕ ｌ ａｒ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６
－

３ｐ

ｉ ｎＥＶＴｃ ｅ ｌ ｌ ｓ ．

２ ．ＥＶＴｃ ｅ ｌ ｌ ｓｏｆ３０ｕ ｍｏ ｌ ／Ｌｍ ｉ ｆｅｐｒ ｉ ｓ ｔ ｏｎ ｅｉ ｎ ｔ ｅｒｖ ｅｎｔ ｉ ｏｎａｆ ｔ ｅｒ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６
－

３ｐ

ｔｒａｎ ｓ ｆｅ ｃ ｔ ｉ ｏｎ
，ｗｈ ｉ ｃｈｗａ ｓ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 ６
－

３ｐｍ ｉ ｍ ｉ ｃ
－

ＭＩ Ｆｇｒｏｕｐ ，ｗａ ｓｓｕｃ ｃ ｅ ｓ ｓ ｆｕ ｌ ｌ ｙ

ｃｏｎｓ ｔｒｕ ｃ ｔ ｅｄｆｏｒｓｐｏｎｔ ａｎｅｏｕ ｓａｂｏｒ ｔ ｉ ｏｎｓ ｔａ ｔ ｅＥＶＴｃ ｅ ｌ ｌ ｓｍｏ ｄ ｅ ｌ ．Ｃｏｍｐａｒ ｅ ｄｗ ｉ ｔ ｈ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６
－

３ｐｉ ｎｈ ｉ ｂ ｉ ｔ ｏｒ
－

Ｍ ＩＦｇｒｏｕｐ ，

ｔｈｅｍｏ ｄ ｅ ｌｈａｄｌ ｏｗｅｒｍ ｉ ｇｒａ ｔ ｉ ｏｎａｂ ｉ ｌ ｉ ｔ ｙ ，ａｎｄ

Ｖ Ｉ Ｉ Ｉ



ｈ ｉ ｇｈｅｒｅｘｐｒ ｅ ｓ ｓ ｉ ｏｎｏｆ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６
－

３ｐ ，

３ ．Ｃｏｍｐａｒｅ ｄｗ ｉ ｔｈｍ ｉＲＮＡ
－

１ ２６
－

３ｐｍ ｉｍｉ ｃｎｅｇａｔ ｉ ｖｅ
－

ＤＭＳＯｇｒｏｕｐ ，ｔｈｅｍ ｉ ｇｒａｔ ｉ ｏｎ

ａｂ ｉ ｌ ｉ ｔｙｏｆ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６
－

３ｐｍ ｉｍ ｉ ｃ
－

ＤＭＳＯｗａ ｓｄｅｃｒ ｅａｓ ｅ ｄ ．Ａｆｔ ｅｒＴＦＳＣｔｒ ｅａｔ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ｍ ｉ ｇｒａｔ ｉ ｏｎａｂ ｉ ｌ ｉ ｔｙｏｆ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６
－

３ｐｍ ｉｍ ｉ ｃｎｅｇａｔ ｉｖｅ
－

ＴＳＺｗａｓｂ ｅｔ ｔ ｅｒｔｈａｎｉ ｔ ｓＤＭＳＯ

ｇｒｏｕｐ ，ａｎｄｔｈｅｍ ｉ ｇｒａｔ ｉ ｏｎａｂ ｉ ｌ ｉ ｔｙｏ ｆ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６
－

３ｐｍ ｉｍ ｉ ｃ
－

ＴＳ Ｚｗａｓａ ｌ ｓ ｏｂ ｅ ｔ ｔ ｅｒ

ｔｈａｎｉ ｔ ｓＤＭＳＯｇｒｏｕｐ ．ＴＦＳＣｃｏｕ ｌ ｄｉｎｃｒｅａｓ ｅｔｈｅｍ ｉ ｇｒａｔ ｉ ｏｎｏｆｍ ｉ ＲＮＡｍ ｉｍ ｉ ｃａｎｄ

ｉｎｈ ｉ ｂ ｉ ｔ ｏｒｇｒｏｕｐ ｓ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ｗ ｉ ｔｈ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 ｌｇｒｏｕｐ ．

４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ｗ ｉ ｔｈｍ ｉ ＲＮＡ
－

１２６
—

３ｐｉｎｈ ｉ ｂ ｉ ｔ ｏｒｎｅｇａｔ ｉ ｖｅ
－

ＤＭＳＯｇｒｏｕｐ ，ｔｈｅ

ｍ ｉ ｇｒａｔ ｉ ｏｎａｂ ｉ ｌ ｉ ｔｙｏｆ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 ６
－

３ｐｉｎｈ ｉ ｂ ｉ ｔｏｒ
－

ＤＭＳＯｗａｓｉ ｎｃｒｅａｓ ｅ ｄ ．Ａｆｔ ｅｒＴＦＳＣ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ｔｈｅｍ ｉ ｇｒａｔ ｉ ｏｎａｂ ｉ ｌ ｉ ｔｙｏｆ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 ６
—

３ｐｉｎｈ ｉ ｂ ｉ ｔ ｏｒｎｅｇａｔ ｉｖｅ
－

ＴＳＺｗａ ｓ

ｂ ｅ ｔ ｔ ｅｒｔｈａｎｉ ｔ ｓＤＭＳＯ
ｇｒｏｕｐ ，ａｎｄｔｈｅｍ ｉ ｇｒａｔ ｉ ｏｎａｂ ｉ ｌ ｉ ｔｙｏｆｍ ｉＲＮＡ

－

１ ２ ６
－

３ｐｉｎｈ ｉ ｂ ｉ ｔ ｏｒ

－

ＴＳＺｗａ ｓａ ｌ ｓ ｏｂ ｅ ｔ ｔ ｅｒｔｈａｎｉ ｔ ｓＤＭＳＯｇｒｏｕｐ ，ａｎｄｂ ｅ ｔ ｔ ｅｒｔｈａｎ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６
－

３ｐ

ｉｎｈ ｉ ｂ ｉ ｔ ｏｒｎｅｇａｔ ｉｖｅ
－

ＴＳＺ ．ＴＦＳＣｃ ｏｕ ｌ ｄｉｎｃｒｅａ ｓ ｅｔｈｅｍ ｉ ｇｒａｔ ｉ ｏｎｏｆｍ ｉＲＮＡ
－

１２６
—

３ｐ

ｉｎｈ ｉ ｂ ｉ ｔ ｏｒｇｒｏｕｐ ．

５ ．Ｔｈｅｍ ｉ ｇｒａｔ ｉ ｏｎａｂ ｉ ｌ ｉ ｔｙｏｆ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６
－

３ｐｉｎｈ ｉ ｂ ｉ ｔ ｏｒ
－

ＴＳＺｗａ ｓａ ｌ ｓ ｏｂ ｅ ｔ ｔ ｅｒ

ｔｈａｎ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６
－

３ｐｍｉｍ ｉ ｃ
－

ＴＳＺ
ｇｒｏｕｐ ．ＴＦＳＣｃｏｕ ｌ ｄｉｎｃｒｅａ ｓ ｅｔｈｅｍ ｉ ｇｒａｔ ｉ ｏｎａｂ ｉ ｌ ｉ ｔｙ

ｏｆＥＶＴｃ ｅ ｌ ｌ ｓ
，ａｎｄａ ｌ ｓ ｏｐｒｏｍｏ ｔ ｅｔｈｅｍ ｉ ｇｒａｔ ｉ ｏｎｏｆｓｐｏｎｔａｎｅｏｕ ｓａｂｏｒｔ ｉ ｏｎｓ ｔ ａ ｔ ｅ

ＥＶＴｃ ｅ ｌ ｌ ｓｍｏｄｅ ｌ ．Ｉ ｆｋｎｏｗｎｄｏｗｎｔｈｅｅｘｐｒｅ ｓ ｓ ｉ ｏｎｏｆｍ ｉ ＲＮＡ
－

１２６
－

３ｐｉｎＥＶＴｃ ｅ ｌ ｌ ｓ
，

ｔｈｅｆｕｎｃ ｔ ｉ ｏｎｏｆＴＦＳＣｉ ｎｃｒｅａｓ ｉｎｇＥＶＴｍ ｉ ｇｒａｔ ｉ ｏｎａｂ ｉ ｌ ｉ ｔｙｗａｓｍｏｒｅｏｂｖ ｉ ｏｕ ｓ ．

６ ＊ＴＦＳＣｃｏｕ ｌ ｄｉｎｃｒ ｅａｓ ｅｔｈｅｉ ｎｖａ ｓ ｉ ｏｎａｂ ｉ ｌ ｉ ｔｙｏｆｔｈｅｓｐｏｎｔａｎｅｏｕ ｓａｂｏｒｔ ｉ ｏｎ

ｓ ｔａｔ ｅＥＶＴｃ ｅ ｌ ｌ ｓｍｏｄｅ ｌ ．Ｔｈｅｉｎｖａ ｓ ｉ ｏｎｃｅ ｌ ｌ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 ６
－

３ｐｍ ｉｍ ｉ ｃ
－

ＴＳＺ

ｗａｓｓ ｉ ｇｎ ｉ ｆ ｉ ｃａｎｔ ｌ ｙｉ ｎ ｃｒｅａｓ ｅ ｄｔｈａｎｉ ｔ ｓＤＭＳＯｇｒｏｕｐ ，ａｎｄｈａｄｓ ｔａｔ ｉ ｓ ｔ ｉ ｃａ ｌ

ｓ ｉ ｇｎ ｉ ｆ ｉ ｃａｎｃｅ
，ｃｏｍｐａｒ ｅ ｄｗ ｉ ｔｈｍ ｉＲＮＡ

￣

１ ２６ ３ｐｍ ｉｍ ｉ ｃｎｅ ｇｔ ｉ ｖｅ ＤＭＳＯｇｒｏｕｐ（ｐ ＜０ ．０ ５ ） ．

Ｔｈｅｉｎｖａ ｓ ｉ ｏｎｃ ｅ ｌ ｌｎｕｍｂ ｅｒｏｆ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 ６
－

３ｐｉ ｎｈ ｉ ｂ ｉ ｔ ｏｒ
－

ＴＳＺｗａｓｓ ｉ ｇｎ ｉ ｆ ｉ ｃａｎｔ ｌ ｙ

ｉ ｎｃｒｅａ ｓ ｅ ｄｔｈａｎｉ ｔ ｓＤＭＳＯｇｒｏｕｐ ，ａｎｄｈａｄｓ ｔａｔ ｉ ｓ ｔ ｉ ｃａｌｓ ｉ ｇｎ ｉ ｆ ｉ ｃａｎｃ ｅ
，ｃ ｏｍｐ ａｒｅｄｗ ｉ ｔｈ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６
￣

３ｐｉｎｈ ｉ ｂ ｉ ｔｏｒｎｅｇａｔ ｉ ｖｅ
－

ＤＭＳＯｇｒｏｕｐ（ｐ ＜ ０ ．０ ５ ） ．Ｔｈｅｉｎｖａ ｓ ｉ ｏｎｃ ｅ ｌ ｌｎｕｍｂ ｅｒ

ｏ ｆｍ ｉＲＮＡ
－

１ ２６
－

３ｐｉｎｈ ｉ ｂ ｉ ｔｏｒ
－

ＴＳＺｗａｓｉ ｎｃｒｅａｓ ｅ ｄｔｈａｎ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６
－

３ｐｍｉｍ ｉ ｃ
－

ＴＳＺ

（ｐ ＜ ０ ．０ ０ １ ） ．

７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ｗ ｉ ｔ ｈｍ ｉＲＮＡ
－

１ ２６
－

３ｐｍ ｉｍ ｉ ｃｎｅｇａｔ ｉｖｅ
－

ＤＭＳＯ
ｇｒｏｕｐ ，ｔｈｅｍ ｉＲＮＡ

－

１ ２６
－

３ｐ

ｅｘｐｒｅ ｓ ｓ ｉ ｏｎｏｆ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６
－

３ｐｍ ｉｍｉ ｃ
－

ＤＭＳＯａｎｄ－

ＴＳＺｇｒｏｕｐｗｅｒｅｕｐ
－

ｒｅ ｇｕ ｌ ａｔ ｅ ｄ

（ｐ ＜０ ． ０ ５ ） ．Ｃｏｍｐａｒ ｅｄｗ ｉ ｔｈ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６
－

３ｐｉｎｈ ｉｂ ｉ ｔ ｏｒｎｅｇａｔ ｉ ｖｅ
－

ＤＭＳＯｇｒｏｕｐ ，ｔｈｅ

ｍ ｉＲＮＡ
＿

１ ２６
－

３ｐｅｘｐｒｅ ｓ ｓ ｉ ｏｎｏｆｍｉ ＲＮＡ
＿

１ ２６
－

３ｐｉｎｈ ｉ ｂ ｉ ｔｏｒ
—

ＴＳＺｗａｓｄｏｗｎ
－

ｒ ｅ ｇｕ ｌ ａｔ ｅｄ

（ｐ ＜０ ．０ ５ ） ．ＡｎｄｔｈｅｍｉＲＮＡ
－

１２６
￣

３ｐｅｘｐｒｅ ｓ ｓ ｉ ｏｎｏｆｍｉＲＮＡ
－

１ ２６
－

３ｐｉｎｈ ｉｂ ｉ ｔｏｒ
－

ＴＳ Ｚｗａｓ

ｄｏｗｎ
－

ｒ ｅ ｇｕ ｌ ａｔ ｅ ｄ
，ｃｏｍｐａｒｅ ｄｗ ｉ ｔｈｍ ｉ ＲＮＡ

－

１２６
－

３ｐｍ ｉｍ ｉ ｃ
－

ＴＳＺ
，ｔｈ ｅｍｏｄｅ ｌ

ｇｒｏｕｐ
（ｐ
＝
０ ．０５ ） ．

ＩＸ



四 ． Ｔｈｅｍｅ ｃｈａｎ ｉ ｓｍ ｓｏｆＴＦＳＣｐｒｏｍｏ ｔ ｉ ｎｇｔｈ ｅｍ ｉ ｇｒａｔ ｉ ｏｎａｎｄｉ ｎｖａ ｓ ｉ ｏｎａｂ ｉ ｌ ｉ ｔ ｉ ｅ ｓ

ｏｆｓｐｏｎｔａｎｅｏｕ ｓａｂｏｒｔ ｉ ｏｎｓ ｔ ａｔ ｅｍｏｄｅ ｌＥＶＴｃ ｅ ｌ ｌ ｓｂｙｍ ｉ ｆｅｐｒ ｉ ｓｔｏｎ 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 ｔ

１ ．Ｓ ｃｒｅ ｅｎ ｉ ｎｇｏｆｔｈｅｔ ａｒｇｅ ｔｇｅｎｅ ｓｏｆ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６
－

３ｐｔａｒｇｅ ｔｇｅｎ ｅ ｓｔｈｒｏｕｇｈｔｈ ｅ

ｄａｔａｂａｓ ｅ
，ｔｈｅｒ ｅｗｅｒｅｔ ｅｎｍＲＮＡａｂｏｕ ｔｉ ｎｖａ ｓ ｉ ｏｎａｎｄｍ ｉ ｇｒａ ｔ ｉ ｏｎａｂ ｉ ｌ ｉ ｔ ｙｏｆｃ ｅ ｌ ｌ ｓ

，

ｉ ｎｃ ｌｕｄ ｉ ｎｇＶＥＧＦＡ ，ＳＤＣ２
，Ｇ０ＬＰＨ３

，ＳＬＣ７Ａ５
，ＰＥＸ５

，ＩＴＧＡ６
，ＮＡＶ Ｉ

，ＳＭＵＲＦ２
，ＰＬＸＮＢ２

，

ＰＰＰ３ＣＢ
，ａｂｏｕｔｃｅ ｌ ｌａｎｇ ｉ ｏｇｅｎｅ ｓ ｉ ｓｆｕｎｃ ｔ ｉ ｏｎ

，ｉ ｎｃ ｌ ｕｄ ｉｎｇＣＲＫ ，Ｐ Ｉ Ｋ３ Ｒ２ ．

２ ．ＴｈｅｍＲＮＡｌ ｅ ｖ ｅ ｌｏｆＳＬＣ７Ａ５ ，ＮＡＶ Ｉ ，ＰＬＸＮＢ２ ，ＰＥＸ５ｏｎ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６
－

３ｐ
ｍ ｉｍ ｉ ｃｗｅｒ ｅ

ｄｏｗｎ
－

ｒ ｅｇｕ ｌ ａｔ ｅ ｄ
，ａｎｄｏｎ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６
－

３ｐｉ ｎｈ ｉ ｂ ｉ ｔ ｏｒｗｅｒｅｕｐ
－

ｒｅｇｕ ｌ ａｔ ｅ ｄ
，ｂｙｕ ｓ ｉ ｎｇ

ＲＴ
－

ｑＰＣＲ ．

３ ．Ａｆ ｔ ｅｒ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６
－

３ｐｔ ｒａｎ ｓ ｆｅ ｃ ｔ ｉ ｏｎｔ ｏＥＶＴｃ ｅ ｌ ｌ ｓａｆ ｔ ｅｒ４８ｈ
，ＰＬＸＮＢ２ｐｒｏ ｔ ｅ ｉ ｎ

ｌ ｅｖｅ ｌ ｓｏｆ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６
－

３ｐｍ ｉｍ ｉ ｃｇｒｏｕｐ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ｗ ｉ ｔｈｎｅｇａｔ ｉ ｖ ｅｇｒｏｕｐ ，ｗａ ｓ

ｓ ｉ ｇｎ ｉ ｆ ｉ ｃａｎ ｔ ｌ ｙｄｅ ｃｒｅａ ｓ ｅ ｄ （ｐ＜０ ．０ １ ）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ｗ ｉ ｔｈ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６
－

３ｐｍ ｉｍ ｉ ｃｇｒｏｕｐ ，

ＰＬＸＮＢ２ｐｒｏ ｔ ｅ ｉ ｎｌ ｅｖ ｅ ｌ ｏｆｉ ｎｈ ｉ ｂ ｉ ｔ ｏｒ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ＴＦＳＣｇｒｏｕｐｗｅｒ ｅｓ ｉ ｇｎ ｉ ｆ ｉ ｃａｎ ｔ ｌ ｙ

ｕｐ
－

ｒｅｇｕ ｌａｔ ｅ ｄ
，ｗ ｉ ｔ ｈｓ ｔａｔ ｉ ｓ ｔ ｉ ｃａ ｌｄ ｉ ｆｆｅｒｅｎｃ ｅ（ｐ＜０ ． ０ １ ） ．

４ ．Ａｆ ｔ ｅｒ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６
－

３ｐｔｒａｎ ｓ ｆ ｅｃ ｔ ｉ ｏｎｔ ｏＥＶＴｃ ｅ ｌ ｌ ｓａｆ ｔ ｅｒ４８ｈ
，ＰＥＸ５ｐｒｏ ｔ ｅ ｉ ｎ

ｌ ｅｖ ｅ ｌ ｓｏｆ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６
－

３ｐｍ ｉｍ ｉ ｃｇｒｏｕｐ ，ｃｏｍｐａｒ ｅｄｗ ｉ ｔｈｎｅｇａｔ ｉ ｖ ｅｇｒｏｕｐ ，ｗａ ｓ

ｓ ｉ ｇｎ ｉ ｆ ｉ ｃａｎ ｔ ｌ ｙｄｅ ｃｒｅａ ｓ ｅｄ（ｐ＜０ ．０ ５ ）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ｗ ｉ ｔｈ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６
－

３ｐｍ ｉ ｍ ｉ ｃｇｒｏｕｐ ，

ＰＥＸ５ｐｒｏ ｔ ｅ ｉ ｎｌ ｅｖ ｅ ｌｏ ｆｉ ｎｈ ｉ ｂ ｉ ｔ ｏｒｇｒｏｕｐｗａ ｓｓ ｉ ｇｎ ｉ ｆ ｉ ｃａｎ ｔ ｌ ｙｕｐ
－

ｒ ｅｇｕ ｌ ａ ｔ ｅｄ
，ｗ ｉ ｔｈ

ｓ ｔａ ｔ ｉ ｓ ｔ ｉ ｃａ ｌｄ ｉ ｆｆｅｒｅｎ ｃ ｅ（ｐ＜０ ． ０ １ ） ，ｂｕ ｔＴＦＳＣｇｒｏｕｐｗ ｉ ｔ ｈｏｕ ｔｃｈａｎｇｅ ．

５ ．Ｄｕａ ｌｌ ｕ ｃ ｉ ｆｅｒａ ｓ ｅｒｅｐｏｒｔ ｅｒｇｅｎｅｓｈｏｗｅｄｔｈａｔｃｏｍｐａｒｅ ｄｗ ｉ ｔｈｔ ｈ ｅｗ ｉ ｌ ｄｔｙｐｅ

ＰＬＸＮＢ２
－

ＷＴ＋Ｎｏｎ
－

ｔａｒｇｅ ｔＣｏｎ ｔｒｏ ｌｇｒｏｕｐ ，ｔｈｅｆ ｌ ｕｏｒｅ ｓ ｃｅ ｉ ｎｅｘｐｒｅ ｓ ｓ ｉ ｏｎｌ ｅ ｖｅ ｌｏ ｆ

ＰＬＸＮＢ２
－

ＷＴ＋ｍ ｉ ｍ ｉ ｃｐｒｏ ｔ ｅ ｉ ｎｇｒｏｕｐｄ ｅｃｒｅａ ｓ ｅ ｄ
，ｗ ｉ ｔｈｓ ｉ ｇｎ ｉ ｆ ｉ ｃａｎｔｄ ｉ ｆｆｅｒ ｅｎｃ ｅ（ｐ＜

０ ．００ １ ） ；ｗｈ ｉ ｌ ｅｔｈｅＮｏｎ
－

ｔａｒｇｅ ｔｍｕ ｔａｎｔＰＬＸＮＢ２
－

Ｍｕｔ ＋Ｎｏｎ
－

ｔａｒｇｅ ｔＣｏｎ ｔ ｒｏ ｌｇｒｏｕｐｈａｄ

ｎｏｓ ｉ ｇｎ ｉ ｆ ｉ ｃａｎｔｄ ｉ ｆｆｅｒｅｎｃ ｅｃｏｍｐａｒｅ ｄｗ ｉ ｔ ｈＰＬＸＮＢ２
－

ＷＴ＋Ｎｏｎ
－

ｔａｒｇｅ ｔＣｏｎ ｔｒｏ ｌｇｒｏｕｐ ．

Ｔｈ ｅｆ ｌ ｕｏｒｅ ｓ ｃ ｅ ｉ ｎｅｘｐｒｅ ｓ ｓ ｉ ｏｎｏｆＰＬＸＮＢ２
－

Ｍｕ ｔ ＋ｍ ｉ ｍ ｉ ｃｇｒｏｕｐ ，ｃｏｍｐａｒｅ ｄｗ ｉ ｔｈ

ＰＬＸＮＢ２
－

Ｍｕ ｔ＋Ｎｏｎ
－

ｔａｒｇ ｅ ｔＣｏｎ ｔｒｏ ｌｇｒｏｕｐ ，ｗａ ｓａｌ ｉ ｔ ｔ ｌ ｅｌ ｏｗｅｒ
，ｗ ｉ ｔｈｏｕ ｔｓ ｔａｔ ｉ ｓ ｔ ｉ ｃａ ｌ

ｄ ｉ ｆｆｅｒｅｎｃ ｅ ．ＰＬＸＮＢ２ｗａ ｓｔ ｈ ｅｔａｒｇｅ ｔｇｅｎｅｏ ｆ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６
￣

３ｐ ．

６ ．Ｔｈ ｅｅｘｐｒｅ ｓ ｓ ｉ ｏｎｏ ｆＰＬＸＮＢ２ｉ ｎｓ ｐｏｎ ｔａｎ ｅｏｕ ｓｖ ｉ ｌ ｌ ｕ ｓｗａ ｓｄ ｅｃ ｒ ｅａ ｓ ｅｄｔ ｈａｎｉ ｎ

ｎｏａｍａ ｌｐｒｅｇｎａｎｃ ｙｖ ｉ ｌ ｌ ｕ ｓｂｙＷｅ ｓ ｔ ｅｒｎｂ ｌ ｏ ｔ ｔ ｉ ｎｇ ．

五 ． ＴＦＳＣ
ｐｒｏｍｏ ｔ ｅｔｈｅｍ ｉ ｇｒａｔ ｉ ｏｎａｎｄｉ ｎｖａ ｓ ｉ ｏｎｏｆＥＶＴｃ ｅ ｌ ｌ ｓｂ ｙｔ ａｒ ｔ ｅ ｔ ｉ ｎｇ

ＭＭＰ９

１ ．Ｔｈｅｅｘｐｒｅ ｓ ｓ ｉ ｏｎｏｆＭＭＰ９ｍＲＮＡｉ ｎＥＶＴｃ ｅ ｌ ｌ ｓｗａ ｓｏｂｖ ｉ ｏｕ ｓ ｌ ｙｉ ｎｃｒｅａ ｓ ｅｄａｆｔ ｅｒ

０ ．５ｕ
ｇ／ｍ ｌ

，１ｙｇ／ｍ ｌａｎｄ５ｕ
ｇ／ ｒｎ ｌＴＦＳＣｔ ｒｅａ ｔｍｅｎｔ

，ＭＭＰ９ｐｒｏｔ ｅ ｉ ｎｗａ ｓｉ ｎ ｃｒｅａ ｓ ｅ ｄａｆｔ ｅｒ

１ｕｇ／ｍ ｌａｎｄ５ｕｇ／ｍ ｌＴＦＳＣ
（ｐ ＜ ０ ．０ １ ） ．ＴｈｅｍＲＮＡａｎｄｐｒｏ ｔ ｅ ｉ ｎｅｘｐｒｅ ｓ ｓ ｉ ｏｎｗｅｒｅｑｕ ｉ ｔ ｅ

ｄ ｉ ｆｆｅｒｅｎ ｔｂ ｅ ｔｗｅｅｎ８ｈａｎｄ１ ２ｈＴＦＳＣｔ ｒｅａ ｔｍｅｎ ｔｉ ｎｔｈｅｄｏ ｓａｇｅｏｆ１ｕｇ／ｍ ｌ（ｐ ＜ ０ ．０ １ ） ．

２ ．ＯｎＭＡＰＫｓ ｉ ｇｎａ ｌ ｉ ｎｇｐａｔｈｗａｙ ，１ｕ
ｇ／ｍ ｌａｎｄ５ｕｇ／ｍ ｌＴＦＳＣｕｐ

－

ｒｅ ｇｕ ｌ ａｔ ｅ ｄｐ
－

ＥＲＫ

ｘ



ｌ ｅｖｅ ｌ
，ｗ ｉ ｔｈｏｕｔｃｈａｎｇ ｉｎｇ

ｔ ｏｔａ ｌＥＲＫ （ｐ＜０ ．０５ ） ．１ｕｇ／ｍ ｌＴＦＳＣｉ ｎｃｒｅａｓ ｅｄ
ｐ
－

ＥＲＫｌ ｅｖｅ ｌ ｓ

ｉ ｎｄ ｉ ｆｆｅｒｅｎｔｔ ｉｍｅｐｏ ｉ ｎｔ（ ｌ ｈ ，２ｈ
，８ｈ ） ，ｅ ｓｐｅｃ ｉ ａ ｌ ｌ ｙｉ ｎｌ ｈ

，ｗ ｉ ｔｈｔｈｅｍｏ ｓ ｔｏｂｖ ｉ ｏｕ ｓ

ｉ ｎｃｒｅａｓ ｅｉｎｐ
－

ＥＲＫｅｘｐｒｅ ｓ ｓ ｉ ｏｎ ．ＴＦＳＣｉ ｎｃｒ ｅａ ｓ ｅｄｐ３８ｐｈｏ ｓｐｈｏｒｙ ｌａｔ ｉ ｏｎｉｎａ

ｄｏ ｓ ｅ
－

ｄｅｐ ｅｎｄｅｎｔｍａｎｎｅｒ ，ｗｉ ｔｈｏｕｔｃｈａｎｇ ｉｎｇｔｏｔａ ｌｐ３８ （ｐ＜０ ． ０ １ ） ．

３ ．ＯｎＡＫＴｓ ｉ ｇｎａ ｌ ｉ ｎｇｐａｔｈｗａｙ ，１ｕｇ／ｍ ｌａｎｄ５Ｐ
ｇ／ｒａ ｌＴＦＳＣｉ ｎｃｒ ｅａｓ ｅｄｐ

－

ＡＫＴ （３０８ ）

ｉ ｎＥＶＴｃ ｅ ｌ ｌ ｓｂｕｔｎｏｃｈａｎｇｅ ｓｉ ｎｔ ｏ ｔａ ｌＡＫＴｅｘｐｒｅ ｓ ｓ ｉ ｏｎ （ｐ ＜０ ． ０ ５ ） ．５ ｙｇ／ｍ ｌＴＦＳＣ

ｉｎｃｒｅａｓ ｅｄｐ
－

ＡＫＴ （４７ ３ ）ｉｎＥＶＴｃｅ ｌ ｌ ｓａ ｌ ｓｏｗ ｉ ｔｈｏｕｔｃｈａｎｇｅ ｓｉｎｔｏｔａ ｌＡＫＴ （ｐ ＜０ ．０５ ） ．

Ｔｒ ｅａｔ ｅｄｗ ｉ ｔｈ１ｕ
ｇ／ｍ ｌＴＦＳＣｆｏｒｔｈｅｉｎｄ ｉ ｃａｔ ｅｄｔ ｉｍｅ ｓ（ １ ，２ ，４ ，８ ，１ ２ｈ ） ，ｐ

－

ＡＫＴ （３０８ ）

ａｎｄｐ
－

ＡＫＴ
（
４７ ３ ）ｗｅｒ ｅｕｐ

－

ｒｅ ｇｕ ｌａｔ ｅｄｉｎｌｈ （ｐ＜ ０ ．０ ５ ） ．

４ ．ＯｎＮｏｔ ｃｈｓ ｉ ｇｎａｌ ｉ ｎｇｐａｔｈｗａｙ ，ｃｏｍｐａ ｉｒｅ ｄｗ ｉ ｔｈ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 ｌｇｒｏｕｐ ，
ＴＦＳＣ

ｈ ｉ ｇｈ ｌｙ
ｕｐ

－

ｒｅｇｕ ｌ ａｔｅｄＮｏ ｔ ｃｈ ｌａｎｄＮｏ ｔ ｃｈ２ｅｘｐｒｅ ｓ ｓ ｉ ｏｎｉｎＥＶＴｃ ｅ ｌ ｌ ｓ（ｐ ＜０ ．０ １ ） ．Ｔｒｅａｔ ｅ ｄ

ｗ ｉ ｔｈ１ｕｇ／ｍ ｌＴＦＳＣｆｏｒｔｈｅｉｎｄ ｉ ｃａｔ ｅｄｔ ｉｍｅ ｓ（ １ ，２
，

４
，

８
，

１ ２ｈ ） ，Ｎｏ ｔｃｈ２ｗａｓ

ｉ ｎｃｒｅａｓ ｅｄｉ ｎｌｈａｎｄ８ｈ
，ｅ ｓｐｅｃ ｉ ａ ｌ ｌ ｙｉｎ８ｈ（ｐ ＜０ ． ０ １ ） ，ｗｈ ｉ ｌ ｅＮｏｔ ｃｈ ｌｎｏｔ ．

Ｃｏｎｃ ｌ ｕ ｓ ｉ ｏｎ （ ｓ ）

１ ．Ｔｈｅｅｘｐｒｅ ｓ ｓ ｉ ｏｎｏｆ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６
－

３ｐｗａ ｓｕｐ
－

ｒｅｇｕ ｌ ａｔ ｅｄｉ ｎｔｈｅｓｐｏｎｔａｎｅｏｕ ｓ

ａｂｏｒｔ ｉ 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ｏｖｅｒｅｘｐｒｅ ｓ ｓ ｉ ｏｎｏｆｍ ｉＲＮＡ
－

１ ２６
－

３ｐｃｏｕ ｌ ｄｉｎｈ ｉ ｂ ｉ ｔｔｈｅｍ ｉ ｇｒａｔ ｉ 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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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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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 丝子总黄明调控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 ６
－

３ ｐ 促进 滋 养细胞侵袭 功 能机 制研 究


引言

自然流产 （ ｓｐｏｎｔ ａｎ ｅｏｕ ｓａｂｏｒ ｔ ｉ ｏｎ ， ＳＡ ） 是指怀孕至 ２０ 周 以前发生的流产现象 ，

是妇产科常见的生殖障碍疾病 ， 其中 １ ０％的 自 然流产可在临床上确诊 ， ２０％的 自 然流产

在下次月 经来潮前 已经发生 。 近年来临床上所见的 自然流产的发生率逐年增高 ， 在备

孕的夫妇之中高达 １％可能发生 自 然流产 ， 其中发生 ２ 次 以上的 自 然流产率高达 ５％以

上
［ １ ］

。 自然流产发生率如此之高 ， 严重影响 了夫妇怀孕甚至正常生育 ， 然而其发病机

制 尚未完全明确 ， 目 前 己有研宄报道主要包括基因 突变 （染色体异常 ） ， 免疫因素 ，

血栓形成倾向 、 内分泌及代谢因素 、 子宫形态异常 、 感染 、 环境或者个人习惯以及不

明原因 的 自然流产等
［ １

‘
２ ］

。

正值国家放开二胎政策的实施 ， 妊娠患者将会比 以往增加 ， 且孕妇年龄亦可能增

加 ， 可 以想象前来就诊患者可能发生 自然流产的机率将有可能随之升高 。 因此 ， 研宄

自 然流产的发病机理对指导临床上治疗 自 然流产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 其 中 ， 滋养细胞

是受精卵着床后妊娠过程中最重要的
一

环 ， 侵袭能力是滋养细胞重要的功能 ， 滋养细

胞正常发挥其侵袭功能 ， 是维持正常妊娠的关键环节 ， 如果滋养细胞的功能失调 ， 易

出现胎儿畸形 ， 胎儿生长阻滞 ， 自然流产 ， 死胎等 ； 如当侵袭功能过强 ， 易造成胎盘

植入或绒毛膜癌 ， 大 出血而危害母体生命 ； 而当侵袭功能不足 ， 易 引 发 自然流产或先

兆子痫 。 因此研宄滋养细胞的迁移和侵袭功能及其调控机制对 了解 自 然流产发生和预

防很有意义 。

ｍ ｉ ＲＮＡ 是非编码的小 ＲＮＡ ， 学术界发现 ｍ ｉ ＲＮＡ 的变化会影响细胞的功能 ， 如增殖 ，

迁移和侵袭等 。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６
－

３ｐ 被发现在先兆子痫的发生具有重要作用 ， 而先兆子痫和

自 然流产都有可能是因为滋养细胞的侵袭过强或不足引起 ， 因此 ，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６
－

３ｐ 在 自

然流产 中是否发挥着 同样作用 以及其是否引 起滋养细胞的侵袭功能改变是值得深入

探讨的课题 。

我们的前期研宄表明 中药提取物菟丝子总黄酮可以防治 自 然流产 ， 且临床疗效显

著 ， 并提出其作用可能是通过影响滋养细胞的功能而实现的 ， 但其确切 的分子机制 尚

不明确 ， 本课题将重点研宄菟丝子总黄酮如何通过 ｒａ ｉ ＲＮＡ
－

１ ２６
－

３ｐ 来调控滋养迁移和

侵袭细胞功能 ， 明确菟丝子总黄酮的补肾安胎的疗效与机制 ， 以便更好的指导临床用

药 。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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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丝子 总 黄酮调控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６
－

３ ｐ 促进 滋 养 细胞侵袭功 能机制研 究


第一章 文献综述

第
一节 自然流产机制研究

自然流产的临床发生机制 尚未明确 ， 目 前提出 的可能因素主要包括染色体异常 ，

免疫因素 ， 血栓形成 ， 代谢与 内分泌因素 ， 且有
一

些表现为子宫形态解剖异常 ， 或者

环境因素、 感染因素 ， 以及
一

些不明原因 的 自然流产等 。

一

、 基因 因素 （染色体异常 ）

染色体异常是导致 自然流产发生常见的原因 ， 在对 １ ４ １ ４ 对夫妇得研宄中发现 ，

存在 ３ 个染色体异位的女性携带者 （ 男性染色体正常 ） ， 亦可生育 出染色体正常的健

康婴儿 。 按照遗传学原理 ， 在携带 ３ 个染色体异位的女性后代中 ， １ ２ ．５％可能性是正

常染色体 ，
１ ２ ．５％可能性是染色体平衡易位 ， ７ ５％可能性会出现染色体失衡 ， 大约 ０ ．１％

的机会会出现 ＲＳＡ
［
３

］

。 对发生不 明原因的 １ ２９ 例 ＲＳＡ 患者对 比 １ ８３ 例正常妊娠妇女染

色体进行检查 ， 发现 ＵＲＳＡ 患者体 内 出现 ＥＳＲ １ 基因 的多态性 ， ＵＲＳＡ 患者 ＥＳＲ １ 基因上

Ｐｖｕ Ｉ Ｉ Ｃ 和 Ｘｂａ ｌＧ 高度表达 ， 而正常妊娠妇女则没有发现 。 同时提出 Ｘｂａ ｌＧ 上 ＧＧ 基

因型及 Ｐｖｕ Ｉ Ｉ Ｃ／Ｘｂａ ｌＧ 上 Ｃ
－

Ｇ 单体型是造成 ＵＲＳＡ 的危险因子
ｗ

。 进
一

步对流产患者

基因组的 ｍ ｉ ｃｒｏＲＮＡ 进行系列研宄 ， 血清 内检测到差异 ， 包括 Ｄ Ｉ ＣＥＲｒ ｓ ３ ７４ ２ ３ ３０ ，ＤＲＯＳＨＡ

ｒ ｓ ｌ ０ ７ １ ９ ， ＲＡＮＧＴＰａ ｓ ｅ（ＲＡＮ ）ｒ ｓ ｌ ４０ ３ ５和ｅｘｐｏｒ ｔ ｉ ｎ
－

５（ＸＰ０５ ）ｒ ｓ ｌ ｌ ０ ７ ７ ， 利用ＭＤＲ

方法检测该 四种多态性基因 间 的联系 ， 结果得 出 ＲＡＮｒ ｓ ｌ ４ ０ ３ ５ＣＣｇ ｅｎｏ ｔ ｙｐ ｅａｎｄＤ Ｉ ＣＥＲ

ｒ ｓ ３ ７４２ ３ ３０／ＤＲＯＳＨＡｒ ｓ ｌ ０ ７ １ ９ＧＧ／ＴＣ＋ＣＣ ，ｒ ｓ ３ ７４２３ ３０／ＲＡＮｒ ｓ ｌ ４０ ３ ５ＧＧ／ＣＣ ，Ｄ ＩＣＥＲ

ｒ ｓ ３ ７４２ ３ ３０／ＸＰ０５ｒ ｓ ｌ ｌ ０ ７ ７ＧＧ／ＡＣ＋ＣＣ联合能够增加ＲＰＬ的危险 ， 而ＲＡＮｒ ｓ ｌ ４０ ３ ５ＣＴ ，

Ｄ ＩＣＥＲｒ ｓ ３ ７４２ ３ ３０／ＲＡＮｒ ｓ ｌ ４０ ３５ＡＡ＋ＡＧ／ＣＴ＋ＴＴ ，ＤＲＯＳＨＡｒ ｓ ｌ ０ ７ １ ９／ＲＡＮｒ ｓ ｌ ４０ ３ ５

ＴＣ＋ＣＣ／ＣＴ＋ＴＴ ， ＲＡＮｒ ｓ ｌ ４０ ３ ５ ／ＸＰ０５ｒ ｓ ｌ ｌ ０ ７ ７ＣＴ＋ ＴＴ／Ｍ联合能够减少
ＲＰＬ的危险 。 Ａ

－

Ｔ
－

Ｔ
－

Ｃ

ａｎｄＧ
－

Ｃ
－

Ｔ
－

Ａ 等位基因联合在 ＲＰＬ 患者中表达显著增高
Ｍ

。 研宂还发现 ＲＳＡ 患者基因

中 ＨＬＡ
－

Ｇ５
’

上游基因也表达异常
［ ６ ］

， ＲＳＡ 患者绒毛组织的 ＦＫＢＰ５ ２ 水平降低＇而 ＨＭＧＢ １

水平升高
［
８

］

。 在对 ＲＳＡ 患者 内纤溶系统的研宄中 ， 发现纤溶系统会引 起 ＲＳＡ 的发生 ，

其ＰＬＡＵＲｒ ｓ ４２ ５ １ ９２ ３ ，ＳＥＲＢＰ２ｒ ｓ６０９８和ＳＥＲＢＰ２ｒｓ６ １ ０３的基因多态性是造成ＲＳＡ的

危险因子
［
９

］

。

通过对 比研宄 ３ ２ 例 ＲＳＡ 和 ３５ 例有过正常妊娠的妇女早期妊娠时

ｋ ｉ ｓ ｓｐ ｅｐ ｔ ｉ ｎ／ＧＰＲ５ ４ 和 Ｐ ＩＢＦ／ＰＲ 在滋养细胞和蜕膜细胞上的表达差异 ， 结果发现 ，

ｋ ｉ ｓ ｓｐｅｐ ｔ ｉ ｎ 在两组患者的合体滋养细胞 ， 细胞滋养细胞和蜕膜中都有表达 ， 但在 ＲＳＡ

患者水平中较低 ；
ＧＰＲ５４ 在合体滋养细胞和蜕膜中有表达 ， 在 ＲＳＡ 患者的合体滋养细

胞中表达水平显著降低 ；
ｋ ｉ ｓ ｓ ｐ ｅｐ ｔ ｉ ｎ／ＧＰＲ５４ 在蜕膜细胞联合表达下降可能与 ＲＳＡ 发生

有关 。 对于 ＲＳＡ 患者 ， ＰＲ 在蜕膜细胞上表达下降 ， ＨＢＦ 在滋养细胞和蜕膜的表达显

著下降 ， 尤其是在合体滋养细胞中 ， 而且 Ｐ ＩＢＦ 与 在蜕膜细胞上表达有相关性 ； 另

外滋养细胞和蜕膜细胞上 ｋ ｉ ｓ ｓ ｐｅｐ ｔ ｉ ｎ 的表达与 Ｐ ＩＢＦ 有关
？

。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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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免疫因素

免疫因素是临床 ＲＳＡ 患者排查流产原 因常需考虑的 因素 ， 在临床统计研宄 １ １ ４ ０

个 ＲＳＡ 患者 ， 发现患者免疫学检测血清 ＶＥＧＦ 和 ｓ ＦＨ １ 水平较正常妊娠患者高 ， 从而

得 出 ＶＥＧＦ 和 ｓＦ Ｉ Ｔ
－

１ 可能与 ＲＳＡ 发病机制有关
［

１ １
］

。 另外发现 ＲＳＡ 患者中 Ｔｈ ｌ ７ 细胞水

平升高 ， 而 Ｔｒ ｅ ｇ 细胞水平降低 ， 血清 中 Ｔｒ ｅｇ 相关因子 ＴＧＦ 、 Ｔｈ２ 分泌增加 ， 而 Ｔｈ ｌ ７

相关因子 Ｉ Ｌ
－

１ ７Ａ 、 Ｔｈ ｌ 因子分泌减少 ， Ｔｈ ｌ ７ 和 Ｔｒ ｅ ｇ 水平的失衡可能是导致流产的原

因
：

１ ２
．

】 ３
］

。

三 、 血管生成因素 （血栓 ）

Ｄ ｅ ｎ ｄｒ ｉ ｎｏ ｓ５
［

１ ４
］

等通过临床调查 １ ００ 个希腊 ＲＳＡ 患者和 １ ０ ０ 个正常妇女中 （无血

栓形成疾病 ） ， 发现 １ ５ 个 Ｒ ＳＡ 患者 ＦＸ Ｉ Ｉ 活动缺乏 ， 而所有正常妇女 中则见 ， 从而提

出 ＦＸ Ｉ Ｉ 的缺乏与希腊人群罹患 ＲＳＡ 息息相关 。 与此 同时 ， 有血栓形成倾 向 的患者 ，

自 然流产的发生率是正常妊娠患者 的 ２ ．９ 倍
［ １ ５ ］

。

四 、 代谢及 内 分泌因素

代谢功能的异常可能是 引 发 ＲＳＡ 的病理机制 ， 在利用 １Ｈ 丽Ｒ 检测和多元统计方

法计算 ＲＳＭ 患者血清 中代谢组分后 ， 发现在 Ｉ ＲＳＭ 患者血清样本的代谢组分 ， 包括赖

氨酸 、 精氨酸 、 谷氨酸盐 、 组氨酸 、 苏氨酸 、 苯基丙氨酸 、 络氨酸表达调控上调 ， 此

类代谢组分可能参与患者子宫 内膜容受性的炎症反应和血管功能障碍 ， 因此阐 明维持

代谢成分平衡机制可 以防治 Ｉ ＲＳＭ 的发生
［

１ ６
］

， 但不
一

定与患者 ＧＳＴＡ １（ｒ ｓ ３ ９ ５ ７ ３ ５ ７ ） 有关

［
１ ７

］

。 临床上 出现的部分 内 分泌 因素 引 起的 自 然流产也很多见 ， 如 甲状腺功能减退
［

１ ＂ １ ９
］

，

ＰＣ０Ｓ
［
２ ° ］

等疾病都会有可能 引 发 自然流产的发生 。

总体而言 ， 己有众多学者研宄 了 自 然流产的发病机制 ， 主要 的发现几乎都属于 以

上几种 ， 却均未得到确切 的证实 ， 仍 尚需继续深入研宄其具体发病原 因 。 滋养细胞是

胚胎着床后继续生长发育 的重要参与者 ， 发挥着重要 的作用 ， 是探讨 自然流产病因必

不可少 的对象 ， 因此我们将从另
一

方面
一

滋养细胞的功能入手来研宄 自 然流产的发病

机制 。

第二节 滋养细胞的功能

滋养细胞来源于胚胎外 的滋养层 ， 其包括细胞滋养细胞 （ 〇＾１ ； 〇 １ １

＇

０？ １１ 〇 １３ １ ３ ５ １： ， （ ： １

＇

） 、

合体滋养细胞 （ ｓ ｙｎ ｃ ｙ ｔ ｉ ｏ ｔ ｒ ｏｐ ｈ ｏｂ ｌ ａ ｓ ｔ ， ＳＴ ） 和 中 间型滋养细胞 。 其 中在域毛膜部分

的滋养细胞称为绒毛滋养细胞 ， 其他部位的为绒毛外滋养细胞 （ ｅｘ ｔ ｒａｖ ｉ ｌ ｌ ｏｕ ｓ

ｔ ｒ ｏｐｈｏｂ ｌ ａ ｓ ｔ ， ＥＶＴ ）
［ ２ １ ］

。 滋养细胞和蜕膜细胞是胚胎发育过程中相辅相成 ， 其功能的

正常发挥对维持正常妊娠有重要的意义 。 滋养细胞在胚胎植入和母体子宫 内膜的蜕膜

化侵入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 。 滋养细胞的功能包括增殖 、 凋亡 、 迁移 、 侵袭 以及血管

生成等 ， 如果滋养细胞的功能失调 ， 易 出现胎儿畸形 ， 胎儿生长阻滞 ， 自然流产 ， 死

胎等 ； 如侵袭功能过强 ， 易造成胎盘植入或绒毛膜癌 ， 大 出血而危害母体生命 ； 如侵

袭功能不足 ， 易 引 发 自 然流产或先兆子痫 ， 胎儿生长阻滞等临床常见妇产科疾病
［ａ ２ ３

］

。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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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 ， 研宄滋养细胞的功能于调控机制对阐 明 自然流产的发病机制有重要的作用 。

—

、 细胞凋亡

Ｄ ｅｎｇｈｕａＷｅ ｉ

［
２４ ］

＊人研宄 ５ ３ 个不明原因复发性流产患者和 ３２ 个正常妊娠患者的

绒毛组织 ， ｑＰＣＲ 和免疫组化方法检测绒毛组织 ｐ ５ ３ 的表达和凋亡率 ， 结果发现不明原

因复发性流产患者的绒毛组织 Ｐ ５ ３ 的表达 比正常组升高 ， 凋亡率也随着增加 。 另外 ，

研究发现流产组织中 ＣＤＫＮ １Ａ 和 ＢａｘｍＲＮＡ 的表达升高 ， 凋亡率同样增加
［
２５

］

。 通过光镜

和免疫组织化学法分析凋亡调控蛋 白 Ｂ ｃ ｌ
－

２ 和 Ｂａｘ 在流产患者绒毛组织的表达 ， 得出

稽留流产患者绒毛滋养细胞比对照组的凋亡指数明显增高 ， Ｂａｘ 阳性表达率增加 ， 而

Ｂｃ ｌ
－

２ 的表达阳性率下降 ， Ｂｃ ｌ
－

２ ／Ｂａｘ 的 比值也下降 ， 以此导致稽留流产
［
２６

＼

在体外实验中 ， 通过 Ｐｅｒｃ ｏ ｌ ｌ 梯度离心法提取早孕原代滋养细胞 ， 然后用

１ ０Ｕ
ｇ／ｍ ｌ 和 １ ００ｕ

ｇ／ｍ ｌ 的肿瘤坏死因子 ａ（ ＴＮＦ
－

ａ） 进行干预 ， 利用 ＲＴ
－

ＰＣＲ 法测定

Ｂａｘ 和 Ｂ ｃ ｌ
－

２ 的基因表达水平 ， ＴＵＮＥＬ 法测定细胞凋亡的数 目 ， 结果显示 ， 与对照组

相 比 ， ＴＮＦ
－

ａ 能够增加 Ｂａｘ 的表达水平 ， 促进细胞凋亡 ， 且浓度越高 ， Ｂａｘ 表达越高 ，

细胞凋亡数 目越多 ， 而 Ｂｃ ｌ
－

２ 的表达则无统计学意义 。 进
一

步实验证明 ＴＮＦ
－

ａ 能够诱

导早孕细胞滋养细胞的凋亡
［ ２７ ］

。 另外 ， ＥＧＦ 能够通过上调 ＰＫＢ ａ ／ＡＫＴ 的磷酸化水平来

减少滋养细胞的凋亡 ， 敲除 ＥＧＦＲ 信号通路后 ， 滋养细胞的凋亡率增加
？

。

二 、 细胞增殖

不同的 因子如转录因子 ， 特定因子 ， 激素 ， 生长因子 ， 细胞因子等都可能参与到

滋养细胞的增殖过程 。 如实验发现表皮生长因子 （ ＥＧＦ ） 、 白 血病抑制 因子 （ Ｌ ＩＦ ） ， 血

管 内皮生长因子 （ ＶＥＧＦ ） ， 粒细胞刺激因子 （ Ｇ
－

ＣＳＦ ） 和转化生长因子 （ ＴＧＦ ） 能够调

节滋养细胞 ＨＴＲ
－

８／Ｓｖｎｅｏ 细胞株的增殖 ， 而且 Ｌ ＩＦ 可通过 ＥＲＫ １ ／２ 信号通路调节滋养

细胞的增殖活力
［ ２９ ］

。 继续研宄 ＥＧＦ 对滋养细胞增殖的调控功能时 ， 发现过表达和

ｓｈＦｏｘＭ ｌ 成功转染至 ＪＡＲ 细胞 ， 过表达 ＦｏｘＭ ｌ 能够促进 ＪＡＲ 细胞的增殖 ， 迁移和侵袭 ，

ＥＧＦ 能够上调 ＦｏｘＭ ｌ 的表达 ， 呈时间和剂量依赖性 ， ＭＭＰ２ 表达升高 ， 且是通过 ＥＲＫ 信

号通路实现对 ＦｏｘＭ ｌ 的上调 ， 促进滋养细胞的增殖 、 侵袭和迁移 。 体内动物实验也证

明沉默 ＦｏｘＭ ｌ 后 ， 大 鼠子宫变薄和充血 ， 间质细胞遭到破坏 。 因此说明 ， ＥＧＦ 能够通

过上调 ＦｏｘＭ ｌ 促进滋养细胞的增殖 、 侵袭
［
３°

］

。 而磷蛋 白 ＳＴＭＮ １ ， 实验发现其与 自 然流

产息息相关 ， 经过在原代培养滋养细胞和 ＨＴＲ
－

８／Ｓｖｎｅｏ 细胞株研宄发现在敲除 ＳＴＭＮ １

后下调 Ｎ
－钙粘蛋 白 ， 上调 Ｅ

－钙粘蛋 白 的表达 ， 影响细胞质核移位 ， 下调 ＭＭＰ ｓ 表达 ，

从而降低滋养细胞的增殖 ， 迁移和侵袭能力 。 进
一

步还发现 ＴＮＦ
－

ａ 能够下调 ＳＴＭＮ １

的表达 ， 降低 ＴＮＦ
－

ａ 表达后滋养细胞迁移和侵袭功能也相对降低 ， 因此说明 ＳＴＭＮ １

在 自 然流产中其重要作用 ， 其表达异常能够影响滋养细胞的增殖 ， 侵袭等功能
［
３ １

］

。

另外 ， 在研究人重组 Ｈ２ 松弛素 （ ｒＨ２ 松弛素 ） 对滋养细胞的作用时发现 ， 在

ＨＴＲ
－

８／Ｓｖｎｅｏ 细胞株加入 ｌ ｎｇ／ｍ ｌ 的 ｒＨ２ 松弛素 ， ＡＫＴ 和 ＧＳＫ３Ｐ 的磷酸化水平升高 ，

且呈时间依赖性 ， 同时能增加细胞株的增殖能力 ， 因此说明 Ｐ Ｉ ３Ｋ／ＡＫＴ 通路可能激发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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滋养细胞的增殖
［
３ ２

］

。 其 中细胞质酶吲哚胺 ２
，
３
－

二氧化酶 （ １ ００ ） ， 能够通过 ３１々１３ 信号

通路 ， 增加 口
－

３ １４１３ 和 ＿ ９ 的表达 ， 从而促进滋养细胞的增殖和迁移 ， 由此说明 Ｉ Ｄ０

的表达水平的失调可能与不 明原 因 的 自 然流产患者流产病 因有关
：

３ ３
］

。

三 、 细胞侵袭与迁移

Ｐ Ｉ ３ Ｋ／ＡＫＴ 通路不仅影响滋养细胞的增殖功能 ， 还可能影响滋养细胞的侵袭和迁移

功能 。 有学者 研宄 ⑶Ｘ Ｉ 能够抑制 ＨＴＲ ８／Ｓ ｖｎ ｅ ｏ 细胞株的侵袭能力 ， 通过在细胞株

内 转染 ⑶ ）（ １ 后 ， 发现过表达 ⑶Ｘ Ｉ 能够降低滋养细胞的侵袭能力 ， 但不影响细胞的增

殖活力 ， 进
一

步发现 ， 过表达 ⑶Ｘ Ｉ 通过抑制 ＭＭＰ
－

９ 的表达 ， 增加 Ｈ ＭＰ
－

１ 的表达来影

响滋养细胞的侵袭 ， 具体研宄后 ， 在滋养细胞上过表达 ＣＤＸ １ 后 ， Ｐ Ｉ ３Ｋ／ＡＫＴ 信号通路

未见 明显变化 ， 而利用 哌立福辛抑制 Ｐ Ｉ ３Ｋ 信号后 ， 能够增加 ⑶ ）（ １ 的表达 ， 相对比对

照组 ， 仅过表达 ＣＤＸ １ 能减少滋养细胞的侵袭 （ ２ ６％ ） ， 而同时过表达 ＣＤＸ １ 和抑制 Ｐ Ｉ ３Ｋ

信号 ， 滋养细胞侵袭降低至 １ ５％ ， ＭＭＰ
－

９ 活力也降低 。 因此说明 ， Ｐ Ｉ ３Ｋ／ＡＫＴ 能够抑制

ＣＤＸ １ 的表达 ， 可能与 ＣＤＸ １ 协 同影响滋养细胞的侵袭 。 然而 ， 在研宄 ＣＤＸ２ 时 ， 过表达

ＣＤＸ２ 同样不影响细胞的增殖活力 ， 但与 ⑶Ｘ Ｉ 不 同 的是 ， 过表达 ＣＤＸ２ 能够增加细胞的

侵袭能力 ， 增加 ＭＭＰ
－

９ 的表达 ， 抑制 Ｔ Ｉ ＭＰ
－

１ 的表达 ， 抑制 Ｐ Ｉ ３Ｋ／ＡＫＴ 信号通路能够降

低 ＣＤＸ ２ 的表达 。 总 的来说 ， Ｐ Ｉ ３Ｋ／ＡＫＴ 信号通路能够调控 ＣＤＸ １ 和 ＣＤＸ２ ， 影响 ＭＭＰ
－

９

的表达 ， 来调节滋养细胞的侵袭 ， 这为研宄与妊娠相关疾病的机制提供 了重要 的作用
［
３ ５ ］

〇

另外 ， 在研宄细胞因子类对滋养细胞侵袭和迁移功能的影响 ，
Ｍ ．Ｊｏｖａｎ ｏｖ ｉ ｃ

Ｋｒ ｉ ｖｏｋｕ ｃａ
［
３ ６

］

研宄 巨噬细胞趋化抑制因子 （ Ｍ Ｉ Ｆ ） 对绒毛滋养细胞和绒毛外滋养细胞的

影响 ， 实验结果 同样发现 ，
Ｍ ＩＦ 也能够增加 ＭＭＰ

－

９ 的表达 ， ｒｈＭ ＩＦ 的作用下 ， 两种细

胞的侵袭和迁移能力增加 ， 合体滋养细胞 内 ＭＭＰ ２ 和 ＨＴＲ
－

８ ／ＳＶｎ ｅｏ 细胞 内 ＭＭＰ ９ 表

达也 同样升高 ； 而在 Ｉ Ｓ０ １ 抑制剂作用 下 ， 合体滋养细胞和 ＨＴＲ ８／Ｓ ｖｎ ｅ ｏ 细胞株的侵

袭和迁移能力 降低 ， 说明 Ｍ Ｉ Ｆ 能够促进细胞的迁移和侵袭 。 同样发现 ＭＭＰ
－

９ 在滋养细

胞有表达差异 ，
Ｌ ｅ ｉ ｌ ｅ ｉ Ｗａｎｇ

＃

研宄层粘连蛋 白受体 （ ＬＲ １ ） 对缺氧诱导条件下滋养细

胞样细胞 （ ＪＥＧ ３ 和 Ｂ ｅｗｏ 细胞株 ）的迁移和侵袭功能的影响 ， 通过划痕实验 ， Ｔｒａｎ ｓｗｅ ｌ ｌ
，

ＲＴ
－

ＰＣＲ 和 Ｗｅ ｓ ｔ ｅｒａ ｂ ｌ ｏ ｔ 等实验 ， 发现当缺氧诱导 因子 ｌ ａ（ Ｈ ＩＦ
－

ｌ ａ
） 引 发的缺氧条

件下 ， ＪＥＧ３ 细胞 内 ＬＲ １ 的表达 ， 当敲除 ＬＲ １ 的时候 ， 缺氧状况下 ＪＥＧ３ 细胞 内 ＭＭＰ ９

的活力 降低 ， 过表达 ＬＲ １ 时 ， ＪＥＧ３ 细胞的迁移和侵袭能力增加 ， ＭＭＰ
－

９ 的活力和表达

都升高 。 因此说明 ＬＲ １ 参与滋养细胞缺氧过程 ， 能够部分调控 ＭＭＰ
－

９ 表达 。 另外发现 ，

瘦素 （ Ｌｅｐ ｔ ｉ ｎ ） 能通过 Ｎｏ ｔ ｃ ｈ ｌ 和 Ｐ Ｉ ３Ｋ／Ａｋ ｔ 通路的相互影响来上调 ＭＭＰ １ ４ 的表达 ， 增

加滋养细胞 ＨＴＲ
－

８ ／Ｓｖｎ ｅｏ 的迁移和侵袭能力
［
３ ８

］

。

除此之外 ， Ｓ ＣＤ １ ４ ６ 也能够调节滋养细胞的迁移 ， 体外实验结果发现 Ｓ ＣＤ １ ４６ 能够

抑制 ＨＴＲ
－

８ ／Ｓ ｖｎ ｅｏ 的迁移和侵袭能力 ， 而不影响细胞的增殖和凋亡能力 。 在正常妊娠

过程 中 ＳＣＤ １ ４ ６ 的表达量显著降低 。 体 内动物实验也发现 ＳＣＤ １ ４６ 能够降低小 鼠 的生育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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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 ＳＣＤ １ ４６ 可能可 以作为胎盘血管生成的标记物和治疗妊娠病发病的靶点
［ ３９ ］

。 研宄环

孢素 ＣｓＡ诱导后原代滋养细胞侵袭功能 ， 发现在加入外源性的 ＴＧＦ
－

ｅ１ 和 ＴＧＦ
－

ｅ２ 后 ，

Ｃ ｓＡ 诱导人滋养细胞侵袭 、 迁移 、 活力 的作用减弱 ， 加入中和性抗体 ， 则作用加强 ；

Ｃ ｓＡ 能够抑制滋养细胞分泌 ＴＧＦ
－

Ｐ２ ， 呈剂量依赖性 ， 但不影响 ＴＧＦ
－

ｇ１ 的分泌 。 因

此 Ｃ ｓＡ 发挥其免疫抑制性可能是通过下调 ＴＧＦ
－

０２ 来促进滋养细胞的侵袭
［ ４ ° ］

。

四 、 细胞血管生成

血管 内皮生长因子 （ ＶＥＧＦ
－

Ａ ） 是最常用于研宄滋养细胞血管生成的血管生成因子

［
２３ ］

。 Ｖ ｉ ｃ ｔ ｏｒ Ａ ． Ｆｒａｎｃ ｉ ｓ

Ｍ
研宄 Ｋ ｉ ｓ ｓｐ ｅｐｔ ｉ ｎ（ ＫＰ ） 是否对滋养细胞血管生成和侵袭能力

的影响时就是通过 ＶＥＧＦ
－

Ａ 表达不同而鉴定 ＫＰ 的作用 ， 发现相 比于 ＨＴＲ８ 细胞 ， 原代

培养的滋养细胞 内 ＫＰ 和 ＧＰＲ５４ 的表达较高 ；
ＫＰ 能够抑制滋养细胞的迁移 ， 降低 ＭＭＰ ｓ

的表达 ， 升高 Ｔ ＩＭＰ １
，

３ 的表达 ， 明显下调 内皮生长因子 Ａ （ ＶＥＧＦ
－

Ａ ） ， 而对血管生成素

样蛋 白 ４（ ＡＮＧＰＴＬ４ ） 作用不明显 ， 从而说明 ＫＰ 能够影响滋养细胞的血管生成和侵袭

能力 。 另 外 ， 有研究发现蜕膜 ＮＫ 细胞发挥其迁移和血管生成能力时 ， ＦＴＹ７２０ 能够下

调蜕膜 ＮＫ 细胞的 Ｓ ＩＰＲ 的表达 ， 也能增加 ＶＥＧＦ 的表达 ， 抑制其血管生成能力 ， 说明

鞘氨醇 （ Ｓｐｈ ｉ ｎｇｏ ｓ ｉ ｎｅ ）Ｓ ＩＰ 信号参与 ＶＥＧＦ 生成 ， 在蜕膜 ＮＫ 细胞血管生成功能去重要

作用
［
４ ２

］

。 研宄表明层粘连蛋 白 ａ４（ ＬＡＭＡ４ ） 对滋养细胞的功能有影响 ， 在早期妊娠中

的胎盘绒毛细胞和 内皮细胞上都有表达 ， 对比正常妊娠患者 ， 先兆子痫患者绒毛细胞

中 ＬＡＭＡ４ 降低 。 进
一

步发现 ＬＡＭＡ４ 能够抑制 ＨＴＲ
－

８／ＳＶｎ ｅｏｃ ｅ ｌ ｌ ｓ 的血管生成 ， 侵袭和

迁移能力 ， 减少 ＭＭＰ
－

２ 和 ＭＭＰ
－

９ 的表达 ， 增加 Ｔ ＩＭＰ２ 的表达 。 抑制 ｐ３８ ＭＡＰＫ 通路能

够抑制 ＬＡＭＡ４ 的表达 ， 沉默 ＬＡＭＡ４ 后 ｐ
－

ＪＮＫ 和 ｐ
－

ＥＲＫ 的表达降低 ， 因此可以说明 ＬＡＭＡ４

能够减少 ＨＴＲ
－

８／ＳＶｎｅｏ 细胞的血管发生 ， 以及侵袭和迁移活力 ， 并且可能与 ｐ ３８ 和

ＥＲＫ 有关系
［
４ ３

］

。

宏观研宄绒毛组织血管数量发现 ， 服用米非司酮流产组和正常终止早孕组的绒毛

组织中的基质金属蛋 白酶
－

２６（ ＭＭＰ
－

２６ ） 和基质金属蛋 白酶抑制剂
－

４（ Ｔ ＩＭＰ
－

４ ） 的表

达水平存在差异 ， 相对于对照组 ， 米非司酮组的绒毛组织中 ＭＭＰ
－

２６ 表达水平显著降

低 ， 彡 ７ 孕周 的 Ａ １ 组低于对照组的 ＞ ７ 孕周 的 Ａ２ 组 ， 而米非司酮组的绒毛组织中

Ｔ ＩＭＰ
－

４ 却显著升高 ， 各亚组间无差异 ； 两组患者的绒毛微血管数量 （ ＶＭ ｓ ） 无明显差

异 ， 结果说明米非司酮可能并非影响绒毛微血管 ， 而是通过影响 ＭＭＰ
－

２６ 和 Ｔ ＩＭＰ
－

４ 表

达平衡来引 发流产 ， 但具体原因 尚需进
一

步探讨
［
４ ４ ］

。

五 、 米非司酮对滋养细胞迁移和侵袭功能的影响

米非司酮 （ ｍ ｉ ｆｅｐｒ ｉ ｓ ｔｏｎｅ ，ＲＵ４８６ ） 是用于药物流产的常用药物 ， 其能通过拮抗

孕激素受体刺激绒毛和蜕膜脱落而发生流产 。 米非司酮可 以通过降低滋养细胞的增殖

能力 ， 增加其凋亡率起到抗早孕的作用
Ｕ ５

］

。 目 前很多学者主要对米非司酮影响受体方

面的研宄 ， 有研宄表明米非司酮 （ ＲＵ４８６ ） 是糖皮质激素受体 ＧＲ 的拮抗剂 ， 能够通过

拮抗 ＧＲ 降低地塞米松增加 １ １Ｐ

－

ＨＳＤ １ 的表达作用
［
４ ６

］

， 米非司酮还能增加 ＨＴＲ
－

８／ＳＶｎｅ ｏ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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滋养细胞 内 ＧＲ ａ 的基因和蛋 白表达 ， 而不影响 ＧＲ Ｐ 的表达 ， 而且能够降低 Ｃｘ ４０ 的表

达 ， 上调 Ｃｘ４ ３ 和 Ｃｘ ４ ５ ， 从而降低滋养细胞的增殖
［

４ ７
］

。 另外 ， 米非司酮还能下调药物

流产后 的滋养细胞的 ＴＨＲａ１ ， ＴＨＲａ２ 和 ＴＨＲ３１ 的 ｍＲＮＡ 水平 ，
也 同时下调胎盘的 ＴＨＲＡ

的基因表达 ， 蜕膜 中 ＴＨＲ ａ ｌ 的下调
： ４ ８

］

。 尚有研宄发现米非司 酮可 以增加滋养细胞的

凋亡率 其可能是通过 ＮＦ ｋ Ｂ 信号通路促进 ＥＭ４ ２ 细胞的凋亡功能
［
５°

］

。 而就滋养细

胞的迁移和侵袭功能来说 ， 目 前有研究发现米非司 酮可能通过影响雌激素通路 ， 上调

滋养细胞 ＭＴＡ３ 水平从而降低滋养细胞的侵袭功能
：
５ １

］

。 大部分研宄集 中于探讨米非司

酮对绒毛组织上细胞因子或者受体的影响方面的机制研究 ， 如 ＶＥＧＦ ， Ｅ 钙粘素 ， ＮＦ

ｋ Ｂ 等 ， 或者 ＷＧＡ 、 ＲＣＡ 、 ＥＣＬ 等受体方面 ， 尚未见很多研宂直接观察米非司 酮对滋养

细胞迁移和侵袭功能的直观研究 ， 本研究将继续验证米非司 酮干预后是否会对滋养细

胞的迁移和功能有直接影响 。

综上所述 ， 目 前对于滋养细胞的功能进行 了较全面的研宄 ， 体 内体外实验都验证

了 滋养细胞具有增殖 、 凋亡 、 侵袭和迁移 、 血管生成能力 ， 因此 ， 本课题将着重从滋

养细胞的迁移和侵袭功能入手 ， 研宄米非司酮对滋养细胞迁移和侵袭功能的影响 ， 及

其菟丝子总黄酮干预后进
一

步对滋养细胞迁移和侵袭功能是否有修复作用 。

第三节 菟丝子总黄酮治疗 自然流产的研究

中 医药防治 自 然流产具有独特的优势和特色 ， 而
“

肾主生殖
”

在 中医基础理论 占

据着重要地位 ， 肾藏精 ， 肾为先天之本 ， 肾气足则胎元 以 固 。 著名 的医家罗元恺教授

提出
“

肾
一

天癸
一

冲任一胞宫
”

轴与现代医学的下丘脑
一垂体一卵巢 （ ＨＰ０ ） 轴有异

曲 同工之处
［ ５ ２ ］

。 因此 ， 补肾是安胎之首 。

寿胎丸是 目 前临床上证明有确切疗效可 以预防和治疗 自然流产的代表方 ， 菟丝子

是寿胎丸的君药 ， 其临床疗效 已经得到很多学者在临床和实验的验证 。 菟丝子能够滋

补肝肾 ， 安胎 ， 实验证明其还有雌激素样作用
％

等 ， 而菟丝子总黄酮是菟丝子的
一

种

主要活性成分
［
５ ４

］

。 有相关实验证 明 ， 菟丝子的药效和生物学作用主要与菟丝子总黄酮

有关
；

５ ５
：

。 现代药理学说明 ， 菟丝子总黄酮的药效主要是改善生殖 内 分泌 、 抗氧化 ， 抗

凋亡 、 保护心脑血管 ， 调节免疫和骨代谢等作用
：

５ ６
］

。

一

、 改善生殖 内 分泌 的功能

我们课题组前期研究 己经证 明 ， 寿胎丸能够降低肾虚 黄体抑制模型大 鼠 的流产

率 ， 增加胚胎存活率 ， 上调 ＰＲ 的表达水平 ， 起到补肾安胎作用
％

， 进
一

步研宄发现

菟丝子总黄酮可 以提高 ＥＲ 、 ＰＲ 的表达 ， 降低肾虚
一黄体抑制模型大 鼠 的流产率 ， 促

进滋养细胞的增殖能力 ， 降低细胞凋亡等
［
５ ８

：

。 同样的 ， 在分析菟丝子黄酮对肾虚排卵

障碍的模型大 鼠 的功能影响 ， 发现用菟丝子总黄酮治疗后 ， 模型大 鼠 的子宫和卵巢指

数 ， 成熟卵泡及其血清 ＦＳＨ 、 ＬＨ 、 Ｅ２ 水平都显著升高 ， 说明菟丝子总黄酮能够逆转肾

虚排卵障碍 ， 具有促排卵作用
％

。

Ｊ ．Ｋ ｅ
，Ｒ ．Ｄｕａｎ

？

研宄菟丝子总黄酮对暴露在心理压力大的雌性大 鼠 的下丘脑 －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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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体
－

卵巢 （ ＨＰＯ ）轴性激素受体的表达影响 ， 结果发现菟丝子总黄酮能够提高海马体 、

下丘脑和垂体上 ＥＲ 的表达 ， 以及卵巢上 ＬＨＲ 的表达 ， 但卵巢上 ＦＳＨＲ 的表达则无明显

变化 。 说明菟丝子总黄酮对心理压力大引 发的 内分泌失调大 鼠有治疗作用 。 同时发现

菟丝子总黄酮能够提高大 鼠血清 ＦＳＨ 、 ＬＨ 、 Ｅ２ 、 Ｐ ， ＨＣＧ 等性激素的水平 ， 大 鼠睾丸间

质细胞分泌的睾酮水平也增强 ， 菟丝子总黄酮能够显著改善 ＨＰＯ 轴 ， 恢复大 鼠的排卵

功能 ， 且 以高剂量 ２ ０ｍｇ／ｋｇ 单位的菟丝子总黄酮作用更明显 ， 从而说明菟丝子总黄酮

能够改善生殖的 内分泌功能
［
６ １

’６２ ］

。 另外菟丝子总黄酮能够促进大 鼠卵泡的生长发育 ，

增加次级卵泡数量
［
６ ３

］

。

通过体 内实验对大 鼠流产模型血清 Ｐ 和 ＰＲＬ ， 及细胞因子的测定来研宄菟丝子总

黄酮的药理机制 ， 溴隐亭造成的大 鼠流产模型经菟丝子总黄酮治疗后 ， 发现流产模型

ＳＤ 大 鼠血清上 Ｐ 和 ＰＲＬ 表达升高 ， 大 鼠蜕膜组织的 ＩＬ
－

４ ，ＩＬ
－

１ ０ ，
ＰＲ 的表达水平上调 ，

而 ＴＮＦ
－

ａ 和 ＩＦＮ
－

丫 的 ｍＲＮＡ 水平则下调 ， 由此推测菟丝子总黄酮可 以影响母胎界面 内

分泌
－

免疫网络平衡而起到补肾安胎的疗效
［
６ ４ １

。 同时发现菟丝子总黄酮能够促进滋养

细胞的增殖能力 ， 且呈时间和剂量依赖性 ；
ＥＲＫ １ ／２ 磷酸化水平表达升高 ， 推测菟丝子

总黄酮可能是通过 ＭＡＰＫ 通路来发挥其对细胞增殖活力的影响
［
６５ ］

。 菟丝子总黄酮不仅

可以促进细胞的增殖 ， 也能减少细胞的凋亡 ， 在对菟丝子总黄酮对 内分泌衰退痴呆模

型小 鼠功能的影响研究时 ， 结果发现加入菟丝子总黄酮治疗后 的 内分泌衰退痴呆模型

小 鼠 的学 习记忆能力增加 ， 血清 Ｅ２ 水平升高 ， 神经元细胞数 目 增加 ， 细胞凋亡率较

前降低 ， 相关调亡蛋 白如 ｂａｘ 、 Ｃｙ ｔ
－

ｃ ， Ｃａｓ ｐａｓ ｅ
－

３ 蛋 白及其 ｍＲＮＡ 水平显著下降 ， 而

Ｂｃ ｌ
－

２ 水平及其 ｍＲＮＡ 水平显著升高 。说明菟丝子总黄酮能够改善模型小 鼠 的 内分泌和

记忆功能 ， 且减少细胞凋亡
［ ６６ ‘ ６”

。

二 、 改善缺氧 、 凋亡的作用

菟丝子总黄酮在体外具有清除 自 由基活性 ， 抗氧化的作用 ， 有实验结果表明菟丝

子总黄酮的抗氧化活性比 Ｖｃ 、 ＢＨＴ 抗氧化剂能力强 ， 菟丝子总黄酮能够抑制大 鼠睾丸

曲细精管细胞化和凋亡损伤 ， 且呈剂量依赖性 ， 具有很好的抗氧化 、抗凋亡的作用

同时菟丝子总黄酮能减少心肌梗死的大 鼠心肌细胞的损伤 ， 提升 自 由基清除能力 ， 提

高超氧化物歧化酶 （ ＳＯＤ ） 、 谷胱甘肽氧化物酶 （ ＧＳＨ
－

Ｐｘ ） 活力和过氧化氢酶 （ ＣＡＴ ） ，

降低乳酸脱氢酶 （ ＬＤＨ ） 和丙二醛 （ ＭＤＡ ） 含量 ， 同时能消除心肌纤维之间 的炎症反应 ，

保护心肌细胞
ｔｎ ］

。 另外还能改善过氧化氢损伤后的血管 内皮细胞形态学变化 ， 降低乳

酸脱氢酶 （ ＬＤＨ ） 和丙二醛 （ ＭＤＡ ） 含量 ， 升髙超氧化物歧化酶 （ ＳＯＤ ） 和谷胱甘肽氧

化物酶 （ ＧＳＨ
－

Ｐｘ ） 活力 ， 说明菟丝子总黄酮缺氧损伤有保护作用
？

。

三 、 保护心脑血管的作用

体外动物模型研宄在体去势雌性大 鼠血清雌激素水平变化 ， 通过菟丝子总黄酮灌

胃治疗后 ， 大 鼠血清中雌激素水平上升 ， 去势后大 鼠主动脉平滑肌组织培养的血管平

滑肌细胞凋亡率升高
［
７ ３

’

７ ４
］

； 同时研宄菟丝子总黄酮在血管平滑肌细胞功能的影响 ， 研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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宄发现菟丝子总黄酮高剂量组能够降低细胞凋亡 ， 增加细胞数 目 ， 降低 Ｂａｘ 蛋 白表达 ，

升高 Ｂ ｃ ｌ ２ 蛋 白表达 ； 高剂量和低剂量的菟丝子总黄酮还能显著提高 Ｃ ｍｙ ｃ ｉｎＲＮＡ 表

达水平
：
７ ５

］

。 菟丝子总黄酮治疗心脑缺血再灌注损伤后大 鼠后 ， 降低缺血侧大脑皮质细

胞的凋亡活力和大 鼠心肌酶 ＣＫ 及 ＬＤＨ 的含量 ， 上调 Ｂ ｃ ｌ ２ 蛋 白水平 ， 降低 Ｂａｘ 和

Ｃａ ｓ ｐａ ｓ ｅ
－

３ 蛋 白表达 ， 从而抑制细胞的凋亡
［
７ ６ ７ ８

］

。 同时发现也菟丝子总黄酮能够改善

大 鼠神经功能缺失症状 ， 显著 降低 ＴＮＦ ａ
、 Ｉ Ｌ

－

１ Ｐ 、 Ｉ ＣＡＭ １ 的表达
［
７ ９ ：

。 因此说 明菟

丝子总黄酮能够起到保护心血管的作用 。

四 、 改善免疫调节作用

有学者研究菟丝子总黄酮对流产大 鼠免疫功能 的影响 ， 研究其助孕安胎的药效 。

通过用 ＲＴ
－

ＰＣＲ 和免疫组化的方法研究溴隐亭导致的大 鼠流产模型上各凋亡因子和免

疫相关因子的表达 ， 研宄结果发现菟丝子总黄酮能够降低模型大 鼠 的流产率 ， 增加其

胚胎存活率 ； 相对于模型组 ， 菟丝子总黄酮能够增加人肝素结核性表皮生长因子

（ ＨＢ
－

ＥＧＦ ） ， 增殖细胞核抗原 （ ＰＣＮＡ ） ，Ｉ Ｌ
－

４ 及 Ｉ Ｌ １ ０ 的 ｍＲＮＡ ， 和 ＰＲ 的表达 ， 免疫相

关的 因子 Ｆａ ｓ ／Ｆａ ｓ Ｌ ， ＴＮＦ
－

ａ 和 ＩＦＮ
－

ｙ 的 ｍＲＮＡ 水平表达都降低 。 而且免疫组化结果提

示大 鼠胎盘上绒毛和血管丰富 ， 血管合体细胞绒毛增加 。 从而推测菟丝子总黄酮可

能是菟丝子的主要药理作用部位
； ８ °

’８ １
］

。 另外还发现菟丝子提取物菟丝子总黄酮对 ＬＰＳ

诱导的 ＢＶ
－

２ 神经胶质细胞炎症反应有影响 ， 菟丝子总黄酮能够通过抑制 ＢＶ ２ 细胞的

ｉ ＮＯＳ 和 Ｃ０Ｘ
－

２ 的表达 ， 进而降低 Ｎ０ 和 ＰＧＥ２ 产物 ， 同时下调他们 的转录水平来降低

ＴＮＦ
－

ａ
、 Ｉ Ｌ １Ｐ 和 Ｉ Ｌ

－

６ 的水平 。 另外菟丝子总黄酮能够抑制活化细胞的 ＥＲＫ １ ／ ２ ，ＪＮＫ

和 ｐ ３ ８ＭＡＰＫ 的磷酸化水平 以及 ＮＦ
－

ｋＢｐ６ ５ 的入核行为 。 说明菟丝子总黄酮能够抑制

细胞的炎症反应 ， 有可能可 以用来治疗脑补炎症
［
８ ２

］

。

五 、 改善骨代谢的作用

菟丝子总黄酮在改善骨代谢作用主要体现于在成骨细胞上的影响上 ， 通过 ＭＴＴ 、

ＰＮＰＰ 、 ＥＬ Ｉ ＳＡ 等方法检测菟丝子总黄酮对细胞骨代谢功能影响 ， 结果发现作用 ４ ８ｈ 和

７ ２ｈ 后 ， 菟丝子总黄酮能够显著提高骨细胞的增殖活力 ， 碱性磷酸化水平升高 ， 骨钙

素和 Ｉ 型胶原分泌也增强 ，
ＡＬＰ 活性显著增加 。 因此说明菟丝子总黄酮能够提高成骨

细胞的骨代谢功能
［
８ ３

‘８ ４
］

。

总 的来说 ， 大量研究证明 了菟丝子总黄酮有改善生殖 内 分泌 、 心血管 、 免疫等人

体重要功能 ， 且其有抗氧化和抗凋亡的作用 ， 菟丝子总黄酮显著 的临床疗效说明对其

继续研宄其分子机制有重要的意义 ， 以期能够更好的指导临床用药 。

第四节 ｍ ｉ ＲＮＡ 在 自然流产中 的作用

ｍ ｉ ｃｒｏＲＮＡ 是非编码的大约含 ２ ２ 个碱基对的微小 ＲＮＡ ， 其能够调控细胞功能 ， 如

细胞增殖 ， 凋亡 ， 分化 、 代谢等
［ ８ ５

’

８ ６ ］

。 同时也参与到妊娠的环节 ， ｍ ｉ ＲＮＡ 能够调控早

期妊娠的子宫免疫容受性
［
８ ７

］

， 如胚胎着床前子宫 内膜的准备 。 有研宄发现 ｍ ｉ ＲＮＡ

ｃ ｌ ｕ ｓ ｔ ｅｒ ｓ
－

Ｃ １ ４ＭＣ ，Ｃ １ ９ＭＣ 和 ｍ ｉ Ｒ
－

３ ７ １

－

３ 簇之间与妊娠疾病相关 ， 它们之间 的相关性或

１ ０





策丝子 总黄明调控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６
－

３ ｐ 促进 滋 养细胞使 袭 功 能机制研 究


许可 以作为妊娠疾病生物标记或治疗手段
＾Ｗ

。

滋养细胞和蜕膜细胞作为维持妊娠发展主要的组成 ， 其功能失调很可能 引 发 自然

流产 。 研宄对 自 然流产患者 内滋养细胞和蜕膜细胞组织 ｒａ ｉ ＲＮＡ 筛选 ， 发现 ｍ ｉ ＲＮＡ 表达

差异较大 ， 对比研宄 １ ５ 个正常妊娠患者和 ２０ 个 ＲＳＡ 患者的绒毛和蜕膜组织 ｍ ｉ ＲＮＡ 的

表达差异 ， 结果发现 ＲＳＡ 患者对比正常妊娠患者的绒毛组织 ３ 个 ｍ ｉ ＲＮＡ （ ｈ ｓ ａ
－

ｍ ｉ Ｒ
－

１ ８４
，

ｈ ｓａ
－

ｍ ｉ Ｒ
－

１ ８ ７ａｎｄｈ ｓ ａ
－

ｍ ｉ Ｒ
－

１ ２ ５ｂ
－

２ ） 表达升高 ， 而３个ｍ ｉ ＲＮＡ（ ｈｓａ
－

ｍ ｉ Ｒ
－

５２０ ，

ｈ ｓａ
－

ｍ ｉ Ｒ
－

３ １ ７ ５和ｈ ｓａｍ ｉ Ｒ
－

４６ ７ ２ ） 表达降低 ； 脱膜组织５个ｍ ｉ ＲＮＡ（ ｈ ｓａ
－

ｍ ｉ Ｒ
＿

５ １ ７ ｃ ，

ｈ ｓａ
－

ｍ ｉ Ｒ
－

５ １ ９ａ
－

ｌ ， ｈ ｓａｍ ｉ Ｒ
－

５２２ ， ｈ ｓ ａ
－

ｍ ｉ Ｒ
－

５２０ｈ和ｈ ｓａ
－

ｍ ｉ Ｒ
－

１ ８４ ）表达升高 ；
ｈ ｓａｉ ｉ Ｒ

－

１ ８４

的升高在绒毛和蜕膜组织都表达 ， 同时进
一

步预测 ｍ ｉ ＲＮＡ 靶基因 的表达和参与的细胞

功能
Ｍ

。 在不明原因复发性流产患者 内 ｍ ｉ ＲＮＡ
－

２ １ 和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８２ 表达显著降低
［
９ １ ］

。 另

外对比发现 自 然流产和人工流产患者的绒毛组织 内 ， 有 ９ ３ 个 ｍ ｉ ＲＮＡ 表达下调 ， １ ２ ３

个 ｍ ｉ ＲＮＡ 上调 ， 其中 １ ６ ．７％ （ ２ 人 ） ＲＳＡ 患者有染色体异常 ， 大部分染色体都检测正常 ；

而 ｍ ｉ Ｒ
－

１ ３ ３ａ 的表达与 ＨＬＡ
－

Ｇ 表达相关 ， 在 ＲＳＡ 患者中 ｍ ｉ Ｒ
－

１ ３３ａ 过度表达 ， 有上调作

用 ， 而 ＨＬＡ
－

Ｇ 表达却降低 ， 说明 ｒａ ｉ Ｒ
－

１ ３ ３ａ 通过调控 ＨＬＡ
－

Ｇ 的表达参与到 ＲＳＡ 的机制

当 中
［
９ ２ ］

。 不同 的 ｍ ｉ ＲＮＡ 能够对基因表达有多级调控的作用
［
９ ３ ］

， 因此不同 ｍ ｉ ＲＮＡ 对滋养

细胞的功能影响不 同 ， 目 前主要是对滋养细胞凋亡 、 增殖 、 迁移和侵袭 ， 血管生成等

功能的研宄 。

一

、 影响滋养细胞凋亡功能

Ｐｅｎｇｆｅ ｉＬ ｉ

［
９ ４

＿

９５
］

等通过对 ｍ ｉ ＲＮＡ
－

２９ｂ 在先兆子痫的功能研宄 ， 在 ＨＴＲ
－

８／Ｓｖｎｅｏ ，

ＢｅＷｏ 和 ＪＡＲ 三种细胞系 ， 采用 ＣＣＫ
－

８ ， 凋亡试验 ， 流 氏细胞术和 Ｔｒａｎ ｓｗｅ ｌ ｌ ， 基质胶

试验等方法 ， 实验发现过表达 ｍ ｉ ＲＮＡ
－

２９ｂ 能够诱导细胞凋亡 ， 抑制滋养细胞侵袭和血

管生成 ， 但不影响滋养细胞的增殖和细胞周期 。 进
一

步实验发现 ， ｒａ ｉ ＲＮＡ
－

２９ｂ 调控髓

细胞 白血病序列 １（ ＭＣＬ １ ） 、 ＭＭＰ２
，ＶＥＧＦＡ ， Ｉ ＴＧＢ １ ， 过表达 ｍ ｉ ＲＮＡ

－

２ ９ｂ 能够增加 目 的靶

基因 的表达 ， 另外 ， ｍ ｉ ＲＮＡ
－

２ ９ｂ 能够促进 ＦＡＫ 的憐酸化 ， 但不影响 ｐ
－

ＥＲＫ ｌ ／２ 的表达 ，

因此说 明 ｍ ｉ ＲＮＡ
－

２９ｂ 能够导致 ＦＡＫ 信号通路的失调 ， 抑制 ＭＭＰ２ 和 ｉ ｎ ｔ ｅｇｒ ｉ ｎＰ１ 的表

达 ， ｍ ｉ ＲＮＡ
－

２９ｂ 可能作为先兆子痫的治疗 。

二 、 影响滋养细胞增殖功能

在研究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５５ 能够抑制绒毛外滋养细胞的增殖和迁移能力 ， 分子生物信息学

预测 ｃ ｙｃ ｌ ｉ ｎ Ｄ ｌ 是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５ ５ 的靶基因 ， 通过在 ＨＴＲ
－

８／Ｓ ｖｎｅｏ 细胞株上荧光素酶报告

基因和 ｃｙｃ ｌ ｉ ｎＤ １３
’

ＵＴＲ 转染 ， 流式细胞术 ， 愈合实验 ，
ＷＢ ，ＲＴ

－

ＰＣＲ 等方法 ， 实验

结果发现过表达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５ ５ 能够降低 ｃｙ ｃ ｌ ｉ ｎ Ｄ ｌ 的表达 ， 减弱细胞的增殖和侵袭 ， 阻

滞 Ｇ １ 阶段的细胞数 目 。 因此说明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５ ５ 参与 ｃ ｙ ｃ ｌ ｉ ｎＤ ｌ ／ｐ２７ 信号通路调节滋养

细胞的增殖和迁移 ， 可能有助于研宄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５ ５ 在先兆子痫发病 中 的参与作用
［
９６

］

。 同

样在先兆子痫患者组织筛选 ， 发现先兆子痫患者的胎盘组织和血清样品 内 ｍ ｉ Ｒ
－

３ ７６Ｃ

表达下调 ， 过表达 ｍ ｉ Ｒ
－

３ ７ ６ ｃ 后 ， 能诱导 ＨＴＲ
－

８ ／Ｓｖｎ ｅ ｏ 滋养细胞的增殖 ， 迁移和侵袭

１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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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 ， 增加胎盘生长能力 ， 抑制转化生长因子 ０ 和 Ｎｏ ｄａ ｌ 功能 ， 当过表达抑制转化生

长 因子 ０ 受体 （ ＡＬＫ５ ） 和 Ｎｏ ｄａ ｌ 受体 （ ＡＬＫ ７ ） 时 ， 可以逆转 ｍ ｉ Ｒ ３ ７６ ｃ 的影响 ， 从而

可 以看出 ｍ ｉ Ｒ ３ ７ ６ ｃ 通过抑制 ＡＬＫ ５ 和 ＡＬＫ ７ 影响转化生长因子 Ｐ／Ｎｏ ｄａ ｌ 信号通路而增

加细胞的增殖和侵袭 。转化生长 因子 Ｐ ／Ｎｏ ｄａ ｌ 信号通路的失调可能导致先兆子痫 的发

生

三 、 影响滋养细胞侵袭与迁移功能

滋养细胞的侵袭和迁移功能失调 易导致 自 然流产的发生 ， 通过筛选早期 自然流产

者绒毛组织 内 ｍ ｉ ＲＮＡ 的变化 ， 发现 ｍ ｉ ｃｒｏＲＮＡ
－

１ ７ 和
－

１ ９ ｂ 的表达都下调 ， ｍ ｉ ｃｒｏＲＮＡ
－

１ ７
－

９ ２

是主要参与胎盘绒毛 的侵袭功能
Ｍ

。 在细胞方面 ， 检测 ｍ ｉ ｃｒｏＲＮＡ ｌ Ｏｂ 在人正常滋养

细胞系 （ ＨＴＲ ８ ／ ＳＶｎ ｅ ｏ ） 细胞的浸润能力的影响 ， 结果表明 ｍ ｉ ｃｒｏＲＮＡ
－

ｌ Ｏｂ 的过表达组

和抑制组有显著统计学意义 ， 过表达组的细胞浸润能力提高 ， 因此得出 ｍ ｉ ｃ ｒｏＲＮＡ
－

ｌ Ｏｂ

可能影响滋养细胞的浸润能力 ， 但与其靶向关系 的 ｓＦ ｌ ｔ
－

１ 是否可 以调节滋养细胞的

浸润能力则 需进
一

步研究
［
９ ９

］

。 而研宄在先兆子痫胎盘 内 ｍ ｉ ＲＮＡ 的表达 ， ＲＴ ＰＣＲ 结果显

示先兆子痫患者的 ｍ ｉ Ｒ ３４ａ 表达上调 ， 通过在 ＪＥＧ
－

３ 细胞上过表达 ｍ ｉ Ｒ
－

３ ４ａ ， 能够抑

制细胞的增殖 ， 迁移和侵袭 。 另外 ， 通过双荧光素酶报告发现 ， ｍ ｉ Ｒ
－

３４ａ 的靶基因 ＭＹＣ

下调 ， 能够减少 ＪＥＧ
－

３ 细胞的侵袭能力 。 因此 ｍ ｉ Ｒ ３ ４ ａ 可能直接调控 ＭＹＣ 基因从而影

响滋养细胞的侵袭能力
［

１ ° °
］

。

四 、 影响滋养细胞血管生成功能

Ｔ ｉ ｎｇ
Ｙａｎ
＿
等研究先兆子痫的发病机制 ， 通过提起体外血中 的 内 皮祖细胞 （ ＥＰＣ ｓ ）

和体 内动物实验 ， 转染 ｍ ｉ Ｒ １ ２ ６ 后 ， ＥＰＣ ｓ 的增殖 、 分化和迁移增强 ， 而抑制 ｍ ｉ Ｒ
－

１ ２ ６ ，

ＥＰＣ ｓ 细胞功能减弱 。 通过转染 Ｍ ｉ Ｒ １ ２ ６ ，Ｐ Ｉ Ｋ ３ Ｒ ２ 这个血管生成因子下调 ， 而与血管形

成相关的 Ｐ Ｉ ３ Ｋ Ａｋ ｔ 信号上的 Ｐ Ｉ ３Ｋ 和 Ａｋ ｔ 表达升高 ， 抑制 Ｍ ｉ Ｒ
－

１ ２ ６ ， 结果相反 ， 因而

得 出先兆子痫 内 ＥＰＣ ｓ 内 的 ｍ ｉ Ｒ １ ２ ６ 的 目 的基因 Ｐ Ｉ Ｋ ３ Ｒ２ 是直接参与 Ｐ Ｉ ３Ｋ Ａｋｔ 信号通

路上的 。 ｍ ｉ Ｒ
－

１ ２ ６ 能够抑制 Ｐ Ｉ Ｋ３Ｒ２ 的表达来促进 ＥＰＣ ｓ 的功能 。 另外发现 ，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５ ５

和 Ｈ Ｉ Ｆ
－

ｌ ａ 及其 ＶＥＧＦ 参与到滋养细胞的浸润 以及血管生成的功能 中 ， 由此说明其能诱

导不 明原 因流产的发生
［

１ ° ２
］

。

五 、 ｍ ｉ ＲＮＡ １ ２ ６
－

３ｐ 与滋养细胞

ｍ ｉ ＲＮＡ １ ２ ６
－

３ｐ ， 即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 ６ ， 位于第 ９ 条染色体的 ＥＧＦＬ ７ 内 含子上 ， 存在于大

部分哺乳动物上的器官组织 ， 如人 ， 大 鼠 ， 小 鼠 ， 狗 ， 鸡等 ， 能够调节小 鼠血管生成 ，

器官如心脑肺 ， 膀胱 ， 肝脾等
［

１ ° ３ ］

。

目 前学术界大部分学者讨论 ｍ ｉ ＲＮＡ １ ２ ６ 对细胞血管生长的功能
［

１％ １ （ １ ５
；

， 如缺失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 ６ 的 目 的片段会导致血管渗漏 ， 出血和胚胎死亡 ， 这些 出血的原 因可归 因于

血管生成因子信号 的减少 ， 内 皮细胞 （ ＥＣ ） 的生长和粘附 ， ｒａ ｉ ＲＮＡ １ ２ ６ ３ｐ 通过调控

ＥＧＦＬ ７ 发挥其血管生成功能
［

１ ° ６
］

。 研宄发现 ，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 ６ 还能够增加 ＶＥＧＦ 和 ＦＧＦ 表达来

激活 ＭＡＰＫ 通路 ， 同时 ｍ ｉ ＲＮＡ １ ２６ 能够抑制 Ｓｐｒ ｅ ｄ １ 的表达减少细胞 内血管生成信号 ，

１ ２





策丝子总黄酮调控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 ６
－

３ ｐ 促进 滋 养细胞侵袭功 能机制研 究


因此说明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６ 的前血管生成行为与 Ｓｐｒ ｅ ｄ
－

１（ ＭＡＰＫ 通路的负性调节 ） 有关 ，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 ６ 通过减少 ＭＡＰＫ 通路上的 Ｓｐｒ ｅｄ
－

１ 抑制作用来促进血管生成信号行为
［

１ ° ３ ］

。

另外 ， 也有学者研究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６ 的癌症方面的功能
［ １ １＾ １ ０８ ］

， 如在 胃癌组织中 ，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６ 表达下降 ， 异位的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６ 表达抑制 胃癌细胞的生长 ， 迁移和侵袭 ， 抑

制癌症转移 。 Ｃｒｋ 是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６ 的靶基因 ， 说明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 ６ 可能是通过调控 Ｃｒｋ 抑制

癌症的发展 。 同样的 ， 在肝细胞癌患者中 ，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６ 的表达降低 ， 功能学上 ， 异位

的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６ 表达抑制 胃癌细胞的生长 ， 迁移和侵袭
［

１ °９ ］

。 在乳腺癌组织中 ，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６

的表达相对高表达
［

１ １ ° ］

， 甲状腺癌组织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６ 和 ＶＥＧＦ 表达下调 ， 且 ＶＥＧＦ 能够调

控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６ 的血管生成功能
Ｄ ｕ ］

。 而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６ 在炎症方面研宄较少 ， 有研宄表明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 ６ 能通过阻断血管壁的粘附和 白细胞渗透而抑制 ＶＣＡＭ １ 的表达
［
ｍ ］

。 而且 ，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６ 还可作为 内皮损伤的标记物
［
＂ ３ ］

。

对于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 ６
－

３ｐ 在 自然流产方面的研宄 尚 比较少 ， 有学者分析复发性流产患

者的血清发现 ，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 ６ 表达显著降低 ，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６ 可能可 以作为不 明原因复发性

流产的潜在标记物
［

１ １ ４ ］

。 提出尤其是研宄其对滋养细胞功能的影响 ， 有少部分探讨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６ 与 自然流产相关受体研究 ， 如研究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６ 能调控孕酮受体 （ ＰＲ ） ， 参与

大 鼠乳腺上皮细胞的增殖和乳汁分泌 ， 采用荧光素酶报告 、 ＲＴ
－

ＰＣＲ 、 ＷＢ 、 ＨＰＬＣ 等方法 ，

分析在大 鼠乳腺上皮细胞沉默和过表达 ｍ ｉ Ｒ
－

１ ２６
－

３ｐ 后 ＰＲ 的表达 ， 结果发现 ， 在大 鼠

乳腺不 同发育阶段 ， ｍ ｉ Ｒ
－

１ ２ ６
－

３ ｐ 的表达不同 ， 在乳腺上皮细胞内转染 ｍ ｉ Ｒ
－

１ ２６
－

３ｐ 能

够下调 ＰＲ 的表达 ， 抑制 ｍ ｉ Ｒ
－

１ ２ ６
－

３ｐ 后 ，
ＰＲ 表达上调 。 荧光素酶报告提示 ｍ ｉ Ｒ

－

１ ２ ６
－

３ｐ

可能通过调控 Ｐｇｒ３
’

来下调 ＰＲ 的表达 。 另 外 ， 发现 ｍ ｉ Ｒ
－

１ ２ ６
－

３ｐ 能够抑制细胞的增

殖活力 ， 抑制 日
－

ｃａ ｓ ｅ ｉ ｎ 的表达
［

１ １ ５
］

。 因此 ， 本课题将着重从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６ 对滋养细胞功

能的影响入手研宄 。

综上所述 ， 由于菟丝子总黄酮疗效好 ， 作用 明显 ， 近年来 己经成为学术界的研究

重点 ， 但大部分集中在研宄菟丝子总黄酮的提取 、 药理作用方面 ， 尚很少学者集研究

菟丝子总黄酮对细胞功能具体是怎么影响 ， 菟丝子总黄酮通过哪些机制来影响细胞的

功能 尚很少见到报导 。 由于近年来在妇产科学术界 ， ｍ ｉ ＲＮＡ 逐渐被大家所知 ， 它的功

能逐渐被研发 ， 大部分研宄 ｍ ｉ ＲＮＡ 在癌症细胞的表达及功能作用 ， 而在妇产科中 ｍ ｉ ＲＮＡ

对生殖障碍 自然流产的研宄较少 ， 尤其是对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６
－

３ｐ 对滋养细胞功能的影响方

面 ， 对于不明原因的 自然流产 ， 从 ｒａ ｉ ＲＮＡ 着手研究滋养细胞的功能 ， 也许可为临床 了

解 自 然流产发生机制提供新的思路 。 而且现有的对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６
－

３ｐ 的研宄未加入药物

进行干预和治疗 ， 仅仅停留于其功能和机制的研宄 ， 尚未很好的与临床接轨 ， 因此本

研究拟通过在临床使用疗效显著的菟丝子总黄酮入手 ， 研宄其药效作用及其机制 ， 进

一

步试图阐 明通过研宄菟丝子总黄酮如何通过调控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６
－

３ｐ 来影响滋养细胞迁

移和侵袭功能 。

１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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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实验研究

第一节 立论依据及其实验技术路线

一

、 立论依据

菟丝子具有补肾安胎的作用 ， 菟丝子总黄酮作为菟丝子的主要活性成分 ， 研宄其

药效机制可 以更明确菟丝子的药效作用 。 研究报导表明 ｍ ｉ ＲＮＡ 与 自然流产的发生息息

相关 。 本实验通过基因测序方法筛选出 ｍ ｉ ＲＮＡ １ ２６
－

３ｐ 的表达在 自 然流产患者的绒毛

组织 中显著升高 ， 并 以此为切入点 ， 用米非司酮构建转染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６ ３ ｐ 至滋养细胞

后的 自 然流产状态的滋养细胞模型为载体 ， 模拟临床的 自 然流产疾病 ， 并最终通过菟

丝子总黄酮干预治疗 ， 从正常组的滋养细胞和 自 然流产状态滋养细胞模型组的滋养细

胞的迁移和侵袭功能 ， 及其 内在的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 ６ ３ｐ 表达和下游的靶基因表达差异 ， 来

阐述菟丝子总黄酮的药效作用机制 ， 阐 明菟丝子总黄酮补 肾安胎的作用 ， 以便更好的

指导临床用药 。

二 、 技术路线

正常与 自 然流产

绒毛组织收集
Ｖ

．


Ｊ

，Ｉ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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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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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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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６
－

３ｐ 的验证及其功能研究

自然流产是临床上妊娠常见疾病 ， 其发生率正逐年增高 ， 而滋养细胞是研究 自 然

流产发生过程中重要的
一

环 ， 对其功能探讨的重要性毋庸置疑 ；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６
＿

３ｐ 常见于

肿瘤组织表达异常 ， 也有研宄发现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６
－

３ｐ 在先兆子痫患者中能促进 内皮祖细

胞的侵袭能力 ，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６
－

３ｐ 的功能对深入探讨先兆子痫的发病机理有重要意义 。 基

于先兆子痫和 自然流产都有可能是因为滋养细胞的迁移侵袭不足或者过度有关 ， 那么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 ６
－

３ｐ 是否在 自然流产的发生发展过程中 同样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呢 ？ 目 前 尚

无相关报道 ， 因此本研究拟从 自 然流产患 者和 正常早孕者 的绒毛组织对 比发现的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６
－

３ｐ 的表达差异入手 ， 进
一

步增加样本量验证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 ６
－

３ｐ 的差异表达及

其 ｍ ｉＲＮＡ
－

１ ２６
－

３ｐ 对 自然流产细胞模型功能的影响 。

一

、 实验 目 的

研宄发现 自然流产患者绒毛组织与正常早孕者绒毛组织 内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６
－

３ｐ 表达不

同 ， 自 然流产 患 者绒毛组织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６
－

３ｐ 表达上调 ， 为 了 进
一

步验证组织 内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６
－

３ｐ 的表达差异 ， 通过 ＲＴ
－

ｑＰＣＲ 方法检测 自然流产患者和正常早孕者绒毛组

织中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６
－

３ｐ 的表达 。 同时将 ｍ ｉ ＲＮＡ 转染至滋养细胞 ， 研宄其对滋养细胞功能

的影响 ， 以探讨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６
－

３ｐ 的可能作用 。

二 、 实验材料与方法 ：

（

一

） 实验材料

１ ． 实验试剂

ＲＮＡ
－

ｌ ａｔ ｅｒ ：Ｔ ｉａｎｇｅｎ公司

ＲＮＡ 提取试剂盒 ： Ｍａｇｅｎ 公司

ｍ ｉ ＲＮＡ逆转录试剂盒 ： ＧｅｎｅＣｏｐｏ ｅ ｉ ａ公司 ， Ａ ｌ ｌ
－

ｉ ｎ
－

〇ｎｅ
？
ｍ ｉ ＲＮＡＦ ｉ ｒ ｓ ｔ

－

Ｓ ｔｒａｎ ｄｃＤＮＡ

Ｓｙｎｔｈｅ ｓ ｉ ｓＫ ｉ ｔ（ ＡＭＲＴ
－

００２０ ）

ｍ ｉ ＲＮＡ
－

ｑＰＣＲ试剂盒 ： Ａ ｌ ｌ
－

ｉ ｎ
－

〇ｎｅ
？
ｍ ｉ ＲＮＡｑＰＣＲＫ ｉ ｔ ， ＧｅｎｅＣｏｐｏｅ ｉ ａ公司

ｍＲＮＡ逆转录试剂盒 ： ＴｈｅｒｍｏＳ ｃ ｉ ｅｎ ｔ ｉ ｆ ｉ ｃ
？公 司 ， Ｒ ｅｖ ｅｒ ｔＡ ｉ ｄＦ ｉ ｒ ｓ ｔＳ ｔｒａｎｄｃＤＮＡ

Ｓｙｎ ｔｈ ｅ ｓ ｉ ｓＫ ｉ ｔ

ｍＲＮＡ
－

ｑＰＣＲ试剂盒 ： ＴｈｅｒｍｏＳ ｃ ｉ ｅｎ ｔ ｉ ｆ ｉ ｃ
？公司 ， Ｍａｘ ｉ ｍａＳＹＢＲＧｒｅ ｅｎｑＰＣＲＭａ ｓ ｔ ｅｒＭ ｉ ｘ

ＰＢＳ ：Ｈｙ 

ｃ ｌ ｏｎｅ公司

０ ．２ ５％胰蛋 白酶 ： Ｇ ｉ ｂｃｏ 公司

ＲＰＭ Ｉ
－

１ ６４０ 培养基 ： Ｇ ｉ ｂｃ ｏ 公司

ＤＭＳＯ ：Ｓ ｉ ｇｍａ公司

抗生素 （青霉素
－链霉素 ） ： Ｇ ｉ ｂｃｏ 公司

胎牛血清 ： Ｂ Ｉ 公司

ｍ ｉ ＲＮＡｍ ｉｍ ｉ ｃ／ｍ ｉ ｒａ ｉ ｃｎ ｅ ｇａｔ ｉ ｖ ｅ／ ｉ ｎｈ ｉ ｂ ｉ ｔ ｏｒ／ ｉ ｎｈ ｉ ｂ ｉ ｔ ｏｒｎ ｅｇａ ｔ ｉ ｖ ｅ ： 广州锐博公司

Ｌ ｉ ｐｏｆｅｃ ｔａｍ ｉ ｎ ｅ？２０００ ：ｉ ｎｖ ｉ ｔｒｏｇｅｎ公司

１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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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ａｔｒ ｉ ｇｅ ｌ ：ＢＤ公司

ＲＰＭ Ｉ
－

１ ６４０ 培养基 ： Ｇ ｉ ｂ ｃ ｏ 公司

Ｏｐｔ ｉ

－

ＭＥＭ 培养基 ： Ｇ ｉ ｂ ｃｏ 公司

４％多聚 甲醛 ： ＬＥＡＧＥＮＥ 公司

结晶紫染色液 ： 碧云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２ ． 实验仪器及器材

离心机 ： Ｔｈｅｒｍｏ 公司

ＰＣＲ仪 ： Ｂ ｉ ｏ
－

ｒａｄ公司

全波长酶标仪 ： Ｔｈｅｒｍｏ 公司

Ｎａｎｏｄｒｏｐ 超微量分光光度计测定仪 ： Ｔｈｅｒｍｏ 公司

９６ 孔焚光定量 ＰＣＲ 板 ： Ｂ ｉ ｏ
－

ｒａｄ 公司

ＰＣＲＰ ｌ ａｔ ｅＳｅａ ｌ ｅｒ ：Ｂ ｉ ｏ
－

ｒａｄ公司

六孔板 、 ２４ 孔板 ： Ｃｏ ｓ ｔ ｅｒ 公司

Ｔｒａｎ ｓｗｅ ｌ ｌ 小室 ： ＢＤ 公司

ＲＮａ ｓ ｅｆｒｅ ｅＥＰ管 ： Ａｘｙｇｅｎ公司

低温离心机 ： Ｔｈｅｒｍｏ 公司

焚光倒置显微镜 ： Ｎ ｉ ｋｏｎ 公司和 Ｏ ｌ ｙｍｐｕ ｓ 公司

（二 ） 实验方法

１ ． 标本收集

选取在广州 中医药大学第
一

附属医院 日 间手术室 自 愿行人工流产和清宫术患者

的人早孕绒毛组织 ， 选择条件为正常早孕者 （ Ｎｏｒｍａ ｌ ， ｎ
＝
２ ５ ） ， 停经 ６

－

９ 周 ，
Ｂ 超可发

现孕囊及见胎心 ， 主动要求行人工流产者 ； 自然流产 （ ｓｐｏｎ ｔａｎｅｏｕ ｓａｂｏｒ ｔ ｉ ｏｎ ， ＳＡ ）

患者 （ｎ
＝
２ ５ ） ， 停经 ６

－

９ 周 ， Ｂ 超发现胚胎停育或者未见胎心 ， 与停经月 份不足 ， 主动

要求行清宫术者 。 入选患者年龄为 ４０ 岁 以下 ， 月经周期规律 ， 近 ３ 个月 内未服用激

素类药物 。 征得患者同意 ， 签署知情同意书 ， 手术时留取绒毛组织 。 无菌生理盐水清

洗血污 ， 置于含 ＲＮＡ
－

ｌａｔ ｅｒ 的无菌 １ ． ５ｍｌＥＰ 管 内 ， 冰上保存 ， 即刻送至实验室 ， 转移

至 ２ｍ ｌ 无酶冻存管 内 ，

－

８０
°

保存 。

２ ．ＨＴＲ
－

８ 滋养细胞株培养

（ １ ） 购买 ： 江苏北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购买的原代滋养细胞 ， 已经通过鉴定为滋

养细胞 。

（ ２ ） 培养条件 ： 含 １％抗生素和 １ ０％胎牛血清 ＲＰＭ Ｉ
－

１ ６４０ 培养液 ５ｍｌ ， ３ ７

°

Ｃ ， ５％Ｃ０２

条件下培养 ， 每天观察细胞生长状态 ，
２４ｈ

－

４８ｈ 换液 。 待细胞长满瓶底至 ９０％左右时 ，

用含 ＥＤＴＡ 的 ０ ．２ ５％胰蛋 白酶消化传代 。

（ ３ ） 细胞传代 ： 培养瓶内加入 ２ｍ ｌ 胰蛋 白酶 ， 消化 １ 分钟后吸弃胰蛋 白酶 ， 加入

４ｍ ｌ 左右培养基终止消化 ， 轻轻吹打至细胞脱落 ， 吸取细胞悬液至新的培养瓶或者种

１ ６





策 丝子总黄酮调控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 ６
－

３ｐ 促进 滋 养 细胞侵 袭 功 能机制研 究


板待用 。

３ ． 转染方法

（ １ ） 载体构建 ： 采用Ｌ ｉ ｐｏｆｅ ｃ ｔａｍ ｉ ｎｅ？ ２０００脂质体 ， 将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６
－

３ｐ ｍ ｉｍ ｉ ｃ ／ｍ ｉｍ ｉ ｃ

ｎｅｇａｔ ｉ ｖｅ和ｍ ｉＲＮＡ
－

１ ２６
－

３ｐｉ ｎｈ ｉ ｂ ｉ ｔｏｒ／ ｉ ｎｈ ｉ ｂ ｉ ｔ ｏｒｎ ｅｇａ ｔ ｉ ｖ ｅ转染至滋养细胞 。

（ ２ ） 转染 ： 在转染前
一

天 ， 将培养好的滋养细胞以 ４
－

５ｘ ｌ ０

４

的密度接种于六孔板 ，

加入 １ ．５ｍ ｌ 含 １ ０％胎牛血清的 １ ６４０ 培养基 ， 细胞培养箱 内继续培养 １ ６ｈ
； 取 １ ．５ｍ ｌ ＥＰ

管① （稀释 ｍ ｉ ＲＮＡ ） ： 加入 ２ ５０ｕ ｌ 不含血清的 Ｏｐ ｔ ｉ
－

ＭＥＭ？培养基 ， 再加入 １ ０ｕ ｌ ２ ０ ｕ ｒａｏ ｌ

的ｍ ｉ ＲＮＡ储存液 （其中ｍ ｉ ＲＮＡｉ ｎｈ ｉ ｂ ｉ ｔ ｏｒ／ ｉ ｎｈ ｉ ｂ ｉ ｔ ｏｒｎｅｇａ ｔ ｉ ｖ ｅ为２０ｕ ｌ ） ， 轻轻混勾 ，

室温孵育 ５ｍ ｉ ｎ 。 取 １ ． ５ｍ ｌ ＥＰ 管② （稀释 Ｌ ｉ ｐｏｆｅｃ ｔａｍ ｉ ｎｅ？ ２０００ ） ： 加入 ２ ５０ｕ ｌ 不含血

清的 Ｏｐ ｔ ｉ

－

ＭＥＭ？培养基 ， 再加入 ５ｕ ｌ ｌ ｉ ｐｏ２０００ ， 轻轻混匀 ， 室温孵育 ５ｍ ｉ ｎ 。 管①加至

管② ， 轻轻混匀 ， 室温孵育 ２０ｍ ｉ ｎ 。 将上述 ｍ ｉ ＲＮＡ
－

ｌ ｉ ｐｏ２０００ 混合液 ５００ｕ ｌ 加入含有

１ ． ５ｍ ｌ 培养基的细胞培养孔 内 ， 轻轻摇晃混匀 。 ３ ７
°

细胞培养箱 内培养 ４ｈ 。 将含有混

合液的培养基弃去 ， 更换新的不含抗生素的 １ ６４０ 培养基 ２ｍ ｌ 。 ３ ７

°

细胞培养箱 内培养

２４ｈ 后 ， 继续其余实验 。

４ ．ＲＴ
－

ｑＰＣＲ方法

（ １ ） 组织 ＲＮＡ 的提取

① 取 ５０ｍｇ 左右的线毛组织 ， 转入至
一

１ ．５ｒｏ ｌ 无 ＲＮａｓ ｅ 的 ＥＰ 管 内 ， 先加入 １ ５０ｍ ｌ

Ｍａｇｚｏ ｌ ， 天根 ０ＳＥ
－

Ｙ３０ 第三代高速组织研磨器间断研磨 ４０ ｓ ， 再加入 ８５ ０ｍ ｌＭａｇｚ ｏ ｌ ，

吹打混匀 ， 室温静置 ５ 分钟 ， ４

°

Ｃ ，１ ２０００ｇ ， 离心 ５ 分钟 ， 吸取上清液至新的 ＥＰ 管 内 。

② 加入 ２００ｕ Ｌ 氯仿 ， 剧烈上下震荡 １ ５ ｓ ， 室温静置 ５ｍ ｉ ｎ ？

③ ４

°

Ｃ ，１ ２０００ ｇ ， 离心 １ ５ｍ ｉ ｎ 。 离心后样品分为 ３ 层 ， 上层为透明 的水相层 ， 即

ＲＮＡ 溶解层 ； 中层为 白色蛋 白质层 ， 下层为苯酚
－

氯仿层 。 小心吸取水相层 ， 至新的无

ＲＮａ ｓ ｅ的１ ．５ｍ ｌＥＰ管 。 大约５００ｕＬ 。

④ 加入 １ ． ５ 倍体积的无水乙醇 ， 涡旋混匀 ２０ ｓ 。

⑤ 将
一

半体积的混悬液加入含 ＲＮＡｍ ｉ ｎ ｉＣｏ ｌ ｕｍｎ 的 ２ｍ ｌ 收集管中 ， ８０００ ｇ ， 离心

３０ ｓ 。

⑥ 弃滤液 ， 把柱子装回收集管 ， 将剩余的混悬液加入含 ＲＮＡｍ ｉ ｎ ｉＣｏ ｌ ｕｍｎ 的 ２ｍ ｌ

收集管中 ， ８０００ｇ ， 离心 ３０ ｓ 。

⑦ 弃滤液 。 将 ５００ｕＬ 的 Ｂｕ ｆｆｅｒＲＷＣ 加入至 ＲＮＡｍ ｉ ｎ ｉＣｏ ｌ ｕｍｎ 中 。 ８０００ ｇ ， 离心

ｌｍ ｉ ｎ 。

⑧ 弃滤液 。 将 ５００ｕ Ｌ 的 Ｂｕ ｆｆｅｒ 已用 乙醇稀释的 ＲＷ２ 加入至 ＲＮＡｍ ｉ ｎ ｉＣｏ ｌ ｕｍｎ

中 。 ８０００ｇ ， 离心３０ ｓ 。

⑨ 弃滤液 ， 重复第 ８ 步操作
一

次 。

⑩ 将 ＲＮＡ ｍ ｉ ｎ ｉ Ｃｏ ｌ ｕｍｎ 放回收集管中 。 １ ００００ｇ ， 离心 ２ｍ ｉ ｎ ， 以甩干柱子 内基质 。

？ 将柱子安装于新的 １ ．５ｍ ｌ ＲＮａ ｓ ｅＦｒｅ ｅＥＰ 管 。 在 Ｃｏ ｌ ｕｍｎ 膜中央加入 ３ ０ｕＬ 的

１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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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Ｎａ ｓ ｅＦｒ ｅ ｅｄｄＨ２０（沿膜中央加 ） ， 室温静置 ２ｍ ｉ ｎ 。 １ ００００ｇ ， 离心 ｌｍ ｉ ｎ ， 洗脱 ＲＮＡ 。

？ 为得到高浓度的 ＲＮＡ ， 可再将 ３０ｕ ｌＲＮａｓ ｅＦｒｅ ｅｄｄＨ２
０ 加入至 ＲＮＡｍ ｉ ｎ ｉＣｏ ｌ ｕｍｎ

中 。 室温静置 ２ｍ ｉ ｎ 。 离心 ｌｍ ｉ ｎ ， １ ００００ｇ 。

？ 弃柱子 ， ＲＮＡ 样品
－

８０

°

Ｃ保存或者继续下
一

步实验 。

（ ２ ） 细胞 ＲＮＡ 的提取

细胞诱导结束后 ， 弃培养基 ， 用 ２ｍ ｌ 预冷 ＰＢＳ 洗 ３ 次 ， 再加入 ｌｍｌ Ｍａｇｚｏ ｌ ， 轻轻

吹落细胞 ， 收集细胞悬液至 ＲＮａｓ ｅｆｒｅ ｅ１ ．５ｍｌＥＰ 管 内 ， 室温静置 ｌ Ｏｍ ｉｎ ，
－

８０

°

Ｃ冰箱

保存或者继续余下步骤实验。

（ ３ ）ＲＮＡ 浓度测定

用 Ｔｈｅｒｍｏ
－

ＮＡＮＯＤＲＯＰ２０００ 测定工具 ， 用无 ＲＮａｓ ｅｄｄＨ２０ 擦洗机器光纤表面后 ，

分别取 ｌｕ ｌ 样品检测 ， 读取样品浓度 ， ２６０／２８０ ，２ ６０／２ ３０ 的 比值 。 ２６０／２ ８０ 的 比值在

１ ．８

￣

２ ．１ 之间代表 ＲＮＡ 纯度好 。

（ ４ ） 逆转录合成 ｃＤＮＡ（ ｍ ｉ ＲＮＡ 部分 ）

按照Ａｌ ｌ
－

ｉ ｎ
－

〇ｎｅ
？
ｍ ｉ ＲＮＡＦ ｉｒ ｓ ｔ

－

Ｓ ｔｒａｎｄｃＤＮＡＳｙｎｔｈｅ ｓ ｉ ｓＫ ｉ ｔ（ ＡＭＲＴ
－

００２０ ） 试剂

盒说明书 ， 配制 ２ ５ｕ ｌ 体系 ， 按照下面表格的反应体系 ， 加好反应液后 ， 瞬离 ， 在 Ｂ ｉ ｏ
－

Ｒａｄ

的 ＰＣＲ 仪中进行逆转录 。 反应条件为 ： ３ ７

°

Ｃ孵育 ６０ｍ ｉ ｎ ，８５

°

Ｃ孵育 ５ｍ ｉｎ 后终止 ，

－

２０

°

Ｃ

保存 。



表 １ｍ ｉ ＲＮＡ 逆转录反应体系


试齐 ！Ｉ

ＭＭＳ
ＴｏｔａｌＲＮＡ＊ ２ ｌ

＾
ｇｆ

ｏｒｓｍａ ｌ ｌ
－

ｍｏ ｌ ｅ ｃｕ ｌ ｅＲＮＡ １ ００ｎｇ

２ ． ５Ｕ／Ｐ －

ｌＰｏ ｌ ｙＡＰｏ ｌ ｙｍｅｒａｓ ｅ １Ｐ
－

１

ＲＴａｓｅＭ ｉ ｘ １Ｍｌ

５ Ｘ ＰＡＰ／ＲＴＢｕｆｆｅｒ ５Ｍｌ Ｉ Ｘ

ｄｄＨ２〇（ＲＮａｓ ｅ／Ｄｎａｓ ｅｆｒｅｅ ）


至终体积２５ｕ１



（ ５ ） 荧光定量 ＰＣＲ 扩增 （ ｍ ｉ ＲＮＡ 部分 ）

在 Ｂ ｉ ｏ
－

Ｒａｄ 的 ＣＦＸ９６ 检测仪进行实时定量反应 。

① 引物 由生工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设计与合成 。

表 ２ｍ ｉ ＲＮＡ
－

ＰＣＲ 引物序列

Ｐｒ ｉｍｅｒ


ｓ ｅｑｕｅｎｃｅ ｓ（ ５
，－

３
，

）
￣

Ｕ６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ＡＴＧＧＣＣＣＣＴＧＣＧＣＡＡＧＧＡ

Ｈａｓ
－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６
￣

３ｐＦｏｒｗａｒｄ ；ＴＣＧＴＡＣＣＧＴＧＡＧＴＡＡＴＡＡＴＧＣＧ


合成引物加入 ＲＮａ ｓ ｅ
－

ｆｒｅ ｅｗａｔ ｅｒ 溶解成 １ ００ ｕ Ｍ ， 再稀释成 ２ ｕ Ｍ 的稀释液使用 。

② 采用 Ａ １ １
－

ｉ ｎ
－

ＯｎｅＴｍ
ｑＰＣＲ 试剂盒进行 ＰＣＲ 扩增 。 以 Ｕ６ 作为 内参基因 ， 参照说

明书 ， 按照下表配制反应混合液 ： ｃＤＮＡ 稀释 ５ 倍后使用

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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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荧光定量 ＰＣＲ 反应体系


ｋ剂体积／孔

２ Ｘ Ａ ｌ ｌ
－

ｉ ｎ
－

〇ｎ ｅｑＰＣＲＭ ｉ ｘ ５Ｍｌ

Ａ ｌ ｌ
－

ｉ ｎ
－

Ｏｎ ｅ
？

ｍ ｉ ＲＮＡｑＰＣＲＰｒ ｉ ｍｅｒ （ ２ＭＭ）ｍ

Ｕｎ ｉ ｖ ｅｒ ｓａ ｌＡｄａｐｔ ｏｒＰＣＲＰｒ ｉ ｍｅｒ （ ２ＭＭ ） １Ｍｌ

Ｆ ｉ ｒ ｓ ｔ
－

ｓ ｔｒａｎｄｃＤＮＡ ｌ ｕ ｌ

Ｗａｔ ｅｒ（ ｄｏｕｂ ｌ ｅｄ ｉ ｓ ｔ ｉ ｌ ｌ ｅｄ ）



Ｎｏ ｔｕ ｓ ｉ ｎｇＲＯＸＲｅｆｅｒ ｅｎｃ ｅＤｙ ｅ２ １

＾
１

每孔设置 ２ 个复孔 ， 按照每孔 ｌ Ｏｕ ｌ 加入 Ｂ ｉ ｏ
－

ｒａｄ９６ 孔板加样 ， 贴上贴膜 ， 瞬时

离心 ｌｍ ｉ ｉｕ 按照说明书程序进行 ＰＣＲ 反应 ， 条件如下 ：

Ｓ ｔａｇｅ１ ： 预变性

９ ５ ． ０

°

Ｃ ，ｌ Ｏｍ ｉ ｎＲｅｐ ｓ ：１

Ｓ ｔａｇｅ２ ：ＰＣＲ反应

９ ５ ．０

°

Ｃ ，１ ０ ｓ

６０ ． （ＴＣ ， ２０ ｓ

７ ２ ．（ＴＣ ， １ ０ ｓ

Ｒｅｐ ｓ ：４０

Ｓ ｔａｇｅ３ ： 溶解曲线

６ ５ ．０

°

Ｃ ，６ ｓ

９ ５ ．０

°

Ｃ ，０ ．５

°

Ｃ

５ ． 划痕实验

（ １ ） 提前
一

天将细胞种至六孔板 ， 转染 ， 转染 ４ｈ 后更换无抗生素的含 ８％ＦＢＳ 的 １ ６４０

培养基 。 （注 ： 由于此次转染时间需要 ４８ｈ ， 预防细胞生长太密而影响实验结果 ， 故用

含 ８％ＦＢＳ 的培养基 ）

（２ ） 将 己转染 ４８ｈ 后的六孔板细胞板 ， 焚光倒置显微镜镜下观察细胞状态 ， 并选择好

每组大致相 同细胞数的位置 ， 用 ２ ００ｕ ｌ 枪头划
一

大致相等的横线 ， Ｘ４０ 镜下拍照 。

（ ３ ） 更换新的无抗生素的含 ８％ＦＢＳ 的 １ ６４０ 培养基 ， 其中
一

个孔更换为含 ５ｕｇ／ｍ ｌ 的菟

丝子总黄酮药液 ， 细胞培养箱 内继续培养 ６ｈ 。

（４ ） ６ｈ 后 ， 选择相 同拍照位置 ， Ｘ４０ 镜下拍照 。

（ ５ ）１ ２ｈ 后 ， 选择相 同拍照位置 ， Ｘ４０ 镜下拍照 。 实验重复 ３ 次 ， 根据细胞迁移距离判

定细胞划痕结果 。

６ ．Ｔｒａｎ ｓｗｅ ｌ ｌ实验

（ １ ） 在 ２４ 孔的 Ｔｒａｎｓｗｅ ｌ ｌ 上室加入 ５０ｕ ｌ 用无血清的 ＲＰＭ Ｉ
－

１ ６４０ 培养基按 ３ ：１ 稀释的

Ｍａｔｒ ｉ ｇｅ ｌ ， 在 ３ ７

°

Ｃ
，
５％Ｃ０２ 的细胞培养箱敷育 ｌ ｈ

；

（２ ） 将 己转染 ２４ｈ 的细胞用胰酶消化 ｌ ｍ ｉ ｎ ， 加入无 ＦＢＳ 的 ＲＰＭ Ｉ
－

１ ６４０ 培养基终止消化 ，

离心 ， 再用 ＰＢＳ 重悬细胞 ， 再次离心 ， 用无 ＦＢＳ 的 ＲＰＭ Ｉ
－

１ ６４０ 培养基重新悬浮细胞 ，

细胞密度为 ５ Ｘ ｌ 〇Ｖｍ ｌ 。

（ ３ ） 各加入 ２０ 〇 ｙ ｌ 重新悬浮的细胞悬液至 Ｔｒａｎ ｓｗｅ ｌ ｌ 上室 中 ， 下室加入 ５ ００ｕ ｌ 含

１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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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０％ＦＢＳ 的 ＲＰＭＩ
－

１ ６４０ 培养基 ，
３ ７

°

Ｃ ５％Ｃ０２ 的细胞培养箱中继续孵育 ４８ｈ 。

（４ ） ４８ｈ 后 ， 用棉签轻轻擦拭去掉上室滤膜 内面细胞 ， 保留滤膜外面细胞 ， 用多聚 甲醛

固定 ３ ０ｍ ｉｎ ， 结晶紫染色 ２０ｍ ｉｎ 。 平整切下滤膜 。

（５ ）Ｘ ２００ 高倍显微镜下 ， 随机选择每孔 内 ５ 个视野计数细胞 。

（６ ） 侵袭指数＝实验组细胞数／对照组细胞数 （计算每高倍镜视野中迁移至滤膜下表面

的细胞数 ） 。 实验重复 ２ 次 ， 取平均数 。

（ 四 ） 实验统计方法

１ ．ＲＴ
－

ｑＰＣＲ ： 本实验采用 Ｕ６ 作为 内参基因 ， 检测 目 的基因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６，３ｐ 相对于 内参

基因 Ｕ６ 的表达量进行定量分析 ， 利用表达量的倍数 ２

＿

ＡＡｅ ｔ

计算 ：

ＡＣｔ
＝
Ｃ ｔ Ｂ ｉ ＲＮＡ

－

Ｃｔ
（ ｊ ６ ， 么Ｃｔ诱导 对照 。

其中 ， Ｃｔ ｎ＿代表 ｍ ｉ ＲＮＡ 组的循环数 ， Ａｃｔ 鮮代表经药物诱导后检测的循环数 。

２ ． 所有数据采用 ＳＰＳＳ１ ９ ． ０ 软件和 ＳＴＡＴＡ 软件统计分析 ， 两组数据用 ｔ 检验 ， 多组

间采用 ＡＮ０ＶＡ 方差分析进行统计学分析 ， 若各组间方差不齐 ， 采用非参数检验统计方

法 ， 多组比较用 Ｋｒｕ ｓｋａ ｌ
－

Ｗａ ｌ ｌ ｉ ｓＨ 检验方法 ， 两两比较用 Ｍａｎｎ
－

Ｗｈ ｉ ｔｎｅｙ
Ｕ 检验方法 。

数据用均数 土标准差表示 。 作图在 ＧｒａｐｈＰａｄＰｒ ｉ ｓｍ６ ．０ 软件执行 。 Ｐ＜ ０ ．０ ５ 表示有统

计学差异 。

三 、 实验结果 ：

（

一

） 样本的临床资料

选取符合收集标准的 自然流产患者绒毛组织 ２５ 例 ， 平均年龄为 ３ ０ 岁 ， 平均孕周

为 ８ ． ４ 周 ， 证型以脾肾两虚证及肾虚证为主 。 正常早孕者绒毛组织 ２ ５ 例 ， 平均年龄

为 ２８ ．６ 岁 ， 平均孕周为 ６ ．５ 周 ， 证型 以肝郁证为主 。 月 经规律 ， 近 ３ 个月 无服用激

素类药物者 。



表 ４ 流产患者临床资料


Ｎ０ ．年龄孕周产次流产次数证型

１ ４２ ＳＡ ２ ８ ８ Ｉ １Ｍ
１ ４ ７ ＳＡ ２ ５ ７ ０ １肾虚

１ ６ ０ＳＡ ２ ８ ７＋ ０ ２湿热

１ ６４ＳＡ ２６ ９ ０ １肾虚

１ ８４ＳＡ ４０ ８＋ ０ ２肾虚

１ ９２ＳＡ ２ ７ ９
－

 ０ ２肾虚

２０９ＳＡ ２ ３ ８ ０ １脾肾两虚

２ １ ０ ＳＡ ２ ５ ９ ０ ２脾肾两虚
２６ ９ ＳＡ ２ １ ８＋ ０ ３肾虚

２ ７２ＳＡ ３５ ７ ２ ３脾肾虚弱

２ ７４ＳＡ ２３ ８ ０ １血瘀证

２９６ＳＡ ２ ８ ８ ０ １肾虚血瘀

３ １ ２ ＳＡ ３４ １ ０ １ ２肾虚血瘀

３ ２ ０ ＳＡ ２ ７ ９ １ ２肾虚

３ ２４ＳＡ ３４ ９ ２ ２脾虚

３ ２６ＳＡ


４０


９


１


２


肾虚血瘀

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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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３ １ Ｓ Ａ ２ ６ ８＾ Ｉ ２Ｍ

３ ３ ２ Ｓ Ａ ３ ３ ８ １ ２脾虚

３ ４ ４ Ｓ Ａ ２ ９
－ ８ ０ ３肾虚血瘀

３ ４ ８Ｓ Ａ ３ ０ ９ ＋ １ ２肾虚

３ ４ ９Ｓ Ａ ２ ７ ９ １ ２肾虚血瘀

３ ５ ７ Ｓ Ａ ４ ３ ９ １ ８肝郁

３ ５ ８Ｓ Ａ ３ ３ ８ ２ １肾虚

３ ６ ７ Ｓ Ａ ４ ０ ８ ＋ １ ２肾虚

３ ８ ９Ｓ Ａ


２ ５



８


０


１



肾虚



表 ５ 正常早孕者临床资料
￣

ＮＯ ．年龄孕周孕次流产次数证型

Ｈ ８Ｎ ２ ２ ７ ０ ２ＷＭ

１ ４ ９Ｎ ３ ５ ６ ０ １脾虚

１ ５ ０Ｎ ２ ２ ７ ＋ ０ １肾虚

１ ５ ３ Ｎ ２ ４ ６ ＋ １ ２肾虚

１ ８ ３ Ｎ ４ １ ７ ＋ ２ ２肝郁

２ ５ １ Ｎ ２ １ ５ ＋ ０ １脾肾两虚

２ ５ ５ Ｎ ３ １ ７ ＋ １ ２脾虚

２６ ２Ｎ ３ ７ ８ ＋ ２ １肝郁 肾虚

２ ６ ３ Ｎ ３ ８ ７ ＋ １ ２肾虚

２ ６４ Ｎ ４ ０ ８ ＋ １ ３肝郁 肾虚

２ ６ ６Ｎ ３ ０ ６ ＋ ２ ４肝郁 肾虚

２ ７ ３ Ｎ ２ ８ ６ ０ ２血瘀

２ ７ ６Ｎ ２ ５ ６ ＋ ０ ３肝郁

２ ７ ７ Ｎ ２ ５ ７ ＋ ０ １脾虚

２ ８２Ｎ ３ １ ６ １ ３肝郁

２ ９３ Ｎ ３ ３ ７ ２ ２肝郁

２ ９４ Ｎ ２ ７ ７ １ ２肾虚

２ ９ ５ Ｎ ２ ４ ８ ＋ ０ １血瘀

２ ９ ８Ｎ ２ ３ ６ ０ １肝郁

３ ０ １ Ｎ ２ ５ ７ ０ １肾虚血瘀

３ ０ ２Ｎ ２ ４ ７ ０ １脾虚

３ ０３ Ｎ １ ７ ８ ＋ ０ １肝郁

３ ０４ Ｎ ３ ３ ６ ＋ ２ ３脾虚

３ ０５ Ｎ ２ ４ ６ ＋ １ ２血热

３ ０６Ｎ


３ ４


６


１



３


肝郁

（ 二 ）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６
－

３ ｐ 在正常早孕者和 自 然流产患者绒毛组织中 的表达

用 Ｕ ６ 作为 内 参分析 ，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 ６
－

３ ｐ 在不同组织间 的差异 （ 表 ６ ， Ｆ ｉ ｇ ．１ ） 。 结果

显示 自 然流产绒毛组织 内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 ６
－

３ｐ 的表达比正常早孕者绒毛组织升高 （ ｐ
＝ ０ ． ０ ２ ４

＜ ０ ． ０ ５ ） 。

表 ６ 两组间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６
－

３ｐ 表达差异比较 Ｕ土 ｓ ）

组别例数 ＮＡＡ
ｃ ｔ （ 无 士 ｓ ）

＇

ＳＡ ２ ５ １ ． ２４ ± ０ ． ４ ３

＊



Ｎ


２ ５


１ ． ０ ２ ± ０ ．２ １

注 ： 采用 方法检验 ， 与 对照组相 比 ， Ｙ ＜ ０ ． ０５

２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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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Ｉ２ ． ５
－

， Ｉ Ｉ

ｉ
一 ？

？

宗ｓ
２ 〇 ＿

？

？

！ １
１ ５ ？ 命＜

筘
｜Ｈｉ＊－

５
呈 ０ ． ５ －

Ｚ

芏０ ． ０
－１

，



１



Ｅ ^

Ｆ
ｉ ｇｕ ｒ ｅ １ｍ ｉ Ｒ ＮＡ

－

１ ２ ６
－

３ｐ 在 自然流产患者和正常早孕者绒毛组织 中的表达差异

注 ： 自 然流产组 （ ＳＡ ） 的组织 （ ｎ
＝
２ ５ ） 比正常早孕组 （ Ｎ ） 组织 （ ｎ

＝
２ ５ ） 内 的 ｍ ｉ ＲＮＡ １ ２ ６

－

３ ｐ 显著上调

（ ｐ
＜ ０ ． ０ ５ ） 。 以Ｕ ６为 内参 。

＊

ｐ
＜ ０ ． ０５ 。

（ 三 ） ＥＨ 细胞 内 ｍ ｉ ＲＮＡ １ ２ ６
－

３ ｐ 过表达及其干扰载体构建

１ 、 转染效率

经转染后 ， 下 图 中 ， 荧光倒置显微镜镜下可 见带荧光细胞数较多 ， 转染率可达 ６ ０％

以上 ， 说明转染成功 ， 可 以继续进
一

步实验 。

Ａ


Ｂ


■■
Ｆ ｉ ｇｕ ｒ ｅ２ 转染后细胞荧光观察 （ Ｘ １ ００ ）

注 ： （ Ａ ） 为荧光状态下的细胞数 ， 带荧光细胞数 目 大于 ６ ０％
；（ Ｂ ） 为荧光倒置 显微镜的 明场状态

下 的细胞数 。

２ 、 转染后 ｍ ｉ Ｒ ＮＡ
－

１ ２ ６ ３ ｐ 的基因表达水平

用 ＲＴ ｑ ＰＣ Ｒ 方法检测 ＥＨ 滋养细胞转染 ｍ ｉ Ｒ ＮＡ
－

１ ２ ６
－

３ｐ 后的基因表达水平 （表 ７ ，

Ｆ ｉ ｇ ．３ ） ， 结果表明转染 ２ ４ ｈ 后 ， 滋养细胞 内 ｍ ｉ ＲＮＡ １ ２ ６
－

３ｐ ｍ ｉ ｍ ｉ ｃ 过表达组相对 比未

２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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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转染 正常滋养细胞显著性升 ｆｔ （ ｐ
＜ （ ） ． （ ） （ ） 丨 ） ， 而 ｍ ｉ Ｒ ＼Ａ １ ２ ６３ ｐ ｉ ｎ ｈ ｉ ｈ ｉ ｔ ｏ ｒ

丨

＿

？

扰Ｍ的表

达相 比 于 未 转 染 ￡ 常滋养细 胞 显 著 Ｋ 调 （ 卩
＜ ０ ．０ １） 。 ｉｄ 然 ｍ  ｉＲ ＼Ａ １ ２ ６

＿

３ ｐｍ ｉ ｍ  ｉ ｃ

ｎ ｅｇａｔ ｉ ｖ ｅ和ｉ ｎ ｈ ｉ ｂ ｉｔｏｒｎ ｅｇａ ｔ ｉ ｖ ｅ组的ｍ ｉ Ｒ ＼Ａ
－

１ ２６
－

３ｐ有少量的升高 ， 但与ｍ ｉ ｍ ｉ ｃ组相

比相差 巨大 ， 基本可 以忽略不计 ， 对沿续实验无影响 。 结介 以 丨 ： 说 明用 ｍ ｉ Ｒ ＮＡ １ ２ ６ ３ｐ

ｍ ｉ ｍ ｉ ｃ 和 ｉ ｎ ｈ ｉ ｂ ｉ ｔ ｏ ｒ 构 建 的转 染载体 符 六 前期 实验发现 的 丨

＇

丨 然流 产 的滅 毛 纟Ｊ１织 内

ｍ ｉ ＲＮＡ １ ２ ６ ３ ｐ 表达升 高的现 象 ， 可 以 丨 丨 ｊ丁 进 步实验 。

表 ７ 转染后各组间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 ６
－

３ ｐ 的表达差异 Ｕ土 ｓ ）

Ｍ Ｎ
ＡＡ

ｃ ｔ （ ＾± ｓ ）

Ｃ ｔ ｒ ｌ ３ １ ． ０ （ ） ± ０ ． ００

ｍ ｉ ｍ ｉ ｃ ３ ２ ２ １ ７ ４ １ ．２ ７ ± １ ７ ５ ９ ．３ ４

’ ＊ ＊

ｍ ｉ ｍ ｉ ｃｎ ｅ ｇ ａ ｔ ｉ ｖ ｅ ３ ３０ ３ ．４ ４ ± ４ １ ．０８

ｉ ｎ ｈ ｉ ｂ ｉ ｔ ｏ ｒ ３ ０ ．３ ２ ± （ ） ．０ ３

”

ｉ ｎ ｈ ｉ ｂ ｉ ｔ ｏ ｒｎ ｅ ｇ ａ ｔ ｉ ｖ ｅ


３


４ ．４ Ｑ ± Ｑ ．５２


注 ： 采用 ＡＮＯＶＡ 方差分析方法检测 ， 与 Ｃ ｔ ｒ ｌ 组相 比 ，

”

ｐ＜ ０ ．０ １ ，

…

ｆ
）
＜ ０ ．０ ０ １

ｑ３０００００ 

－

Ｉ＊
－

＊
－

＊

〇丁
＾
－

２ ５００００ －

｜
〇２０００００ －

０１ ５００００
－ －

ＰＵＬｉ
＂ ／Ｗ

ｅ

Ｆ ｉ ｇ ｕ ｒ ｅ３ 转染后 ｍ ｉ Ｒ ＮＡ
－

１ ２ ６
－

３ ｐ 在 ＥＶ Ｔ 细胞内 的表达

注 ： 对比正常滋养细胞 Ｃ ｔ ｒ ｌ 组 ，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 ６
－

３ ｐ ｍ ｉ ｍ ｉ ｃ 组的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 ６
－

３ｐ 表达明 显上调 （ ｐ＜ ０ ．００ １） ，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６
－

３ｐ ｉ ｎ ｈ ｉ ｂ ｉ ｔｏｒ 组的 ｍ ｉ ＲＮＡ １ ２ ６
－

３
ｐ 表达明 显 下调 （ ｐ

＜ ０ ．０ １ ） ， 有统计学差异 。 以 Ｕ６ 作

为 内 参 。

？ ？ ？

ｐ＜ （ ） ．〇 （ ） １ ，

？ ？

ｐ＜ 〇 ．０ １ ．

（
四 ） ｍ ｉ 心 Ａ  １ ２ ６ ３ ｐ 抑制滋养细胞辻移和俊袭功能

前文结果得出 了ｍ ｉ ＲＮＡ
－

ｌ ２６
－

３ ｐ 在 卩１ 然流产绒毛组织中 的 上调 ， 可能引 发 自 然流

产 。 为 了 验 证 ｍ ｉ ＲＮＡ １ ２ ６
－

３ ｐ 对 滋 养细 胞迁 移 和 侵 袭 能 力 的 影 响 ， 我 们通过将

ｍ ｉ ＲＮＡ ｌ ２ ６ ３ ｐｍ ｉ ｍ ｉ ｃ ＞ｍ ｉ ｍ ｉ ｃｎ ｅｇａ ｔ ｉ ｖ ｅ和 ｉ ｎ ｈ ｉ ｂ ｉ ｔ ｏｒ 、 ｉ ｎ ｈ ｉ ｂ ｉ ｔ ｏ ｒｎ ｅｇａ ｔ ｉ ｖｅ分别转染

至 ＥＶＴ 滋养细胞 ４ ８ ｈ 后 ， 对 比未转染组 〗 Ｈ常滋养细胞 ， 检测细胞的辻移功能 。 划痕试

验结果提示 ， 随着划痕时间的延 长 ， 品微镜 Ｋ观察细胞的迁移距离变化 ， ｍ ｉ ＲＮＡ １ ２ ６
－

３ ｐ

２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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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 ｉ ｍ ｉ ｃ组细胞迁移能力 降低 ， 而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 ６ ３ｐ
ｍ ｉｍ ｉ ｃｎ ｅｇａ ｔ ｉ ｖ ｅ和ｉ ｎ ｈ ｉ ｂ ｉ ｔ ｏ ｒｎ ｅｇａｔ ｉ ｖ ｅ

组的细胞辻移能 力 」
ｊ １Ｈ常组相 当 ，

ｍ ｉ ＲＮＡ １ ２ ６ ３ ｐ ｉ ｎ ｈ ｉ ｂ ｉ ｔ ｏｒ 组的滋养细胞迁移能 力 明

显增加 （ Ｆ ｉ ｇ ．４ ） 。 进
一

步通过 了ｒ ａｎ ｓ ｗｅ ｌ ｌ 试验结果表示 ， 检测滋养细胞的侵袭能力 ，

对 比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 ６ ３ ｐｍ ｉ ｍ ｉ ｃｎ ｅｇ ａ ｔ ｉ ｖ ｅ组 ，
ｍ ｉ ＲＮＡ １ ２ ６ ３ ｐｍ ｉ ｍ ｉ ｃ组细胞侵袭数 目 明 显下

降 ， 两 者 之 间 有 统 计 学 差 异 （ Ｐ
＜ ０ ． ０ ５ ） ， 而 ｍ ｉ ＲＮＡ １ ２ ６ ３ｐｉ ｎ ｈ ｉ ｂ ｉ ｔ ｏ ｒ 组对 比

ｒｏ ｉ ＲＮＡ １ ２ ６
－

３ｐ ｉ ｎｈ ｉ ｂ ｉ ｔ ｏ ｒｎ ｅｇａ ｔ ｉ ｖ ｅ 细胞侵袭的数 目 明 显增加 ， 有统计学差异 （ ｐ
＜

０ ． ０ １） ， ｍ ｉ ＲＮＡ １ ２ ６
－

３ｐｍ ｉ ｍ ｉ ｃ 组和 ｉ ｎｈ ｉ ｂ ｉ ｔ ｏｒ 组细胞侵袭数 目 相 比有统计学差异

（ ｐ
＝

０ ．００ １） ， ｔｎ ｉ ＲＮＡ
－

１ ２ ６ ３ ｐｍ ｉ ｍ ｉ ｃｎ ｅｇ ａ ｔ ｉ ｖ ｅ和ｉ ｎ ｈ ｉ ｂ ｉ ｔ ｏｒｎ ｅ ｇａ ｔ ｉ ｖ ｅ组的侵袭细胞数

之间无统计学差异 （表 ８ ， Ｆ ｉ ｇ ．５ ） 。 结果表明经转染后 ， ｍ ｉ ＲＮＡ １ ２ ６ ３ ｐ ｍ ｉ ｍ ｉ ｃ 组 ， 即

过 表 达 ｍ ｉ ＲＮＡ １ ２ ６ ３ ｐ 后 ， 抑 制 了 滋 养 细 胞 的 迁 移 和 侵 袭 能 力 ， 而 干 扰 抑 制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 ６
－

３ ｐ 后 ， 滋养细胞的迁移和侵袭能力增加 ， 从而证 明 了ｍ ｉ ＲＮＡ １ ２ ６ ３ｐ 的表

达升高 ， 影响 了滋养细胞正常 的迁移和侵袭能力 ， 这有可能就是 引 发 自 然流产的原因

之
一

。



表 ８ 各组间细胞侵袭数 目


组别 Ｎ侵袭数 目 （ 无 土 ｓ ， 个 ）

￣

１［ ３ ４ ２ ６ ． ０ 

＋
３ ５ ３ ．１ ７

＝
ｓ ｓ ｓ

ＭＮ ３ ３ ６ ４ ６ ． ０ ± １ ８ ５ ０ ． ７

Ｉ ３ １ ４ ３ ５ ８ ． ０ ± ２ ５ ８ １ ． ５ ２

“



Ｉ Ｎ


３


３ ８ ８ ３ ．３ ３ ± ２ ３ ５ ３ ．７ ５

注 ： 采用 ｔ ｔ ｅ ｓ ｔ ｓ 方法检验 。

与ＭＮ相 比 ，

＝

ｐ
＜ ０ ． ０ ５

； 与ＩＮ相 比 ，

＊＊

ｐ＜ ０ ．０ １ ， 与
Ｉ相 比 ，

？

ｐ
＝
０ ． ００ １

－

ＩＨＨＨＨＨＨＩＨｌｉ

ｉＢＭＩＩ—
ｃ〇

＇

■■■■■
Ｆ ｉ ｇｕ ｒ ｅ４ 转染 ｍ ｉ Ｒ ＮＡ

－

１ ２ ６
－

３ ｐ 后对滋养细胞迁移功能的影响 （ Ｘ４０ ）

注 ： Ｎ ：ｎ ｏ ｒｍａ ｌ
；Ｍ ：ｍ ｉ Ｒ Ｎ Ａ １ ２ ６ ３ ｐ

ｍ ｉ ｍ ｉ ｃ
；ＭＮ ：ｍ ｉ ＲＮＡ １ ２ ６ ３ ｐ

ｍ ｉ ｍ ｉ ｃｎ ｅ ｇ ａ ｔ ｉ ｖ ｅ
；Ｉ ：ｍ ｉ ＲＮＡ １ ２ ６ ３ ｐ

ｉ ｎ ｈ ｉ ｂ ｉ ｔ ｏ ｒ
；Ｉ Ｎ ：ｍ ｉ ＲＮＡ １ ２６

＿

３ ｐｉ ｎｈ ｉ ｂ ｉ ｔ ｏｒｎ ｅ ｇ ａ ｔ ｉ ｖ ｅ 。 划痕试验提示对 比正常组 ， ｍ ｉ ＲＮＡ １ ２ ６ ３ ｐ

ｍ ｉ ｍ ｉ ｃ 组 细 胞 迁 移 能 力 降 低 ，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 ６ ３ ｐ ｉ ｎ ｈ ｉ ｂ ｉ ｔ ｏｒ 组 的 滋 养 细 胞迀 移 能 力 增 加 ， 而

ｍ ｉ ＲＮＡ １ ２ ６ ３ ｐｍ ｉ ｍ ｉ ｃｎｅ ｇａ ｔ ｉ ｖ ｅ 和 ｉ ｎ ｈ ｉ ｂ ｉ ｔ ｏ ｒｎｅ ｇ ａ ｔ ｉ ｖ ｅ 组的细胞迁移能力与正常组相 当 。

２４





览 丝子 总 黄 酮 调控 ｍ ！ Ｒ Ｎ Ａ
－

１ ２ ６
－

３ ｐ 促 ■ 逬 滋 养 细 跑 侵 鈐 功 能机 制 研 究


ＭＭ Ｎ Ｉ Ｉ Ｎ

＿＿画＿
２ ００００

－

１


￥ ￥ ￥


￥ １ ８ ０００
－ １＊＊

ｃ１ ６ ０００ －
＂

Ｔ
＂

｜
１ ４０００

－

＾８ ０００ －

丁＇

Ｉ４０００ －

１
ｄｉ＿＿＿

Ｆ ｉ ｇｕ ｒ ｅ５ 转染 ｍ ｉ Ｒ Ｎ Ａ
－

１ ２ ６
＿

３ ｐ 后对滋养细胞侵袭功能的影响 （ Ｘ ２ ０ ０ ）

注 ： Ｍ ： 丨ｎ ｉ ｍ ｉ ｃ
；
剛 ： ｍ ｉ ｍ ｉ ｃｎ ｅ ｇ ａ ｔ ｉ ｖ ｅ

；Ｉ ： ｉ ｎ ｈ ｉ ｂ ｉ ｔ ｏ ｒ ：Ｉ Ｎ ：ｉ ｎ ｈ ｉ ｂ ｉ ｔ ｏ ｒｎ ｅ ｇ ａ ｔ ｉ ｖ ｅ 。 对 比ｍ ｉ ＲＮ Ａ １ ２６
＿

３
ｐ

ｍ ｉ ｍ ｉ ｃｎ ｅｇａ ｔ ｉ ｖ ｅ组 ， ｍ ｉ Ｒ Ｎ Ａ
－

１ ２６
－

３ｐ
ｍ ｉ ｍ ｉ ｃ组细胞侵袭数 目 明 显Ｔ 降 （ ｐ＜ 〇 ．０５ ） ， 而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６
－

３ ｐ

ｉ ｎ ｈ ｉ ｂ ｉ ｔ ｏｒ 组对 比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 ６
－

３ｐｉ ｎｈ ｉ ｂ ｉ ｔｏｒｎｅ ｇ ａ ｔ ｉ ｖ ｅ 细胞侵袭的数 目 明 显增加 ， 有统计学差异

（ ｐ
＜ ０ ．０ １） ，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６
－

３ ｐ ｍ ｉ ｍ ｉ ｃ 组和 ｉ ｎｈ ｉ ｂｉ ｔ ｏ ｒ 组细胞侵袭数 目 相 比有统计学差异 （ ｐ
＝
０ ．０ ０ １ ） 。

＊ ＊

ｐ
＜ （ ） ．０ １ ，

＝

ｐ＜ ０ ＿ ０ ５ ，
ｓ ｓ ｓ

ｐ
＝
０ ． （ ） ０ １ 。

四 、 讨 论

类似于肿瘤细胞 ， 侵袭功能是滋养细胞拉入蜕膜和胎盘 ， 维持胎 儿 １ 丨 ：常发 育 的 屯

要功能
ｍ Ｂ

］

， 似具体 的侵袭功能 内 在机制 尚 未 北常 明确 ， 冈此深入研究滋养细胞的侵袭

功能对 了 解先兆子痫和 ｆ  ｌ 然流产 的病埋机制 打很 大的临床意 义 。
丨

＇

Ｉ 然流产 的发牛机制

目前 尚未非常 明确 ， 随着 ｍ ｉ ＲＮＡ 被大家的 认可 ， 很 多研宄逐渐发现 自 然流产 的发生与

ｍ ｉ Ｒ ＮＡ 的 变 化 息 息 相 关 。 研 宄 发 现在 早 期 自 然流 产 患 荇 的 胎盘 内 ｍ ｉ ＲＮＡ １ ７ 和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９ ｂ 表达明 显下调
［

｜ １ ７ ］

， 不明原因复发性流产患者 内 的 ｍ ｉ ＲＮＡ
－

２ １ 和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８ ２

也 同样表达降低
１ １ １

！
＜

］

。 ＋ 同 的 ｍ ｉ Ｒ ＮＡ 在 自 然流产 纟１１织 中 有＋ 同程度的表达 。 近年 來 ，

ｍ ｉ Ｒ ＮＡ １ ２ ６０ 卩 的表达及其功能被发现 多 表现在肿瘤细胞及 其细胞的血管 牛． 成功能等

方面
［
＂＾ ］

， 有研究表明在先兆子痫患者 中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 ６
－

３ｐ 的表达下调 ，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６
－

３ｐ

促进 内皮祖细胞 （ ＥＰＣ ｓ ） 的增殖和迁移分化
＂ ２ ２

］

， 而先兆子痫的发生与 自 然流产发生的

机制有可能是 因 为滋养细胞的侵袭不足或者佞袭过度 而 引 发 ， 既然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 ６
＿

３ｐ 在

２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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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兆子痫患者中低表达 ， 而其在 自 然流产患者 中是如何表达的 ？

本研究通过比较 自 然流产患者和正常早孕者的绒毛组织发现 ｍ ｉ ＲＮＡ １ ２ ６
＿

３ｐ 在 自

然流产患 者 的绒毛组织 中 比正常早孕者的组织表达升高 ， 这与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６ ３ｐ 促进

ＥＰＣ ｓ 的迁移和侵袭而发生先兆子痫有相似之处 ， 本研究 中 自 然流产患者绒毛组织的

ｍ ｉ ＲＮＡ １ ２ ６ ３ｐ 的表达升高 ， 我们猜想可能是因为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 ６ ３ｐ 抑制滋养细胞的迁移

和侵袭功能 ， 引 起滋养细胞的侵袭不足而 引 发 自然流产 。 但这个结果与前面研究发现

复发性流产患者血清 中 ｍ ｉ ＲＮＡ １ ２ ６ ３ｐ 表达下调相反
［

１ ２ ３ ］

， 为 了 明确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 ６ ３ｐ 在 自

然流产组织表达上调这个结果 ， 我们首先通过验证 ２ ５ 例 自 然流产患者绒毛组织和 ２ ５

例正常早孕者组织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 ６
－

３ｐ 的表达差异进行对 比 ， 然后再通过进
一

步的实验得

到证明 。

在胚胎正常植入过程中 ， 纸毛外滋养细胞 （ ｈｕｍａｎｅｘ ｔ ｒａｖ ｉ ｌ ｌ ｏｕ ｓｔｒｏｐ ｈｏｂ ｌ ａ ｓ ｔ（ＥＶＴ ）

ｃ ｅ ｌ ｌ ｓ ） 的增殖 ， 迁移和侵袭等功能的相互协调 ， 尤其是侵袭功能的正常发挥 ， 以维

持母胎营养平衡和正常的妊娠过程
［ １ ２ ４ ］

。 侵袭能力是滋养细胞重要的功能 ， 滋养细胞能

够正常发挥其侵袭功能 ， 是维持正常妊娠的关键环节 ， 如果滋养细胞的功能失调 ， 易

出现胎儿畸形 ， 胎儿生长阻滞 ， 自 然流产 ， 死胎等 ； 如侵袭功能过强 ， 易造成胎盘植

入或绒毛膜癌 ， 大 出血而危害母体生命 ； 如侵袭功能不足 ， 易 引 发 自 然流产或先兆子

痫 ， 胎儿生长阻滞等临床常见妇产科疾病
＂ ２ ５

’
１ ２ ６

］

。 ＥＶＴ 的侵袭功能类似与肿瘤细胞 ， 但

其又不 同于肿瘤细胞 ， 它的侵袭功能受到时间和空 间 的限制 ， 以防止过度侵袭
［ １ ２ ７ ］

。 因

此 ＥＶＴ 细胞侵袭功能的正常调节是维持正常妊娠的关键所在 ， 但具体的侵袭功能 内在

机制 尚未非常明确 ， 因此深入研宄滋养细胞的侵袭功能对了解 自然流产的病理机制有

很大的临床意义 。 ＨＴＲ
－

８ 滋养细胞是常用于实验研宄的绒毛外滋养细胞 ， 大部分学者

研究滋养细胞的功能时候都采用 ＨＴＲ
－

８ 细胞系 ， 本研究研究细胞的迁移和侵袭功能都

是在 ＨＴＲ
－

８ 细胞系上探索 。

因此 ， 为 了验证上述的猜想 ， 我们从研究 ＥＶＴ 滋养细胞的迁移和侵袭功能入手 ，

通过进
一

步实验 ， 将 ｍ ｉ ＲＮＡ １ ２ ６
－

３ｐｍ ｉ ｍ ｉ ｃ 和 ｉ ｎｈ ｉ ｂ ｉ ｔ ｏ ｒ 转染至滋养细胞 ， 上调和干

扰滋养细胞 内 ｍ ｉ ＲＮＡ １ ２ ６
＿

３ｐ 内 的表达检测滋养细胞的迁移和侵袭功能的变化 ， 实验

结果发现过表达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 ６
＿

３ｐ 后抑制滋养细胞的迁移和侵袭功能 ， 侵袭的细胞数 目

减少 ， 而干扰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 ６
－

３ｐ 后滋养细胞的迁移和侵袭功能得 以增加 ， 这就说 明 了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 ６ ３ｐ 在滋养细胞 内表达的多少会直接影响到滋养细胞的迁移和侵袭功能 ， 同

时也可 以说明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６ ３ｐ 对滋养细胞迁移和侵袭功能有
一

定的调控作用 。 因此证

明 了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 ６
－

３ｐ 的表达多少会直接影响到滋养细胞的迀移和侵袭功能 ， 存在
一

定

的调控作用 ， 其表达上调会引起 自然流产 的发生 ， 或许可 以说明 ｍ ｉ ＲＮＡ １ ２ ６ ３ｐ 是 引

起 自 然流产发生机制的其中
一

个因素 ， 它 的表达差异直接关乎到 自 然流产是否会发生 ，

这个发现对 了解 自 然流产的发病机制提供了
一

个新的理论依据 ， 从基因层面上解释 了

自 然流产 的其 中
一

个发病 因 素 ， 在 以 后 的 临床使用 上 ， 或许可 以检测 妊娠者 中

２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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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６
－

３ｐ 的表达来预测妊娠结局 ， 提早进行干预 ， 从而避免 自 然流产的再次发生 。

然而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６
－

３ｐ 是如何发挥调控滋养细胞的迁移和侵袭功能这
一

作用呢 ？ 我

们猜想可能是在干扰滋养细胞的 内源性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６
－

３ｐ 后 ， 激活了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６
＿

３ｐ 下游

的某个靶基因 ， 该靶基因对滋养细胞的迁移和侵袭功能有促进作用 ， 从而增加 了滋养

细胞的迁移和侵袭功能 ， 而过表达 ｒａ ｉ ＲＮＡ
－

１ ２６
－

３ｐ 后 ， 抑制 了该靶基因的功能 ， 也就

降低了滋养细胞的迁移和侵袭功能 。 所以从这可能存在的 因素入手 ， 为 了更好的探讨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 ６
＿

３ｐ 抑制滋养细胞的迁移和侵袭功能的 内在机制作用 ， 我们会继续深入研宄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６
－

３ｐ 可能调控的靶基因 ， 及其用药效明显的补肾安胎中药菟丝子总黄酮进行

干预细胞 ， 对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６
－

３ｐ 转染后的滋养细胞进行拯救实验 ， 探讨菟丝子总黄酮的

药效机制 。

五 、 小结

在 自 然流产患者对 比正常早孕患者的绒毛组织中 ，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 ６
－

３ｐ 的基因表达水平

明显上调 ， 通过将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６
－

３ｐ 转染至 ＨＴＲ
－

８ 滋养细胞后 ，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６
－

３ｐ ｍ ｉ ｍ ｉ ｃ 组

的滋养细胞迁移和侵袭能力受到抑制 ， 相反地 ，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６
－

３ｐｉ ｎｈ ｉ ｂ ｉ ｔ ｏｒ 组的滋养细

胞迁移和侵袭功能增加 了 ， 说明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６
－

３ｐ对滋养细胞的功能有
一

定的调控作用 。

第三节 菟丝子总黄酮对正常滋养细胞迁移和侵袭功能的影响

寿胎丸出 自 《医学衷 中参西录 》 ， 是常用来治疗胎动不安 ， 先兆流产的经典方剂 ，

其能够补肾安胎 ， 固护冲任 ， 而菟丝子是寿胎丸的君药 ， 能补肾益精 ， 为安胎之首要

要药 ， 有研究证 明 ， 菟丝子总黄酮是菟丝子发挥药效的主要活性成分 ， 能够安胎补肾 ，

调节生殖内分泌等作用 。 那菟丝子总黄酮如何起到补肾安胎 ， 防治流产作用 的 ？ 其是

否对滋养细胞有
一

定的影响 ， 通过本研宄我们 即将探讨菟丝子总黄酮对滋养细胞的作

用影响 。

一

、 实验 目 的

测定菟丝子总黄酮的含量 ， 研宄菟丝子总黄酮对正常滋养细胞的迁移和侵袭功能

的作用影响 。

二 、 实验材料与方法

（

一

） 实验材料与仪器

１ ． 实验试剂

菟丝子总黄酮 ： 南京普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购买的菟丝子 （ Ｃｕ ｓ ｃ ｕ ｔａ ） 提取物菟丝子

总黄酮 。

乙醇 、 亚硝酸钠 、 硝酸铝 、 氢氧化钠 ： 天津大茂化学厂有限公司

甲醇 ： 默克公司 ， 色谱纯

芦丁标准品 ： 中 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

金丝桃昔标准品 ： 中 国食品药品检定研宄院

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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槲皮素标准品 ： 中 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

槲皮苷标准品 ： 中 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

异 鼠李素标准品 ： 中 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

ＭＴＴ 粉剂 ： Ｓ ｉ ｇｍａ 公司

余试剂同第二节

２ ． 实验仪器

紫外分光光度计 ： 尤尼柯 （上海 ） 仪器有限公司

高效液相 ： Ｗａｔ ｅｒ ｓ 公司

万分之
一

电子分析天平 ： ＢＳＡ１ ２４Ｓ ， Ｓａｒｔ ｏｒ ｉ ｕ ｓ 公司

十万分之
一

电子分析天平 ： ＭＳ １ ０ ５Ｄｕ ， ＭＥＴＴＬＥＲＴＯＬＥＤＯ 公司

酶标仪 ： Ｔｈｅｒｍｏ 公司

（二 ） 实验方法

１ ． 菟丝子总黄酮溶液制备 ：

精密称取菟丝子总黄酮粉剂 ６０ｍｇ ， 溶于 ６００ ｕ ｌ ＤＭＳＯ 中 ， 混匀后充分溶解形成浓

度为 １ ００ｍｇ／ｍｌ 的菟丝子总黄酮母液 ， 再吸取 ｌ ＯＯｕ ｌ 母液 ， 加入 ９００ｕ ｌ 含 １ ０％胎牛血清

的 ＲＰＭ Ｉ
－

１ ６４０ 培养基 ， 最后形成 １ ０ｍｇ／ｍ ｌ 的菟丝子总黄酮储存液 。 用含 １ ０％胎牛血清

的培养基稀释至所需浓度 。

２ ． 菟丝子总黄酮含量测定方法 （紫外分光光度法 ）

（ １ ） 标准曲线的制作 ：

① 精密称取芦丁标准品约 １ ０ｍｇ ， ７０％乙醇超声下溶解 ， １ ０ｍ ｌ 容量瓶定容 ， 取 ５ ．０ｍｌ

至 ５０ｍ ｌ 容量瓶定容 ， 得芦丁对照品浓度为 ０ ． １ ０ １ ５ｍｇ／ｍ ｌ 。

② ｌ 〇ｍ ｌ 容量瓶内精密吸取 ０
，
１ ．０

，２ ．０
，３ ．０

，
４ ．０

，５ ．０ｍｌ 芦丁对照品溶液 ， 再分别

加入 ５ ．０
，４ ．０

，３ ．０
，
２ ．０

，１ ．０ｍ ｌ 的 ７０％乙醇 ， 轻轻摇勾 ， 加入 ５％亚硝酸钠溶液各 ０ ．３ｍ ｌ
，

轻轻摇匀后室温放置 ６ｍ ｉｎ
； 加入 １ ０％硝酸铝溶液分别 ０ ．３ｍ ｌ ， 轻轻摇匀后放置 ６ｍ ｉ ｎ

；

最后加入 ４％氢氧化钠溶液 ４ ． 〇１１１ １
， ７０％乙醇定容 ， 摇匀放置 １ ５ １＾ １１

；
５ １ 〇 １１１１１ 处测定吸光

度 。 计算可得标准 曲线 。

（２ ） 样品含量测定 ： 精密称取菟丝子总黄酮溶于 ７０％乙醇 ， 使得浓度约为 ０ ． ３ｍｇ／ｍ ｌ
，

按照制作标准 曲线方法 ， 在 ５ １ ０ｎｍ 处测得吸光度 。 根据标准曲线 ， 最终得菟丝子总黄

酮的含量 。

３ ．ＨＰＬＣ 方法测定菟丝子总黄酮的含量

（ １ ） 标准品配置 ：

① 金丝桃苷 ： 精密称量金丝桃苷标准品 （纯度为 ９３ ．３％ ）１ ０ ．５ １ｍｇ ， 甲醇溶解 ，

定容至 １ ０ｍｌ ， 作为浓度为 ０ ． ９８０６ｍｇ／ｍｌ 的标准品储备液 。

② 芦丁 ： 精密称量芦丁标准品 （纯度为 ９ １ ．９％ ）６ ．８５ｍｇ ， 甲醇溶解 ， 定容至 １ ０ｍ ｌ ，

作为浓度为 〇 ．６２９５ｍｇ／ｍ ｌ 的标准品储备液 。

２８





策 丝子 总黄酮调控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 ６
－

３ ｐ 促进 滋 养细胞使袭 功 能机制研 究


③ 槲皮素 ： 精密称量槲皮素标准品 （纯度为 ９６ ． ５％ ）５ ．７ １ｍｇ ， 甲醇溶解 ， 定容至

１ ０ｍ ｌ ， 作为浓度为 ０ ． ５ ５ １ ０ｍｇ／ｍ ｌ 的标准品储备液 。

④ 槲皮苷 ： 精密称量槲皮苷标准品 （纯度为 １ ００％ ）５ ．７２ｍｇ ， 甲醇溶解 ， 定容至

１ ０ｍ ｌ ， 作为浓度为 ０ ． ５ ７２０ｍｇ／ｍ ｌ 的标准品储备液 。

⑤ 异 鼠李素 ： 精密称量异 鼠李素标准品 （纯度为 ９９ ． ０％ ）１ ． １ ９ｍｇ ， 甲醇溶解 ， 定

容至 １ ０ｍｌ ， 作为浓度为 ０ ．１ １ ７８ｍｇ／ｍ ｌ 的标准品储备液 。

⑥ 混标 （定量 ） ： 从上述 ５ 种标准品储备液中 ， 用移液管各取 ｌｍ ｌ ， 转移到 １ ０ｍ ｌ

容量瓶中 ， 用 ５０％甲醇稀释定容 。金丝桃苷终浓度为 ９ ８ ．０６ｕ
ｇ／ｍ ｌ ， 芦丁终浓度为 ６ ２ ．９５

ｙ ｇ／ｍ ｌ ， 槲皮素终浓度为 ５ ５ ．１ ０ ｕ ｇ／ｍ ｌ ， 槲皮苷终浓度为 ５７ ． ２０ ｕ ｇ／ｍ ｌ ， 异 鼠李素终

浓度为１ １ ． ７８ｕ ｇ／ｍ ｌ ．

（ ２ ） 供试品配置 ：

精密称量供试品 ４９ ．４９呵 ， 甲醇溶解 ， 定容至 １ ０ｍ ｌ ， 浓度为 ４ ． ９４９ｍｇ／ｍ ｌ 供试品

储备液 。 用移液管取 ｌｍ ｌ
， 转移到 １ ０ｍ ｌ 容量瓶中 ， 用 ５０％ 甲醇稀释定容 ， 浓度为 ４９４ ．９

ｙ ｇ／ｍ ｌ 的供试品溶液 。

（ ３ ） 色谱条件

色谱柱 ： ｗａｔ ｅｒ ｓＸＢｒ ｉ ｄｇｅＣ １ ８
（２ ５０＊４ ．６ｒａｍ

，
５ｕｍ ）

流速ｌ ． Ｏｍ ｌ ／ｍ ｉ ｎ
； 柱温 ： ３ （ＴＣ

； 波长 ： ３６０ｎｍ

流动相 ： 甲醇－

０ ． ４％磷酸水

洗脱梯度 ：

时间甲醇０ ． ４％磷酸水

０２５ ７５

６０４０６０

８０６ ０４０

４ ．ＭＴＴ 试验

（ １ ） 将 ＨＴＲ
－

８ 滋养细胞消化传代后 以 １ ．５ Ｘ ｌ 〇７ｒａ ｌ 的密度接种至 ９６ 孔板 ， １ ００ｕ１ ／

孔 ， 细胞边缘各加入 １ ００ Ｕ １ ＰＢＳ ， 以防细胞培养基干燥 。 摇匀后 ， 置 ３ ７

°

Ｃ 、 ５％Ｃ０２ 的

细胞培养箱继续培养 ４８ｈ 。

（ ２ ） 吸弃培养液 ， 实验组分别加入 ２ｍ ｌ 含有不 同浓度的菟丝子总黄酮 （ ０ ．１ 、 ０ ．５ 、 １ 、

５ 、 １ ０ｕ
ｇ／ｍ ｌ ） 的 １ ０％胎牛血清 ＲＰＭ Ｉ

－

１ ６４０ 培养基 ， 对照组加入含 ０ ．１％的 ＤＭＳ０ 的 １ ０％

胎牛血清 ＲＰＭ Ｉ
－

１ ６４０ 培养基 ， 重新将 ９６ 孔板置于细胞培养箱 中 ， 继续孵育 ４８ｈ 。

（ ３ ） 将 ＭＴＴ 粉剂 ， 加入 ＰＢＳ ， 稀释成 ５ｍｇ／ｍ ｌ 的 ＭＴＴ 稀释液 ， 过滤膜 ；

（ ４ ） 每孔加入 １ ０ ｕ ｌＭＴＴ 稀释液 ， 继续在细胞细胞养箱 内孵育 ３
－

４ｈ ， 促使 ＭＴＴ 还原

为 甲赞月 ；

（ ５ ） 吸弃上清液 ， 每孔各加入 １ ００ｕ ｌＤＭＳ０ 溶液 ， 使 甲 赞月 溶解 ， 室温 ， 置于平板

摇床上震荡 ｌ Ｏｍ ｉ ｎ ， 使结晶物完全溶解 。

２ ９





广 州 中 医 药 大学 ２０ １ ７ 届博士学位论文


（ ６ ） 各孔吸光度值 （ ０Ｄ 值 ） 检测 ： 酶联免疫分析仪 ， ４９０ｎｍ 波长处检测 。 每组实验

重复 ３ 次 ， 取 ３ 次实验后平均值再进行统计分析 。

５ ． 划痕试验

（ １ ） 提前
一

天将细胞种至六孔板 。

（ ２ ） 第二天上午 ， 荧光倒置显微镜镜下观察孔板 内细胞状态 ， 并选择好每组大致相

同细胞数的位置 ， 用 ２００ｙ ｌ 枪头划
一

大致相等的横线 ， Ｘ４０ 镜下拍照 。

（ ３ ） 实验组分别加入 ２ｍｌ 含有不同浓度的菟丝子总黄酮 （ ０ ． ５ 、 １ 、 ５ ｕ ｇ ／ｍ ｌ ） 的 １ ０％

胎牛血清 ＲＰＭＩ
－

１ ６４０ 培养基 ， 空 白对照组加入含 ０ ． １％的 ＤＭＳ０ 的 １ ０％胎牛血清

ＲＰＭ Ｉ
－

１ ６４０ 培养基 ， 细胞培养箱 内继续培养 ６ｈ 。

（ ４ ）６ｈ 后 ， 选择相 同拍照位置 ， Ｘ４０ 镜下拍照 。

（ ５ ）１ ２ｈ 后 ， 选择相 同拍照位置 ， Ｘ４０ 镜下拍照 。 实验重复 ３ 次 ， 根据细胞迁移距离

判定细胞划痕结果 。

６ ．Ｔｒａｎ ｓｗｅ ｌ ｌ试验

（ １ ） 在 ２４ 孔的 Ｔｒａｎ ｓｗｅ ｌ ｌ 上室加入 ５０ｕ ｌ 用无血清的 ＲＰＭＩ
－

１ ６４０ 培养基按 ３ ：１ 稀释

的 Ｍａｔｒ ｉ ｇｅ ｌ ， 在 ３ ７

°

Ｃ
，
５％Ｃ０２ 的细胞培养箱敷育 ｌｈ

；

（ ２ ） 将细胞用胰酶消化 ｌｍｉ ｎ ， 加入无 ＦＢＳ 的 ＲＰＭＩ
－

１ ６４０ 培养基终止消化 ， 离心 ， 再

用 ＰＢＳ 重悬细胞 ， 再次离心 ， 分别用不同浓度的菟丝子总黄酮 （ ０ ． ５ 、 １ 、 ５Ｕ ｇ／ｍ ｌ ）

的 ＲＰＭ Ｉ
－

１ ６４０ 培养基重新悬浮细胞 ， 细胞密度为 ５ Ｘｌ ＯＶｍｌ 。

（ ３ ） 各加入 ２００ １Ｕ 重新悬浮的细胞悬液至 Ｔｒａｎｓｗｅ ｌ ｌ 上室中 ， 下室加入 ５００Ｐ１ 含

１ ０％ＦＢＳ 的 ＲＰＭ Ｉ
－

１ ６４０ 培养基 ， ３ ７

°

Ｃ ５％Ｃ０２ 的细胞培养箱中继续孵育 ４８ｈ 。

（ ４ ）４８ｈ 后 ， 用棉签轻轻擦拭去掉上室滤膜 内面细胞 ， 保留滤膜外面细胞 ， 用多聚 甲

酸固定 ３０ｍ ｉ ｎ ， 结晶紫染色 ２０ｍ ｉ ｎ 。 平整切下滤膜 。

（ ５ ）Ｘ ４００ 高倍显微镜下 ， 对每个孔 内所有细胞进行计数 。

（ ６ ） 侵袭指数＝实验组细胞数／对照组细胞数 。 实验重复 ２ 次 ， 取平均数 。

三 、 实验结果

（

一

） 菟丝子总黄酮的含量测定

１ ． 紫外分光光度法

根据上述方法测得标准曲线如下 （ Ｆ ｉ ｇ ．６ ） ， ｙ
＝

ｌ ｌ ．８ ５９ｘ
－

０ ．００４４ ， Ｒ
２

＝
０ ．９９ ９８＞ ０ ．９９９ ，

说明该标准 曲线可 以用来进行下
一

步测定 。 将菟丝子总黄酮的吸光度值按照标准曲线

方程计算 （表 ９ ） ， 结果得出菟丝子总黄酮的含量为 ９０ ．８ ７６％ ， 菟丝子总黄酮的含量较

高 ， 说明该菟丝子提取物的主要成分为菟丝子总黄酮 。

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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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光度 （
Ａｂ ｓ

）

０ ． ７１


０ ． ６


ｙ

二ｌ ｌ ：８ ５ ９ ｘ
－ ０００４４４＾



〇 ５


Ｒ
２＝Ｑ ９９ ９８

〇 ．４
／ ？ 吸光度 （

Ａｂ ｓ
）

〇 ３＾

ｎ 〇 
——

线性 （
吸光度

￣

＾ （
Ａｂｓ

） ）

０ ． １
－—

７
＾

０＾ 

〇 １
Ｑ）０ ． ０２０ ． ０４０ ． ０ ６

Ｆ ｉ ｇ ｕ ｒ ｅ６ 用 回归分析计算得出标准曲线 。 Ｒ
２＝０ ． ９ ９９ ８ 。



表 ９ 菟丝子总黄酮含量计算


１号吸光度 浓度 （ ｍｇ／ｍＬ ）提取物总黄酮含量提取物总黄酮平均含量
￣

１０ ． ２ ５ ４０ ． ０ ２ １ ８ ８９ ． ３ ７ ５％

２０ ． ２ ６４０ ． ０ ２２６ ９ ２ ． ８３ ９％ ９ ０ ． ８ ７ ６％

３０ ．２ ５ ７０ ．０ ２ ２ ０


９０ ．４ １ ４％


２ ．ＨＰＬＣ

用金丝桃苷 ， 芦丁 ， 槲皮素 ， 槲皮苷 ， 异 鼠李素五种标准品 ， 测定菟丝子总黄酮

提取物 中所 占 的含量 ， 经过用 ＨＰＬＣ 方法得出菟丝子总黄酮的指纹 图谱及其各标准品

的 图谱 （ Ｆ ｉ ｇ ．７
－

１ ４ ） ， 根据各标准品 的峰面积与对照 品 的峰面积计算菟丝子总黄酮 内

含各标准品 的含量 （表 １ ０
，１ １ ） ， 其 中芦丁 占大部分 ， 约 ７ ７ ．７ ５％ ， 槲皮素 占 ０ ． ４ １ ％ ， 及

其极少量的异 鼠李素 ０ ． ０ ３％ ， 总含量达 ７ ８ ．１ ９％ ， 而含少量甚至不含金丝桃苷和槲皮苷 ，

可 以认为该菟丝子总黄酮提取物 内绝大部分是黄酮类物质 。



表 １ ０ 对照品信息表


储备液浓度进样浓度

标准品


质量 （ ｍｇ ）



纯度 （ ％ ）



（ ｍｇ／ｍ ｌ ）



（Ｐｇ ／ｍ ｌ ）

金丝桃苷 １ ０ ． ５ １ ９ ３？３ 〇７９ ８ ９ ８ ． ０ ６

芦丁 ６ ． ８５ ９ １ ． ９ ０ ． ６ ３ ６ ２ ． ９ ５

槲皮素 ５ ． ７ １ ９６ ． ５ ０ ． ５ ５ ５ ５ ． １ ０

槲皮苷 ５ ． ７２ １ ００ ． ０ ０ ． ５ ７ ５ ７ ． ２ ０

异 鼠李素 １ ． １ ９ ９９ ． ０ ０ ． １ ２ １ １ ． ７ ８

样品


４９ ． ４ ９


／


４
＾
９ ５


４ ９ ４ ．９ ０

３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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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１ 黄酮中各成分含量结果
￣

面积金丝桃苷芦丁槲皮苷槲皮素异 鼠李素

对照品峰面积 ３ ７ ．１ ４ ７ ７ １ ８ ． ８９ ７ ２ １ ８ ．１ ２ ４９３６ ． ５ ７ ０２ ７ ． ９ １ ３ ６

样品峰面积 ／ １ １ ５ ． ５ ０ ５４ ／ １ ． ３ ５ １ ３０ ． ０ ９６ ２

分离度 １ ６ ． ３ ２ ２ ３ ． ４０ ｎ ．ａ ．

含量 （ ％ ）



／


７ ７ ．７ ５


／


０ ４ １



０ ．０３

（二 ） ＭＴＴ 法检测菟丝子总黄酮对滋养细胞毒性

为 了检测菟丝子总黄酮对滋养细胞的毒性 ， ＥＶＴ 滋养细胞经不 同浓度菟丝子总黄

酮作用 ４ ８ｈ 后 ， ＭＴＴ 法检测滋养细胞的活力 ， 结果显示菟丝子总黄酮对 ＥＶＴ 细胞的增

殖活力没有影响 ， 各组间无统计学差异 ， 说 明菟丝子总黄酮对滋养细胞无明显毒性 。

（表１ ２ ， Ｆ ｉ ｇ ．１ ５ ）

表 １ ２ 各组间细胞增殖活力的影响 Ｕ± ｓ ）

组别 Ｎ ４ ８ｈ 后吸光度 （ 无 土 ｓ ）

ＤＭＳ０ ４ １ ． ０ ０ 
＋

０ ．２４

０ ．１ｐｇ／ｍ ｌ ５ １ ． ０ ７ ± ０ ．２ ５

０ ．５ｕ
ｇ／ｍ ｌ ５ １ ． ０ ３ ± ０ ．２０

１ｙｇ／ｍ ｌ ３ １ ． ０ ３ 土 ０ ． ０ ５

５Ｐ
ｇ／ｍ ｌ ４ １ ．１ ４± ０ ．１ ５



１ ０Ｕｇ／ｍ ｌ



５


０ ．９ ６ ± ０ ．１ ２


注 ： 与 ＤＭＳＯ 组相 比 ， 各组间无统计学差异 。

＿
Ｆ ｉ ｇｕ ｒ ｅ １ ５ 不同浓度的菟丝子总黄酮不影响滋养细胞的增殖能力

Ｆ ｉ ｇｕ ｒ ｅ １ ５Ｄ ｉ ｆｆ ｅ ｒ ｅ ｎ ｃ ｅｄ ｏ ｓ ａｇｅｏｆＴＦＳＣｓ ｈ ｏｗｅｄｎｏｄ ｅｃ ｒ ｅ ａ ｓ ｅ ｉ ｎｖ ｉ ｔ ａ ｌ ｉ ｔｙｏ ｆｃ ｅ ｌ ｌ ｓ

（三 ） 菟丝子总黄酮促进滋养细胞迁移和侵袭能力

为 了 进
一

步检测菟丝子总黄酮对滋养细胞迁移和侵袭功能 的影响 （ Ｆ ｉ ｇ ．１ ６ ） ，

０ ．５ｗ ｇ／ｍ ｌ ，
ｌ ｙｇ／ｍ ｌ 和 ５ｗｇ／ｍ ｌ 不同浓度的英丝子总黄酮分别作用于 ＥＶＴ 细胞 ０ｈ ，

６ ｈ ，１ ２ ｈ 和 ２４ｈ ， 对照组为 ＤＭＳ０ ， 划痕试验结果提示 ， 随着划痕时 间 的延长 ， 菟丝子

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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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黄酮组的滋养细胞迁移能力增加 ， 含 １Ｍｇ／ｍ ｌ 和 ５ｕｇ／ｍ ｌ 的菟丝子总黄酮作用促细

胞迁移能力作用 更 明 显 。

Ｔ ｒ ａ ｎ ｓ ｗ ｅ ｌ １ 试验提示在加 入 小 同浓度的菟丝＋总黄酮作用滋养细胞 ４ ８ ｈ 后 （ 表 １ ３ ，

Ｆ ｉ ｇ ． １ ６ ） ， ｌ ｕ ｇ／ｍ ｌ 和 ？ ｉ ｉ
ｉ
ｇ／ｍ ｌ 的菟丝子总 黄＿ 纟Ｕ细胞位袭的 数 口 增加 ， 对 比 ＤＭ ＳＯ 组

有统 汁学差异 （ Ｐ
＜ 〇 ．０ ５ ） ， 呈剂 黾依赖性 ， 闪此可 以说 明 菟丝子总 黄＿不仅能够增加

滋养细胞的辻移能 力 ， 而 且还能增加滋养细胞的侵袭能 力 。

ＤＭ ＳＯ０ ． ５
ｐ ｇ

／ｍ ｌ １
ｐ ｇ

／ｍ ｌ ５
ｐ ｇ

／ｍ ｌ

——ＩＢ—Ｈ—
＾ｈｈｈｈｉｂｈｉｈｈ

ＤＭＳＯ ０ ． ５
 （

ｊｇ ／ｍ ｌ

２ ５０
１

ｆ＊ ＊

Ｉ

２ 。 。
－

＊Ｔ
３
 １ ５０

－Ｔ
１
 ｜

ｊｇ
／ｍ ｌ ５

 （

ｊｇ
／ｍ ｌｔ

＿＿ 

！址
Ｆ ｉ ｇｕ ｒ ｅ １ ６ 菟丝子总黄酮对正常滋养细胞迁移 （

Ｘ４０
） 和侵袭功能 （

Ｘ４ （Ｋ）
） 的影响

３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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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Ｘ４ ０ 显微镜下 ， 对 比 ＤＭＳ０ 组 ， 在 １ ２ ｈ 和 ２ ４ ｈ ， ｌ ｐ ｇ／ｍ ｌ 和 ５ｕ ｇ／ｍ ｌ 的菟丝子总黄酮增加滋

养细胞的迁移能力 ， 呈时间 和剂量依赖性 。 Ｘ４ ００ 显微镜下 ，
ｌ ｕ ｇ／ｍ ｌ 和 ５ ｕ ｇ／ｍ ｌ 的菟丝子总黄酮

能明 显增加滋养细胞的侵袭细胞数 目 。 Ｖ＜ ０ ．０５
，

”

ｐ＜ ０ ．０ １ ．

Ｆ ｉ ｇｕ ｒ ｅ１ ６Ｔｈ ｅｅｆｆ ｅｃｔｏｆＴＦＳＣｏｎｔｈ ｅｍ ｉ ｇ ｒ ａｔ ｉ ｏｎａｎｄ ｉ ｎ ｖ ａ ｓ ｉ ｏｎｏ ｆＥＶＴｃ ｅ ｌ ｌ ｓ

注 ： Ｏｂ ｓ ｅ ｒ ｖ ｅ ｄｕ ｎ ｄ ｅ ｒａｎｉ ｎｖ ｅ ｒ ｔ ｅ ｄＸ４ ０ｍ ｉ ｃ ｒ ｏ ｓ ｃ ｏｐ ｅ ，ｃ ｏｍｐ ａｒ ｅ ｄｗ ｉ ｔ ｈＤＭＳＯ
， １ｕｇ／ｍ ｌａｎｄ５口ｇ／ｍ ｌ

ＴＦＳ Ｃｓ ｉ ｇｎ ｉ ｆ ｉ ｃ ａｎ ｔ ｌ ｙｉ ｎ ｃ ｒｅ ａ ｓ ｅｔ ｈ ｅｍ ｉ ｇ ｒ ａ ｔ ｉ ｏ ｎａｂ ｉ ｌ ｉ ｔ ｙｏ ｆＥＶＴｃ ｅ ｌ ｌ ｓｉ ｎ１ ２ｈａｎ ｄ２４ｈ
，
ｓｈｏｗ ｅｄ

ｉ ｎａｄｏ ｓ ｅ ａｎ ｄｔ ｉ ｍ ｅ
－

ｄｅ ｐ ｅｎ ｄ ｅｎ ｔｍａｎｎｅ ｒ ．Ｏｂ ｓ ｅｒｖ ｅ ｄｕｎ ｄ ｅ ｒａｎｉ ｎｖ ｅ ｒ ｔ ｅ ｄＸ４００ｍ ｉ ｃ ｒ ｏ ｓ ｃ ｏｐｅａｆ ｔ ｅ ｒ

４ ８ｈｏ ｆｃｕ ｌ ｔ ｕｒｅ
，ｔ ｈｅｃ ｅ ｌ ｌｎｕｍｂｅ ｒ ｓｗｅ ｒ ｅｓ ｉ ｇｎ ｉ ｆ ｉ ｃ ａｎ ｔ ｌ ｙｉ ｎｃｒｅａ ｓ ｅｄｉ ｎ１Ｕｇ／ｍ ｌａｎｄ５ ＼

ｉ
ｇ／ｍ ｌＴＦＳＣ ．

表 １ ３ 菟丝子总黄酮作用后各组间细胞侵袭数 目 Ｕ ± ｓ
， 个 ）



组 另 丨

Ｊ



Ｎ


侵袭数 目 （ 无 土 ｓ ）


ＤＭＳ０ ３ ４ ５ ． ６ ７ 土 １ １ ． ６ ８

０ ．５Ｐｇ／ｍ ｌ ３ ４６ ．６７ ± ６ ．６６

１Ｕｇ／ｍ ｌ ３ ９７ ．０± １ ４ ．４２

＊



５ｕｇ／ｍｌ


３


１ ３ ９ ． ６ ７ ± ３ ９

＃



注 ： 采用 ＡＮ０ＶＡ 方差分析检测 。 对比 ＤＭＳＯ 组 ，

＊

ｐ＜ ０ ． ０ ５
，

”

ｐ＜ ０ ． ０ １ ．

四 、 讨论

自 古 以来 ， 《女科正宗 ． 广嗣总论 》 曰 ：

“

男精壮而女经调 ， 有子之道也
”

， 说明在

男女生殖之精正常 ， 在
“

氤氲之候
”

之时 ， 胎孕而成 。 正常的妊娠过程 ， 需要女子肾

气的充盛 ， 天癸的成熟 ， 冲任二脉的充盛 ， 胞宫藏泻有期 ， 以此胎孕乃成 。 早在著名

的 中 医妇科学专家罗元恺教授提出
“

肾
－

天癸－冲任－

胞宫
”

生殖轴 ， 该生殖轴是女性

在生殖调节中的核心 ， 调经 、 助孕 、 安胎贯穿于女性
一

生之中
［ １ ２ ８ ］

。 自然流产 ， 即
“

胎

元不固
”

的发生 ， 是最后
一

环妊娠安胎过程常见病 ， 往往是因为肾虚而阴血无以下注

而养胎 ， 肾虚冲任不固导致 ， 在治疗上常 以
“

治病与安胎并举
”

的治疗大法 ， 首先 以

补肾为主 ， 肾气充盛则胎元 已固 ， 同时辅以疏肝健脾 ， 益气养血之法 。 《素 问 ？ 上古

天真论 》 如是说 ：

“

肾者主水 ， 受五脏六腑之精而藏之 。 故五脏盛 ， 乃能写 （泻 ）

”

，

此处说的就是肾能藏精 ， 精气盛 ， 胎元安 。 罗元恺教授治疗 自 然流产或者安胎的患者 ，

也主要从补肾入手 ， 其治疗思路主要是 ： 封藏之本 ， 以补肾固摄为主 ； 潜阳制胜以治

相火易亢 ； 同时主张以静制动 以安冲任
［ １ ２ ９ ］

。 也有不少研究用补肾活血法和补肾健脾法

治疗 自然流产 ， 无论如何 ， 补 肾法是治疗 自然流产的首选治法 。 目 前治疗 自 然

流产的代表方剂是 以寿胎丸为主 。 寿胎丸包括菟丝子 、 桑寄生 、 续断 ， 阿胶四种药物 。

近年来对于寿胎丸的研究不甚其数 。 寿胎丸具有抑制子宫平滑肌的收缩作用 ， 就导师

课题组而言 ， 建立肾虚 黄体抑制病症结合模型 ， 并 以寿胎丸治疗的药效试验得出寿

胎丸的优选方 减味寿胎丸 （菟丝子 、 桑寄生 、 续断 ）

［ １ ３ ２
＇

１ ３ ３ ］

， 同时构建出复方中菟丝

子 、 桑寄生 、 续断三种药物的指纹图谱
［ Ｗ ４ＭＭ

］

， 并深入研究减味寿胎丸的药效部位 ， 如

菟丝子中 以菟丝子总黄酮总黄酮 ， 菟丝子总多糖为主
［ １ ３ ７ ］

， 续断 以续断总皂苷 ， 续断总

生物碱为主
［ １ ３ ８

］

， 桑寄生 以桑寄生总多糖 ， 桑寄生总黄酮为主
［

１ ３ ９ ］

， 并且通过实验都证

３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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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了该三味药能够提高大 鼠 ＥＲ
，

ＰＲ 的表达 ， 增加胚胎成活率 。菟丝子是寿胎丸的君药 ，

在寿胎丸复方中 占据主导地位 ， 能够补肾安胎 ， 是安胎药的首选 。

菟丝子总黄酮是菟丝子的
一

种主要活性成分 ， 是 目 前认为菟丝子发挥药效的主要

部位 。 现代药理学表明 ， 菟丝子总黄酮的药效主要是改善生殖 内分泌 、 抗氧化 ， 抗凋

亡 、 保护心脑血管 ， 调节免疫和骨代谢等作用
［ １ ４Ｗ

。 菟丝子总黄酮对暴露在心理压力大

的雌性大 鼠的下丘脑
－

垂体
－

卵巢 （ ＨＰＯ ） 轴性激素受体的表达影响 ， 结果发现菟丝子

总黄酮能够提高海马体 、 下丘脑和垂体上 ＥＲ 的表达 ， 以及卵巢上 ＬＨＲ 的表达
［

１ ４ １ ］

。 与

此同时 ， 菟丝子总黄酮能够促进滋养细胞的增殖能力 ， 且呈时间和剂量依赖性 ；
ＥＲＫ １ ／２

磷酸化水平表达升高 ， 推测菟丝子总黄酮可能是通过 ＭＡＰＫ 通路来发挥其对细胞增殖

活力 的影响
ｔ ｌ ４ ２ ］

。 目 前对于菟丝子总黄酮的研究大部分集中于成分提取工艺及鉴定 ， 或

者少部分研宄菟丝子总黄酮的药效作用 ， 据我们所知 ， 尚未发现其在滋养细胞迁移和

侵袭功能方面的报导 ， 那么菟丝子总黄嗣是否会影响滋养细胞的迁移和侵袭功能呢 ？

通过本节研宄中发现 ， 经过紫外分光光法 ， 以芦丁为对照 品 ， 测得菟丝子提取物

中菟丝子总黄酮的含量达 ９０％以上 ， 菟丝子总黄酮含量相对较高 。 经过 ＨＰＬＣ 方法 ， 发

现菟丝子总黄酮 内 主要含芦丁 ， 槲皮素和少量的异 鼠李素 ， 这与 目 前研宂中发现菟丝

子总黄酮中黄体成分包括金丝桃苷 、 紫云英苷 、 山奈酚和槲皮素 、 异槲皮苷 、 异 鼠李

素 、 绿原酸是相
一

致的
ＵＵ １ ４ ４

］

。 本方法测定菟丝子总黄酮 内 的芦丁含量 占 ７ ７ ．７ ５％ ， 该

提取物主要成分是芦丁 ， 芦丁属于
一

种黄酮类物质 ， 是黄酮类物质槲皮素的糖苷 。 前

期 已有研宄发现菟丝子提取物中主要含芦丁和异 鼠李素 ， 少量的金丝桃苷和 山奈酚
［ １ ４ ５

＇

１ ４ ６ ］

， 与本次实验的结果相似 ， 这也可 以说明菟丝子总黄酮是来 自 于菟丝子的提取物 。

总的来说 ， 菟丝子总黄酮的提取物的纯度较好 ， 具有稳定性 ， 能够用来反映菟丝子总

黄酮的药效 。

进
一

步通过 ＭＴＴ 试验证明菟丝子总黄酮对滋养细胞没有毒性作用 ， 不会造成滋养

细胞的伤害 ， 菟丝子总黄酮具有安全性和稳定性 。 划痕试验和 Ｔｒａｎ ｓｗｅ ｌ ｌ 试验进
一

步

发现 １Ｕｇ／ｍ ｌ 和 ５Ｐｇ／ｍ ｌ 菟丝子总黄酮能够促进 ＨＴＲ
－

８ 滋养细胞的迁移和侵袭能力 ，

呈时间和剂量依赖性 ， 这与之前研宄菟丝子总黄酮能够促进滋养细胞的增殖能力是相

应的 ， 菟丝子总黄酮不仅具有提高滋养细胞的增殖能力 ， 与此同时还能促进滋养细胞

的迁移和侵袭能力 ， 而迁移和侵袭能力 的正常发挥 ， 是维持正常妊娠的重要条件 ， 菟

丝子总黄酮通过提高滋养细胞的迁移和侵袭能力 ， 保证滋养细胞发挥正常的侵袭功能 ，

从而保证妊娠的顺利 的完成 ， 或许这就是菟丝子总黄酮通过此作用来起到补 肾安胎 ，

防治 自 然流产的药效 。 那么 ， 菟丝子总黄酮是如何发挥这
一

作用呢 ？ 结合第二节中发

现 自 然 流 产 组 织 中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６
－

３ｐ 的 表 达 上 调 ， 菟 丝 子 总 黄 酮 是 否 会 调 控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６
－

３ｐ 进而影响滋养细胞的迁移和侵袭功能 ？ 我们将在进
一

步的功能和机制

研宄中 阐述 。 在本节中发现含 ５ｕｇ／ｍ ｌ 菟丝子总黄酮对滋养细胞迁移和侵袭功能的药

效最好 ， 因此在进
一

步实验研宄使用 的菟丝子总黄酮剂量都是为 ５ｕ ｇ／ｍ ｌ ， 以保证菟

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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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子总黄酮能发挥最好的药效作用 。

五、 小结

菟丝子总黄酮的含量达到 ９０％以上 ， 对滋养细胞没有毒性作用 ， 具有稳定性和安

全性 。 经实验证明 ， 菟丝子总黄酮能够促进滋养细胞的迁移和侵袭能力 ， 呈时间和剂

量依赖性 ， 且 ５ｕ ｇ／ｍｌ 的菟丝子总黄酮的药效作用最好 。

第四节 菟丝子总黄酮对米非司酮所致 ＥＶＴ细胞内 自然流产状态细胞模型的迁移和侵

袭功能影响

前面章节我们得出 了菟丝子总黄酮能够促进正常滋养细胞的迁移和侵袭功能 ， 那

么菟丝子总黄酮对于 自然流产状态滋养细胞模型的滋养细胞是否有同样的功能呢 ？

众所周知 ， 米非司酮是孕激素受体拮抗剂 ， 是进行药物流产的常用药 。 课题组前期通

过羟基脲
－米非司酮造成大鼠肾虚－黄体抑制模型 ， 在滋养细胞模型上 ， 采用 ６０ｕ ｍｏ ｌ ／Ｌ

米非司酮造成滋养细胞凋亡流产模型 ， 且经过减味寿胎丸治疗后 ， 流产模型的滋养细

胞凋亡率降低 。 本实验拟优化滋养细胞 自 然流产模型 ， 采用米非司 酮和 同时转染

ｍ ｉＲＮＡ
－

１ ２６
－

３ｐ 千预细胞 ， 构建 自然流产状态细胞模型 ， 以期更好的模拟临床上发生的

自然流产 ， 进一步探讨菟丝子总黄酮的补肾安胎药效 。

一

、 实验 目 的

采用米非司酮和 ｍｉ ＲＮＡ
－

１ ２６
－

３ｐ转染干预细胞 ， 构建 自然流产状态滋养细胞模型 ，

同时用菟丝子总黄酮干预 ， 探讨菟丝子总黄酮对 自然流产状态细胞模型的滋养细胞的

迁移和侵袭功能的影响 。

二 、 实验材料与方法

（

一

） 实验材料与仪器

米非司酮 （ ＲＵ４８６ ） ：Ｓ ｉ ｇｍａ 公司 ， 分子量为 ４２９ ．６ １ ．

ＲＮＡ
－

ｌ ａｔ ｅｒ ：Ｔ ｉ ａｎｇｅｎ公司

ＲＮＡ 提取试剂盒 ： Ｍａｇｅｎ 公司

ｍ ｉ ＲＮＡ逆转录试剂盒 ： ＧｅｎｅＣｏｐｏｅ ｉ ａ公司 ， Ａ ｌ ｌ
－

ｉ ｎ
－

Ｏｎｅ
？
ｍ ｉ ＲＮＡＦ ｉ ｒ ｓ ｔ

－

ＳｔｒａｎｄｃＤＮＡ

Ｓｙｎｔｈｅ ｓ ｉ ｓＫ ｉ ｔ（ ＡＭＲＴ
－

００２０ ）

ｍ ｉ ＲＮＡ
－

ｑＰＣＲ试剂盒 ： Ａ ｌ ｌ
－

ｉ ｎ
－

〇ｎｅ
？
ｍ ｉ ＲＮＡｑＰＣＲＫ ｉ ｔ

，
ＧｅｎｅＣｏｐｏｅ ｉ ａ公司

ｍＲＮＡ逆转录试剂盒 ： ＴｈｅｒｍｏＳ ｃ ｉ ｅｎｔ ｉ ｆ ｉ ｃ
？公 司 ， ＲｅｖｅｒｔＡ ｉ ｄＦ ｉ ｒ ｓ ｔＳ ｔｒａｎｄｃＤＮＡ

Ｓｙｎ ｔｈｅ ｓ ｉ ｓＫ ｉ ｔ

ｍＲＮＡ

－

ｑＰＣＲ试剂盒 ： ＴｈｅｒｍｏＳｃ ｉ ｅｎｔ ｉ ｆ ｉ ｃ
？公司 ， Ｍａｘ ｉｍａＳＹＢＲＧｒｅ ｅｎｑＰＣＲＭａｓ ｔ ｅｒＭ ｉ ｘ

ＰＢＳ ：Ｈｙｃ ｌ ｏｎｅ公司

０ ．２５％胰蛋 白酶 ： Ｇ ｉ ｂ ｃｏ 公司

ＲＰＭＩ
－

１ ６４０ 培养基 ： Ｇ ｉ ｂ ｃ ｏ 公司

ＤＭＳＯ ：Ｓ ｉ ｇｍａ公司

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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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生素 （青霉素
－

链霉素 ） ： Ｇ ｉ ｂｃｏ 公司

胎牛血清 ： Ｂ Ｉ 公司

ｍ ｉ ＲＮＡｍ ｉｍ ｉ ｃ／ｍ ｉｍ ｉ ｃｎ ｅｇａｔ ｉ ｖ ｅ／ ｉ ｎｈ ｉ ｂ ｉ ｔｏｒ／ ｉ ｎｈ ｉ ｂ ｉ ｔ ｏｒｎ ｅ ｇａｔ ｉ ｖｅ ： 广州锐博公司

Ｌ ｉ ｐｏｆｅｃ ｔ ａｍ ｉ ｎｅ？２ ０００ ：ｉ ｎｖ ｉ ｔｒｏｇｅｎ公司

Ｍａｔｒ ｉ ｇｅ ｌ ：ＢＤ公司

ＲＰＭ Ｉ

－

１ ６４０ 培养基 ： Ｇ ｉ ｂ ｃｏ 公司

Ｏｐ ｔ ｉ

－

ＭＥＭ 培养基 ： Ｇ ｉ ｂ ｃ ｏ 公司

４％多聚 甲醛 ： ＬＥＡＧＥＮＥ 公司

结晶紫染色液 ： 碧云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２ ． 实验仪器及器材

离心机 ： Ｔｈｅｒｍｏ 公司

ＰＣＲ仪 ： Ｂ ｉ ｏ
－

ｒａｄ公司

全波长酶标仪 ： Ｔｈ ｅｒｍｏ 公司

Ｎａｎｏｄｒｏｐ 超微量分光光度计测定仪 ： Ｔｈｅｒｍｏ 公司

９６ 孔焚光定量 ＰＣＲ 板 ： Ｂ ｉ ｏ
－

ｒａｄ 公司

ＰＣＲＰ ｌ ａｔ ｅＳｅ ａ ｌ ｅｒ ：Ｂ ｉ ｏ
－

ｒａｄ公司

六孔板 、 ２４ 孔板 ： Ｃｏ ｓ ｔ ｅｒ 公司

Ｔｒａｎ ｓｗｅ ｌ ｌ 小室 ： ＢＤ 公司

ＲＮａ ｓ ｅｆｒｅｅＥＰ管 ： Ａｘ ｙｇｅｎ公司

低温离心机 ： Ｔｈ ｅｒｍｏ 公司

焚光倒置显微镜 ： Ｎ ｉ ｋｏｎ 公司和 Ｏ ｌ ｙｍｐｕ ｓ 公司

移液器 ： Ｅｐｐ ｅｎｄｏｒｆ 公司

（二 ） 实验方法

１ ． 米非司酮溶液的配置 ：

精密称取米非司酮粉剂 １ ２８ ． ８ ７ ７ｍｇ ， 溶于 ５ｍ ｌ ＤＭＳ０ 中 ， 混匀后充分溶解形成浓度

为 ６０ｍｍ〇 ｌ ／Ｌ 的米非司酮母液 。 用含 １ ０％胎牛血清的培养基稀释至所需浓度 。

２ ． 转染方法 ： 具体转染方法同第二节

３ ． 划痕试验

（ １ ） 米非司酮千预后的划痕试验方法 ：

① 提前
一

天将细胞种至六孔板 。

② 转染 ， 转染 ４ｈ 后更换无抗生素的含 １ ０％ＦＢＳ 的 １ ６４０ 培养基 。

③ 将 己转染 ２４ｈ 的六孔板细胞板 ， 荧光倒置显微镜镜下观察细胞状态 ， 并选择

好每组大致相 同细胞数的位置 ， 用 ２０ ０ｕ ｌ 枪头划
一

大致相等的横线 ， Ｘ４０ 镜下拍照 。

④ 弃培养基 ， 对照组加入 ２ｍ ｌ 含 ０ ． １％ＤＭＳ０ 的含 １ ０％ＦＢＳ 的 １ ６４０ 培养基 ， 实验

组分别加入 ２ｍ ｌ 含 ３ ０ｕｍｏ ｌ ／Ｌ 米非司酮药液 ， 细胞培养箱 内 继续培养 ６ｈ 。

３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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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单独检测米非司酮对滋养细胞的迁移功能影响时 ， 省去上述第二步步骤 ， 在

第四步步骤时的实验组分别加入 ２ｍ ｌ 含 １ｕｍｏ ｌ ／Ｌ 、 ５ｕ ｍｏ ｌ／Ｌ 、 １ ０Ｐ ｍｏ ｌ ／Ｌ 、 ３０ｕ ｍｏ ｌ ／Ｌ 、

６０ ｕ ｍｏ ｌ ／Ｌ 的米非司酮药液 ， 继续培养 ６ｈ 〇

⑤ ６ｈ 后 ， 选择相 同拍照位置 ， Ｘ４０ 镜下拍照 。

⑥ １ ２ｈ 后 ， 选择相 同拍照位置 ， Ｘ４０ 镜下拍照 。 实验重复 ３ 次 ， 根据细胞迁移距

离判定细胞划痕结果 。

（ ２ ） 用菟丝子总黄酮干预后的划痕试验方法 ：

① 提前
一

天将细胞种至 ２ 个六孔板 ， 转染 ， 转染 ４ｈ 后更换无抗生素的含 １ ０％ＦＢＳ

的 １ ６４０ 培养基 。 在转染 １ ２ｈ 时 ， 弃培养基 ， 分别加入 ２ｍ ｌ 含 ３０ ｕ ｍｏ ｌ ／Ｌ 的米非司酮

药液 ， 其中剩余两个孔不更换药液 ， 作为空 白对照组 。 培养箱 内继续培养 １ ２ｈ 。

② 将已转染 ２４ｈ ， 米非司酮造模 １ ２ｈ 的六孔板细胞板 ， 荧光倒置显微镜镜下观察

细胞状态 ， 并选择好每组大致相 同细胞数的位置 ， 用 ２ ００ｕ ｌ 枪头划
一

大致相等的横

线 ，
Ｘ４０ 镜下拍照 。

③ 弃培养基 ， 对照组分别加入 ２ｍ ｌ 含 ０ ． １％ＤＭＳ０ 的含 １ ０％ＦＢＳ 的 １ ６４０ 培养基 （共

６ 个孔 ） ， 实验组分别加入 ２ｍ ｌ 含 ５ ｕ ｇ／ｍ ｌ 的菟丝子总黄酮药液 （共 ６ 个孔 ） ， 细胞培

养箱 内继续培养 ６ｈ 。

④ ６ｈ 后 ， 选择相同拍照位置 ， Ｘ４０ 镜下拍照 。

⑤ １ ２ｈ 后 ， 选择相 同拍照位置 ， Ｘ４０ 镜下拍照 。 实验重复 ３ 次 ， 根据细胞迁移距

离判定细胞划痕结果 。

４ ．Ｔｒａｎ ｓｗｅ ｌ ｌ试验

（ １ ） 提前
一

天将细胞种至六孔板 。

（ ２ ） 转染 ， 具体转染方法同第二节 ， 转染 ４ｈ 后更换无抗生素的含 １ ０％ＦＢＳ 的 １ ６４０ 培

养基 。

（ ３ ） 在 ２４ 孔的 Ｔｒａｎ ｓｗｅ ｌ ｌ 上室加入 ５０ｕ ｌ 用无血清的 ＲＰＭＩ
－

１ ６４０ 培养基按 ３ ：１ 稀释

的 Ｍａｔｒ ｉ ｇｅ ｌ ， 在 ３ ７

°

Ｃ
，
５％Ｃ０２ 的细胞培养箱敷育 ｌ ｈ

；

（ ４ ） 将各组细胞用胰酶消化 ｌｍ ｉ ｎ ， 加入无 ＦＢＳ 的 ＲＰＭ Ｉ
－

１ ６４０ 培养基终止消化 ， 离心 ，

再用 ＰＢＳ 重悬细胞 ， 再次离心 ， 分别用无 ＦＢＳ 的 ＲＰＭＩ
－

１ ６４０ 培养基重新悬浮细胞 ， 细

胞密度为 ５ Ｘ １ ０
４

／ｒａ ｌ 。

（ ５ ） 实验组加入 １ ００ｕ１ 无 ＦＢＳ 含 ５ｕｇ／ｍ ｌ 的菟丝子总黄酮的 ＲＰＭ Ｉ
－

１ ６４０ 培养基 ，

对照组加入含 ０ ．１％的 ＤＭＳ０ 的无 ＦＢＳ 的 ＲＰＭＩ
－

１ ６４０ 培养基 ， 各再加入 １ ００ｕ１ 重新悬浮

均匀的细胞悬液至 Ｔｒａｎ ｓｗｅ ｌ ｌ 上室中 ， 分别在下室加入 ５００Ｐ１ 含 １ ０％ＦＢＳ 的培养基 ，

３ ７

°

Ｃ ５％Ｃ０２ 的细胞培养箱中继续孵育 ４８ｈ 。

（ ６ ）４８ｈ 后 ， 用棉签轻轻擦拭去掉上室滤膜 内面细胞 ， 保留滤膜外面细胞 ， 用 多聚 甲

醛固定 ３０ｍ ｉ ｎ ， 结晶紫染色 ２０ｍ ｉ ｎ 。 平整切下滤膜 。

（ ７ ）Ｘ ２００ 高倍显微镜下 ， 对每个孔 内所有细胞进行计数 。

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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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 ） 侵袭指数＝实验组细胞数／对照组细胞数 。 实验重复 ２ 次 ， 取平均数 。

５ ．ＲＴ
－

ｑＰＣＲ方法

（ １ ） 细胞 ＲＮＡ 的提取

① 将上述 ３ 个划痕试验结束后的滋养细胞 ， （ 即加入米非司酮 ， 转染后加入米非

司酮 ， 及其再加冤丝子总黄酮干预三个试验 ） ， 用 ＰＢＳ 洗 ３ 次 ， 再各加入 ｌｍ ｌＭａｇ ｚ ｏ ｌ ，

轻轻吹落细胞 ， 收集细胞悬液至 １ ． ５ １１１ １ １？＾５ ６ 行６ ６ ￡？ 管 ， 室温静置 １ 〇 １１１４ ，

－

８０１保

存或者进行下
一

步实验 。

② 余下实验同第二节

（ ２ ）ＲＮＡ 浓度的测量 ， 同第二节

（ ３ ） 逆转录合成 ｃＤＮＡ
， 同第二节

（ ４ ） 荧光定量 ｑＰＣＲ 合成 ， 同第二节

三 、 实验结果

（

一

） 米非司酮抑制滋养细胞迁移功能

米非司酮是用于药物流产的常见药物 ， 能够通过增加滋养细胞凋亡 ， 抑制滋养细

胞增殖迁移功能而发挥作用 。 划痕实验采用 ｌ ｕ ｍｏ ｌ ／Ｌ 、 ５ ｕ ｍｏ ｌ ／Ｌ 、 １ ０ ｕ ｍｏ ｌ ／Ｌ 、

３ ０ ｕ ｍｏ ｌ ／Ｌ 、 ６０ ｎ ｍｏ ｌ ／Ｌ 的米非司酮孵育滋养细胞后 ， 观察划痕的愈合情况 。 结果发现

（ Ｆ ｉ ｇ ．１ ７Ａ ） ， 对比 ＤＭＳ０ 组 ， 随着划痕时间 的延长 ， 不同浓度的米非司 酮对滋养细胞

的抑制作用不 同 ， 其中含 ｌ ｕ ｍｏ ｌ ／Ｌ 、 ５ ｉ
ｉ ｍｏ ｌ ／Ｌ 、 １ ０ ｕ ｍｏ ｌ ／Ｌ 米非司酮对滋养细胞的迁

移功能未见明显影响 ， 而 ３０ ｕ ｒａｏ ｌ ／Ｌ 和 ６０ ｕ ｍｏ ｌ ／Ｌ 的米非司酮 ， 可明显抑制滋养细胞

的迁移能力 ， 米非司酮浓度越高 ， 抑制滋养细胞的迁移能力越明显 。

进
一

步经过 ｑＰＣＲ 试验结果同样发现 ， 相对于 ＤＭＳ０ 组 ， １ｙｍｏ ｌ ／Ｌ 和 ５ｕｍｏ ｌ ／Ｌ 米

非司酮组的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６
－

３ｐ 的基因水平未见明显改变 ， 而 ｌ Ｏ ｕ ｍｏ ｌ ／Ｌ 、 ３〇 ｙ ｍｏ ｌ ／Ｌ 和

６０ ｕ ｍｏ ｌ ／Ｌ 米非 司 酮组 的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６
－

３ｐ 的基因水平相对于 ＤＭＳ０ 组有 明 显升高

（ Ｆ ｉ ｇ ．１ ７Ｂ ） 。 结合前述研宄 ， 自然流产绒毛组织的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６
－

３ｐ 水平上调 ， 本实验

中 ３０Ｕｍｏ ｌ ／Ｌ 和 ６０ｙｒａｏ ｌ ／Ｌ 的米非司酮都可以抑制滋养细胞的迁移功能 ， 且用米非司

酮诱导滋养细胞后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６
－

３ｐ 表达升高 ， 因此可 以看出 ， 米非司酮作用滋养细胞

后 ， 对细胞迁移功能的抑制作用 ， 可能是通过上调细胞内源性的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６
－

３ｐ 基因

的表达 ， 从而 引 发 自 然流产的倾向 。

本实验说明采用米非司酮来诱导细胞发生 自然流产的方法是可行的 ， 由于实验时

镜下观察发现 ６０ ｕ ｍ〇 ｌ ／Ｌ 的米非司酮 ， 漂浮死亡细胞较多 ， 为预防米非司酮对滋养细

胞造成流产的损伤过大而不可逆 ， 在接下来的实验 ， 我们选取 ３０ｕ ｍｏ ｌ ／Ｌ 的米非司酮

作为诱导滋养细胞发生 自然流产 的米非司酮剂量 。

（ 二 ） ＥＶＴ 滋养细胞 自然流产状态细胞模型的建立

４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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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非司 酮诱导后对 ｍ ｉ ＲＮＡ １ ２ ６ ３ｐ 过表达和干扰的滋养细胞迁移功能影响 ， 经划

痕试验发现 （ Ｆ ｉ ｇ ．１ ８ ） ， 在用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 ６
－

３ｐ 过表达和干扰滋养细胞 ２ ４ｈ 后 ， 再根据不

同组间 ，

一

组加上 ３ ０ ｕ ｍｏ ｌ ／Ｌ 的米非司 酮继续干预 ， 剩余
一

组更换新的培养基培养 ，

随着划痕时间 的延长 ， 各组间 的细胞迁移距离不 同 。 对 比 ｍ ｉ ｍ ｉ ｃｎ ｅｇａ ｔ ｉ ｖ ｅ 无药物组

（ ＭＮ ）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 ６
＿

３ｐ
ｍ ｉ ｍ ｉ ｃ组 （ Ｍ ） 细胞迁移能力 降低 ， 对 比ｉ ｎｈ ｉ ｂ ｉ ｔ ｏｒｎ ｅ ｇａ ｔ ｉ ｖ ｅ无

药物组 （ Ｉ Ｎ ）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 ６
－

３ ｐｉ ｎｈ ｉ ｂ ｉ ｔ ｏｒ 组 （ Ｉ ） 细胞迁移能力增加 ， 这再次验证 了

ｍ ｉ ＲＮＡ １ ２ ６
－

３ｐ 表达上调 ， 能抑制滋养细胞的迁移能力 。 经过将各组用米非司 酮干预

后 ， 对 比ｍ ｉ ｍ ｉ ｃｎ ｅ ｇａ ｔ ｉ ｖ ｅ Ｍ Ｉ Ｆ组 （順
－

Ｍ Ｉ Ｆ ） ， ｎ ｉ ｉ ＲＮＡ
－

１ ２ ６
－

３ｐｍ ｉ ｍ ｉ ｃ
－

Ｍ Ｉ Ｆ组 （ Ｍ Ｍ Ｉ Ｆ ）

细胞迁移能力显著降低 ， 对 比ｉ ｎｈ ｉ ｂ ｉ ｔ ｏｒｎｅ ｇａ ｔ ｉ ｖ ｅ Ｍ Ｉ Ｆ组 （ ＩＮ Ｍ ＩＦ ） ，ｍ ｉ ＲＮＡ １ ２ ６ ３ｐ

ｉ ｎｈ ｉ ｂ ｉ ｔ ｏｒ Ｍ ＩＦ 组 （ Ｉ

－

Ｍ Ｉ Ｆ ） 细胞迁移能力稍增加 ， 总 的来说 ， 加入米非司 酮后 ， 各米

非司酮处理组 ， 相 比无米非司酮处理组 ， 迁移能力都有所下降 。 进
一

步将 Ｍ Ｍ ＩＦ 组和

Ｉ
－

Ｍ ＩＦ 组对 比 ， 可 以 明显发现 Ｍ
－

Ｍ Ｉ Ｆ 组的细胞迁移距离显著低于 Ｉ Ｍ Ｉ Ｆ 组的细胞迁移

距离 ， 说明 了采用米非司酮诱导转染后 的滋养细胞 ， ｎ ｉ ｉ ＲＮＡ
－

１ ２ ６
＿

３ｐ ｍ ｉ ｍ ｉ Ｃ 的迁移能力

进
一

步降低 ， 从而可 以推测 ， 经过转染和米非司酮处理后 ， ｍ ｉ ＲＮＡ １ ２ ６
－

３ｐ Ｍ Ｍ Ｉ Ｆ 组的

滋养细胞很好的模拟 了 临床上的 自 然流产状态 。

为 了进
一

步验证这
一

模型是否可 以成立 ， 我们通过继续用 ＲＴ ｑＰＣＲ 方法验证各处

理组细胞的 １＾應４
＿

１ ２ ６
－

３口 的基因水平表达 （表 １ ４ ， ？４ ． １ ９ ） ， 以 丽 作为对照组 ， 以

组的 ｍ ｉ ＲＮＡ １ ２ ６ ３ｐ 表达升高 （ ｐ＜ ０ ．０ ５ ） ， 而经过加入米非司酮诱导后 ， 都能上调 Ｍ
－

Ｍ Ｉ Ｆ

和 ＭＮ
－

Ｍ Ｉ Ｆ 组 的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 ６ ３ｐ 表达 （ ｐ ＜ ０ ．０ ５ ）
； 以 ＩＮ 组作为对照组 ， Ｉ 组 的

ｍ ｉ ＲＮＡ １ ２ ６ ３ ｐ 表达降低 （ ｐ
＜ ０ ．０ ５ ） ， 而经过加入米非司 酮诱导后 ， 只有 ＩＮ

－

Ｍ ＩＦ 组的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 ６
－

３ ｐ 表达升高 （ ｐ
＜ ０ ．０ ５ ） ， 而 Ｉ

－

Ｍ Ｉ Ｆ 组 ｒａ ｉ ＲＫＡ
－

１ ２ ６ ３ｐ 表达稍微上升 ， 但与

Ｉ Ｎ 组相 比无统计学差异 （ ｐ
＞ ０ ．０ ５ ） ， 以此可 以说明 ， 加入米非司酮作用滋养细胞后 ，

可 以继续过表达 ｍ ｉ ＲＮＡ １ ２ ６
＿

３ ｐ ， 增加细胞 内源性的 ｍ ｉ ＲＮＡ １ ２ ６ ３ｐ ， 在千扰掉细胞 内

源性 ｍ ｉ ＲＮＡ １ ２ ６ ３ ｐ 后 ， 即使加入米非司酮 ， 也 尚未能增加细胞 内源性的 ｍ ｉ ＲＮＡ １ ２ ６ ３ ｐ

的上升 ， 从而 间接地说明 了 ， 在加入米非司酮作用 己干扰细胞 内源性的 ｍ ｉ ＲＮＡ １ ２ ６ ３ｐ ，

也不足 以 引 发滋养细胞发生流产 。 而在本身 己过表达细胞外源性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 ６
－

３ｐ 的基

础上 ， 加入米非司酮后 ， 可 以继续增加细胞 内源性的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 ６ ３ｐ ， 从而 引 发滋养细

胞的进
一

步流产 。 在转染后 ， 可 以得 出 ｍ ｉ ＲＮＡ １ ２ ６ ３ｐ 过表达 Ｍ 组与干扰 Ｉ 组有统计

学差异 （ Ｐ
＝
〇 ． 〇 ５ ） ，Ｍ 组的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 ６
－

３ ｐ 表达升高 ， 进
一

步对比 ， 米非司 酮干预后 ，

ｍ ｉ ＲＮＡ １ ２ ６ ３ ｐＭ Ｍ ＩＦ 组 与 干扰 Ｉ
－

Ｍ Ｉ Ｆ 组有统计 学 差 异 （ ｐ
＝
０ ．０ ５ ） ， Ｍ Ｍ ＩＦ 组 的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 ６
－

３ ｐ 表达有显著性升高 。

结合这几个组从而可 以证明 ， 滋养细胞加入外源性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 ６
－

３ｐ过表达 （ ｍ ｉ ｍ ｉ ｃ ）

后 ， 再利用米非司 酮进行诱导 ， 可 以进
一

步增加滋养细胞 内源性的 ｍ ｉ ＲＮＡ １ ２ ６
－

３ｐ 的

表达 ， 这正好可 以说明通过这些处理后 ， 上调滋养细胞 内 外源性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 ６ ３ ｐ 的表

达 ， 从而给滋养细胞构建了 自 然流产状态的细胞模型 ， 这与我们前面章节得出 的 自 然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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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产组织的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 ６
－

３ｐ 表达升高有相同之意 ， 以此也很好的模拟 ／ 临床 ｈ发生 自

然流产时的体 内基闪表达状态 ， 同时验 证 了Ｆ ｉ ｇ ．４ 的划痕 试验结 采 。

ＡＤＭ ＳＯ １
｜

ｊｍ ｏ ｌ ／Ｌ５
｜

ｊｍ ｏ ｌ ／Ｌ １ ０
｜

ｊｍｏ ｌ
／Ｌ３０ ｐｍ ｏ ｌ ／Ｌ６０

）

ｊｍ ｏ ｌ ／Ｌ

產■ＭＨＨＩＨＨＥＨＨＩ

Ｂｃ２〇

１ｏ

ｍ^

Ｕ ） ＜ｐ

２＝＞ １ ５
－

＿

Ｓ
－

２ Ｔ

ｉ ｓ ｉ 〇
－Ｈ

｜

ｎ■

／／ｖ
ｖ

／ｖｖ
ｖ

Ｆ ｉ ｇｕ ｒ ｅ １ ７ 米非司酮对滋养细胞的影响 （ Ｘ４０ ）

注 ： （Ａ ） 划痕试验 ， Ｘ４ ０ 显微镜下 ， 米非司酮抑制滋养细胞的迁移能力 。 ３ ０ ｌ
ｉ ｍｏ ｌ ／Ｌ 和 ６０ ｕ ｍｏ ｌ ／ Ｌ

的米非 司 酮对 比 ＤＭＳＯ 组 ， 能显著抑制滋养细胞的迁移功能 ， 而 １ｕ ｒａ ｏ ｌ ／Ｌ 、 ５ ｕ ｍｏ ｌ ／ Ｌ 、 １ ０ ｎ ｍ ｏ ｌ ／Ｌ

的 米 丨 丨

：

． ＪＷ 抑 制 滋 养 细 胞 迁 移 能 力 不 明 显 。 （ Ｂ）Ｒ Ｔ
ｑ
ＰＣ Ｒ ， 米 Ｉ Ｈ 司 酮 １： 调 滋 养 细 胞 内 的

ｍ ｉ ＲＮＡ １ ２ ６
－

３ ｐ表达 。 １ ０ｕｍｏ ｌ ／ Ｌ 、 ３ ０Ｕｍｏ ｌ ／ Ｌ和６０ｕ ｍ ｏ ｌ ／ Ｌ的 米非 司酮组的ｍ ｉ Ｒ ＮＡ １ ２ ｔ ｉ ３ ｐ的基因

水平相 对 ｆＤＭＳ０ 组有明显升高 。 以 Ｕ６ 作为 内 参 。

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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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

ｉＭＨｉｆｌｆｅ

ＷＭ—

ｉＭＩＨＢＩＷＩＨＨ
ｏ

Ｉ—ｇ＾＾＾ＨＭｇＷ
Ｍｍｍｍｗａｍｍｍ

？■■■■
Ｆ ｉ ｇ ｕ ｒ ｅ １ ８ 米非司酮诱导滋养细胞建立 自然流产状态模型 （ Ｘ４０ ）

注 ： Ｍ ：ｍ ｉ ｍ ｉ ｃ ；ＭＮ ：ｍ ｉ ｍ ｉ ｃｎｅ ｇａ ｔ ｉ ｖ ｅ
；Ｉ ：ｉ ｎｈ ｉ ｂ ｉ ｔ ｏｒ

；Ｉ Ｎ ：ｉ ｎ ｈ ｉ ｂ ｉ ｔ ｏｒｎｅ ｇ ａｔ ｉ ｖ ｅ
；Ｍ Ｉ Ｆ ： 米非司 酮 。

加 入米非 司 酮诱导细胞 ， 同时 对 比 ＭＮ Ｍ Ｉ Ｆ 和 ＩＮ Ｍ Ｉ Ｆ 组 ， Ｍ Ｍ Ｉ Ｆ 组的迁移能力下降 ，
Ｉ Ｍ Ｉ Ｆ 组的迁

移能力增 加 ， 而 Ｍ Ｍ Ｉ Ｆ 组的迁移能力相对 比 Ｉ

－

Ｍ Ｉ Ｆ 组的细胞迁移后 显著降低 。

表 １ ４ 米非司酮干预前后各组的 ｍ ｉ Ｒ ＮＡ
－

１ ２ ６
－

３ ｐ 水平表达差异 （ ｉ ± Ｓ ）

Ｈ Ｎ
ＡＡ

ｃ ｔ （ ｘ± ｓ ） Ｐ ^
￣

１ｖｉ ３ ３ ５ ． ４ ６ 土  １ ７ ． ３ ８ ０ ．０ ３ ７

＊

 ０ ． ０ ５ ０

ｓ

Ｍ Ｍ Ｉ Ｆ ３ １ １ ９ ． ３ ２ ± ２４ ．１ ９ ０ ．０ ３ ７

＊

 ０ ． ０ ５ ０

ｓ

ＭＮ ３ １ ． ０ ０ ± ０ ． ０ ０ ／

ＭＮ Ｍ Ｉ Ｆ ３ ８ ． ４ ６ ± ２ ． ７ ４ ０ ．０ ３ ７

＊

Ｉ ３ １ ． ０ ０ ± ０ ． ０ ０ ０ ．０ ３ ７

＝

 ０ ． ０ ５ ０

ｓ

Ｉ

－

Ｍ Ｉ Ｆ ３ ０ ． ３ ８ ± ０ ． ３ ６ ０ ． ４ ８ ７ ０ ． ０ ５ ０

ｓ

Ｉ Ｎ ３ ２ ． ２ ４ ± ２ ． ６ ０ ／

ＩＮ
－

Ｍ Ｉ Ｆ


３


１ ６ ．８ ９ ± ２ ５ ． ７ ２


０ ＿０ ３ ７

：



注 ： 采用 Ｍａｎ ｎ Ｗ ｈ ｉ ｔ ｎ ｅ ｙ Ｕ 检验方法 。 对 比 ＭＮ 组 ，

＊

ｐ＜ ０ ＿ ０ ５
； 对 比 Ｉ Ｎ 组 ，

＝

ｐ
＜ ０ ．０ ５

；

对比Ｉ组 ，

ｓ

ｐ
＝
０ ．０ ５ ， 对比Ｉ

－

Ｍ Ｉ Ｆ组 ，

ｓ

ｐ
＝
０ ． ０ ５

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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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Ｉ



１

ｃ１ ６０
－

，＊

〇１ ４０ －Ｘ

５５＾１ ２０
－丄 ．

的 ① １ ００ －■￥

巴 〕
８０

－ Ｉ

—￣

Ｉ

§
■ 〇６０

－

４■ ＃

〇＞■

〇４０
－ 丄 ■Ｔ

ａｏ２〇
ｉ＂？ ． ＿

Ｐ ＩＩＸＵ
？
４ 参 ？

、

４ 令 參
令＃

、《

Ｆ ｉ ｇ ｕ ｒ ｅ １ ９ 米非司酮诱导滋养细胞后 ｍ ｉ Ｒ ＮＡ
－

１ ２ ６
＿

３ ｐ 的表达

注 ： Ｍ ：ｍ ｉ ｍ ｉ ｃ
；ＭＮ ：ｍ ｉ ｍ ｉ ｃｎｅ ｇａ ｔ ｉ ｖ ｅ ： Ｉ ：ｉ ｎ ｈ ｉ ｂ ｉ ｔ ｏ ｒ ； Ｉ Ｎ ： ｉ ｎ ｈ ｉ ｂ ｉ ｔ ｏ ｒｎ ｅ ｇ ａ ｔ ｉ ｖ ｅ

；Ｍ Ｉ Ｆ ： 米 非 司 酮 。

Ｊｍ ｉ Ｒ Ｎ Ａ １ 此
－

３ ｐＭＮ 红ＵＪ

？

比 ， 加 入 米 丨 丨

：

司 酮后 ， Ｍ Ｍ １ Ｆ 饥的 ｍ ｉ Ｒ Ｎ Ａ １ ２ ６ ３
ｐ 表达 丨 ：调 （ ｐ

＜ （ ） ．０ ５ ）
；

Ｑ ｍ ｉ ＲＮ Ａ
－

１ ２ ６ ３ ｐ Ｉ Ｎ 组对比 ， 加入米非 司 酮后 ， 卜Ｍ Ｉ Ｆ 内 ｍ ｉ ＲＮ Ａ １ ２ ６ ３ ｐ 稍 升高 ， 但无统 ｉ ｜

－

学差异

（ ｐ＞ ０ ． ０５ ） ， 而Ｉ Ｎ
－

Ｍ Ｉ Ｆ组的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 ６
－

３ｐ有 明 显升 高 （ ｐ＜ ：０ ．０ ５ 乂Ｍ
－

Ｍ Ｉ Ｆ组的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 ６
－

３ｐ

表达比 Ｉ

－

Ｍ Ｉ Ｆ 组有 明 显上调 （ ｐ
＝
０ ． ０５ ） 。 以 Ｕ ６ 作为 内参 。

？
？ｓ

ｐ＜ ０ ． ０５ ，
ｓ

ｐ
＝
０ ． ０５ ．

（ 三 ） 菟丝＋总黄酮促进米非 司 酮所致 ＥＶＴ 细胞 内 Ｃ ｌ 然流产状态细胞梭耶 的辻移 和侵

袭功能

１ 、 菟丝＋总黄酮促进 白 然流产状态细胞模型 的迁移功能

通过 前面结 粜我们构建 出 用 米非司 酮诱导 ｍ ｉ ＲＮＡ １ ２ ６ ３ ｐ 过表达的滋养细胞 丨

＇

丨 然

流产状态细胞模型 ， 滋养细胞的迁移能力降低 ， 本实验在此基础 匕 在转染 １ ２ ｈ 后加

ｈ米非 ｗ
ｊ 刚诱导 １ ２ ｈ ， 再进行对实验组用 ５ ｙ ｇ／ｍ ｌ 的菟丝子总黄酮和对照组 ＤＭＳＯ 「

－

预

６ ｈ和１ ２ ｈ ， 划痕 试验结果发现 （ Ｆ ｉ ｇ ．２ ０ ） ， （ １） 、 以ｍ ｉ ＲＮＡ １ ２ （３

－

３ｐｍ ｉ ｍ ｉ ｃｎ ｅｇａ ｔ ｉ ｖ ｅ
－

ＤＭＳＯ

组 （ Ｍ Ｎ ＿ Ｓ０ ） 为对照组 ， ｍ ｉ ＲＮＡ １ ２ ６ ３ ｐ ｍ ｉ ｍ ｉ ｃ
－

丨 ）ＭＳ （ ） （ Ｍ ＤＭ Ｓ０ ） 辻移能 力 降低 ， 用 菟

丝子总黄酮 Ｔ
．

预后 ，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６
－

３ ｐ ｍ ｉ ｍ ｉ ｃｎ ｅｇａ ｔ ｉ ｖ ｅ
－

ＴＳＺ组 （ ＭＮＴＳＺ ） 较其ＤＭＳ０组细

胞迁移能力增加 ， 同样地 ｍ ｉ ＲＮＡ １ ２ ６
－

３ ｐｍ ｉｍ ｉ ｃ
－

ＴＳＺ 组 （ Ｍ
－

ＴＳＺ ） 较其 ＤＭＳ０ 组细胞迁

移能 力增加 ， 说明用 菟丝子总黄酮干预后 ， 对 比 ＤＭＳ０ ， 能提高 自 然流产状态模型组

ＭＴ ＳＺ 的细胞辻移能 力 。 但 Ｍ ＴＳＺ 组的细胞迁柊能 力 稍低 丁
？

Ｍ Ｎ ＴＳ Ｚ 组 。

（ ２ ） 、 另外 ， 以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 ６
－

３ｐｉ ｎ ｈ ｉ ｂ ｉ ｔ ｏ ｒｎ ｅｇａ ｔ ｉ ｖ ｅ
－

ＤＭＳＯ组 （ Ｉ Ｎ
－

ＤＭＳ０ ） 为对照

组 ，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 ６
－

３ｐｉ ｎ ｈ ｉ ｂ ｉ ｔ ｏｒ
－

ＤＭＳＯ （ Ｉ

－

ＤＭＳ０ ） 迁移能力增加 ， 川菟丝子总黄酮 丨

二
预

后 ，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 ６
－

３ｐ ｉ ｎ ｈ ｉ ｂ ｉ ｔ ｏｒ ｎｅｇａ ｔ ｉ ｖ ｅ
－

ＴＳＺ组 （ Ｉ Ｎ
－

ＴＳＺ ） 较其ＤＭＳ０组细胞迁移能力

增加 ， 同样地 ｍ ｉ ＲＮＡ １ 邡 ： 】 ｐ ｉ ｎ ｈ ｉ ｂ ｉ ｔ ｏ ｒ ｌ

＇

ＳＺ ａｉ （ １ＴＳ Ｚ ） 较 ｊ
ｌ

、

：

ｌ
）Ｍ Ｓ （ ） 俎细胞辻移能 力

４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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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增加 ， 而且 Ｉ

－

ＴＳＺ 组的细胞迁移能力高于 Ｉ Ｎ
－

ＴＳＺ 组 ， 说明在菟丝子总黄酮作用下 ，

对比 ＤＭＳＯ ， 能明 显增加干扰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６
－

３ｐ 后的滋养细胞的迁移能力 。 综合整个划痕

试验结果发现 ， Ｉ ＴＳＺ 组的细胞迁移能力高于 Ｍ ＴＳＺ 组 ， 从而说明 了 菟丝子总黄酮能

提高滋养细胞的迁移能力 ， 而且也能提高 自 然流产状态模型的滋养细胞的迁移功能 ，

如果干扰滋养细胞 内 ｍ ｉ ＲＮＡ １ ２ ６
－

３ｐ 的表达 ， 使其下调 ， 此时菟丝子总黄酮提高滋养

细胞迁移能力作用更明显 。

２ 、 菟丝子总黄酮促进 自 然流产状态细胞模型的侵袭功能

同样地 ， 从 Ｔｒａｎ ｓｗ ｅ ｌ ｌ 试验结果 （表 １ ５ ， Ｆ ｉ ｇ ．２ １ ） 可 以看 出在转染 ２４ｈ 后 ， 各用

菟丝子总黄酮和 ＤＭＳＯ 干预滋养细胞 ， 得 出 ， （ １ ） 、 以 ＭＮ ＤＭＳＯ 组为对照组 ， Ｍ
－

ＤＭＳＯ

侵袭的细胞数量降低 ， 两组间有统计学差异 （ Ｐ
＜ 〇 ．０ １ ） ， 用菟丝子总黄酮干预后 ，

ＭＮ
－

ＴＳＺ 组较其 ＤＭＳＯ 组细胞侵袭数 目 增加 ， 同样地 Ｍ
－

ＴＳＺ 组较其 ＤＭＳＯ 组细胞侵袭数 目

增加 ， 与 ＭＮ
－

ＤＭＳ０ 组相 比有统计学差异 （ ｐ
＜ ０ ． ０ ５ ） 。 说明用菟丝子总黄酮干预后 ， 对

比 ＤＭＳ０ ， 能提高 自 然流产状态模型组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 ６
－

３ｐ
ｍ ｉｍ ｉ ｃ 的细胞侵袭能力 。 但 Ｍ

－

ＴＳＺ

组的细胞侵袭能力稍低于 ＭＮ
－

ＴＳＺ 组 。

（ ２ ） 、 以 Ｉ Ｎ
－

ＤＭＳＯ 组为对照组 ，
Ｉ

－

ＤＭＳ０ 侵袭能力增加 ， 用菟丝子总黄酮干预后 ，

ＩＮ
－

ＴＳＺ 组较其 ＤＭＳ０ 组细胞侵袭数 目 增加 ， 同样地 Ｉ
－

ＴＳＺ 组较其 ＤＭＳ０ 组细胞侵袭数 目

也增加 ， 且与 Ｉ Ｎ
－

ＤＭＳ０ 组相 比有统计学差异 （ ｐ
＜ ０ ． ０ ５ ） ， 而且 Ｉ

－

ＴＳＺ 组的细胞侵袭能

力 高 于 Ｉ Ｎ
－

ＴＳＺ 组 ， 说 明 在菟丝子总黄酮作 用 下 ， 对 比 ＤＭＳ０ ， 能 明 显增加干扰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 ６
－

３ｐ 后的滋养细胞的侵袭能力 。 综合整个 Ｔｒａｎ ｓｗｅ ｌ ｌ 试验结果发现 ， Ｉ
－

ＴＳＺ

组的细胞侵袭能力显著高于 Ｍ
－

ＴＳＺ 组 ， 两者之间存在统计学差异 （ ｐ
＜ ０ ．００ １ ） ， 从而

说明 了菟丝子总黄酮能提高滋养细胞的侵袭能力 ， 而且也能提高 自 然流产状态细胞模

型的滋养细胞的侵袭功能 ， 如果干扰滋养细胞 内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６ ３ｐ 的表达 ， 使其下调 ，

此时菟丝子总黄酮提高滋养细胞侵袭能力作用更 明显 。

３ 、 菟丝子总黄酮降低 自然流产状态细胞模型 内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６
－

３ｐ 的表达

为 了进
一

步验证菟丝子总黄酮的作用 ， 通过 ＲＴ
－

ｑＰＣＲ 方法检测各组处理后滋养细

胞 内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 ６
－

３ｐ 基因水平的差别 （表 １ ６ ， Ｆ ｉ ｇ ． ２２ ） ， 结果得 出 ： （ １ ） 、 以 ＭＮ
－

ＤＭＳ０

组为对照组 ， Ｍ
－

ＤＭＳ０ 组和 Ｍ ＴＳＺ 组的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６
－

３ｐ 表达上调 ， 有统计学差异 （ ｐ
＜ ０ ．０ ５ ） ，

ＭＮ
－

ＴＳＺ 组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６
－

３ｐ 表达稍下调 ， 但以其 ＤＭＳＯ 组无统计学差异 （ ｐ＞ ０ ．０ ５ ） ， 但

Ｍ
－

ＤＭＳ０ 组和 Ｍ
－

ＴＳＺ 组两两 比较 ，
Ｍ
－

ＴＳＺ 组 中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６
－

３ｐ 表达稍下调 ， 但无统计学

差异 （ ｐ
＞ ０ ．０ ５ ） 。

（ ２ ） 、 以 Ｉ Ｎ
－

ＤＭＳ０ 组为对照组 ， 与 Ｉ

－

ＤＭＳＯ 组和 Ｉ Ｎ
－

ＴＳＺ 组相 比无统计学差异 （ ｐ

＞ ０ ．０ ５ ） ， 而 Ｉ

－

ＴＳＺ 组的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 ６ ３ｐ 的表达明 显下调 ， 与 Ｉ Ｎ
－

ＤＭＳ０ 组相 比具有统计

学差异 （ ｐ
＜ 〇 ． 〇 ５ ） 。 最后将造模组的 Ｍ

－

ＴＳＺ 组和 Ｉ

－

ＴＳＺ 组两两 比较 ， Ｉ

－

ＴＳＺ 组的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６
－

３ｐ 水平 明显降低 ， 两组之间有统计学差异 （ ｐ
＝
０ ． ０ ５ ） 。 因此可 以说明菟丝

子总黄酮能够通过降低滋养细胞 内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 ６
－

３ｐ 的水平从而降低 自然流产的发生率 。

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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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 ｉ ｇｕ ｒ ｅ２ ０ 菟丝子总黄酮对 自 然流产状态滋养细胞模型迁移功能影响 （ Ｘ４０ ）

注 ： Ｍ ：ｍ ｉ ｍ ｉ ｃ
；ＭＮ ：ｍ ｉ ｍ ｉ ｃｎ ｅ ｇ ａ ｔ ｉ ｖ ｅ

； Ｉ ： ｉ ｎｈ ｉ ｂ ｉ ｔ ｏｒ ；Ｉ Ｎ ： ｉ ｎ ｈ ｉ ｂ ｉ ｔ ｏｒｎ ｅ ｇ ａ ｔ ｉ ｖ ｅ ；ＴＳ Ｚ ： 英丝ｒ
■

总

黄酮 。 Ｍ
－

ＴＳ Ｚ 组较其 ＤＭＳＯ 组细胞迁移能力增加 ， Ｉ

－

ＴＳ Ｚ 组也较其 ＤＭＳＯ 组细胞迁移能力增加 ， 而

卜 ＴＳ Ｚ 组的细胞迁 移能 力 高于 Ｍ ＴＳ Ｚ 组 。

表 １ ５ 菟丝子总黄酮干预后各组细胞侵袭数 目 差异 （
ｉ ± ｓ

， 个 ）

组 别 Ｎ侵袭数 Ｈ（ 无 士 ｓ ） Ｐ
̄

Ｍ
－

ＤＭＳ０ ３ １ ２ ８ ４ ８ ． ６ ７ ± ４ ４ ９ １ ． ２ ３ （ ） ． ０ ０ ］

＂

 ０
． ０ ０ （ ）

ｓ ｓ

Ｍ Ｔ Ｓ Ｚ ： ５ １ ９ ９ ９ １ ． ６ ７ ± ４ ２ ７ ９ ． ９ ３ ０ ． ０ ２ ５

＊

 ０ ． ０ ０ ０

ｓ ｓ ｓ

ＭＮ ＤＭＳＯ３ ３ ２ ２ ４ ８ ． ３ ３ ± ８ ４ ６ ５ ．１ ５

ＭＮ Ｔ Ｓ Ｚ３ ３ ６ ６ ９ ４ ． ０ ０ ± ２ ３ ６４ ． ２ ５ ０ ． ３ ８４

Ｉ

－

ＤＭＳ ０ ３ ３ ７ ７ ２ ８ ． （ ） ０ ± ５ ８ ０ ９ ．０ ９ ０ ． ３ ３ １ ０ ． ０ （） （严

Ｉ

－

ＴＳ Ｚ ３ ４ ５ ４ ０ ３ ． ６ ７ ± ２ ０５ ０ ．３ ４ ０ ． ０ ２ １

°

 ０ ． ０ （ ）０

Ｓ Ｓ Ｓ

Ｉ Ｎ ＤＭＳＯ３ ３ ２ ７ ４ ７ ． ３ ３ 土 ６ ３ ８ ２ ． ９ ３

Ｉ Ｎ ＴＳ Ｚ


３


３ ９ ８９ ０ ． （ ） （ ） 土  １ ００ ６ ６ ．９５


０ ． １ ７ ０


／

注 ： 采用 Ａ Ｎ ０Ｖ Ａ 方差 分析 力
＇

法检测 。

对 比ＭＮ
－

ＤＭＳ０组 ，

＊

ｐ 

＜  （ ） ． ０ ５
，

＂

ｐ 

＜ ０ ．０ １
； 对 比 Ｉ Ｎ ［狐 （ ） 批 ，

°

ｐ 

＜  （Ｕ ） ；５
；

对 比 卜 ＤＭＳ ０姐 ，

ｓ ｓ ｓ

ｐ
＜ ０ ． （ ） （ ） １ ， 对 比 卜 Ｔ Ｓ Ｚ Ｍ ，

ｓ ｓ ｓ

ｐ
＜ ０ ． （ ） （ ＞

ｌ ．

４ ７





广 州 中 医 药 大 学 ２ ０ １ ７ 届 博士学位论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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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

－ＤＭＳＯ ｌ

－ＴＳＺ Ｉ Ｎ －ＤＭ ＳＯ Ｉ Ｎ －ＴＳＺ

圓＿＿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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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Ｉ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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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

｜
６００００ Ｊ ￥ ￥ ￥ ■

ｉ５００００ 

？

］
Ｉ Ｉ＃

丁

ｉｉｉ ｉ ｉ ｉ ｉ ｉ ｉ ｉ
＾ Ｉ Ｉ Ｉ ｉ ！ Ｉ ｉ ｉ

Ｆ ｉ ｇｕ ｒ ｅ２ １ 菟丝子总黄酮对 自然流产状态滋养细胞模型侵袭功能的影响 （ Ｘ ２ ０ ０ ）

注 ： Ｍ ：ｍ ｉ ｍ ｉ ｃ
；ＭＮ ：ｍ ｉ ｍ ｉ ｃｎｅ ｇ ａ ｔ ｉ ｖ ｅ

；Ｉ ： ｉ ｎｈ ｉ ｂ ｉ ｔ ｏ ｒ ；Ｉ Ｎ ： ｉ ｎｈ ｉ ｂ ｉ ｔ ｏ ｒｎｅ ｇａ ｔ ｉ ｖ ｅ
；ＴＳ Ｚ ： 冤丝子总

黄酮 。 Ｍ Ｔ Ｓ Ｚ 组较其 ＤＭＳ Ｏ 组细胞侵袭能力增加 ， 对 比 ＿ ＤＭＳ Ｏ 组有统计学差异 （ ｐ＜ ０ ．０ ５ ） 。 Ｉ Ｔ Ｓ Ｚ

组也较其 ＤＭＳ０ 组细胞侵袭能力增加 ， 对 比 Ｉ Ｎ ＤＭＳ ０ 组有统计学差异 （ ｐ
＜ ０ ．０ ５ ） 。 而 Ｉ ＴＳ Ｚ 组的细

胞侵袭能力高于Ｍ Ｔ Ｓ Ｚ组 （ ｐ
＜ ０ ．０ ０ １ ） 。

＊
＇

＝

ｐ
＜ ０ ． ０ ５

；
＊ ＊

ｐ
＜ ０ ．０ １

；
ｓ ｓ ｓ

ｐ＜ ０ ． ００ １ 。

表 １ ６ 菟丝子总黄酮干预后各组的 ｍ ｉ
Ｒ ＮＡ

－

１ ２ ６
－

３ ｐ 水平表达差异 （ 无 土 ｓ ）

Ｍｎ
ＡＡ

ｃ ｔ （ ｉ± ｓ ） ｐ
ｉＫ

Ｍ ＤＭＳ Ｏ ３ ４ ７ ． ３ ４ 
＋

５ ３ ． ５ ０ ０ ．０ ３ ７

＊

 ０ ． ０ ５ ０

ｓ

Ｍ Ｔ Ｓ Ｚ ３ ２ ８ ． ９ ７ ± ２ １ ． ０８ ０ ．０ ３ ７

＊

 ０ ． ０ ５ ０

ｓ

ＭＮ ＤＭＳ Ｏ ３ １ ． ０ ０ ± ０ ． ０ ０ ／ ／

ＭＮ
－

ＴＳ Ｚ ３ ０ ． ８ ８ ± １ ． ０ ６ ０ ． ４ ８ ７ ／

Ｉ ＤＭＳ０ ３ ０ ． ５ １ ± ０ ． ７ ４ ０ ．４ ８ ７ ０ ． ０ ５ ０
ｓ

Ｉ ＴＳ Ｚ ３ ０ ． ３ ８ 土 ０ ． ２ ２ ０ ． ０ ３ ７

＝

 ０ ． ０ ５ ０

ｓ

Ｉ Ｎ ＤＭＳ Ｏ ３ １ ． ０ ０ ± ０ ． ０ ０ ／ ／

Ｉ Ｎ Ｔ Ｓ Ｚ


３


１ ． １ １ ± １ ．３ ９


０ ．４ ８７


／

注 ： 采用 Ｍａｎ ｎ Ｗ ｈ ｉ ｔ ｎ ｅ ｙＵ 方法检测 。

对 比 ＭＮ ＤＭＳＯ组 ，

＊

ｐ
＜ ０ ．０ ５

； 对比Ｉ Ｎ ＤＭＳＯ组 ，

＝

ｐ＜ ０ ．０ ５
；

对 比Ｉ ＤＭＳ ０组 ，

ｓ

ｐ
＝
０ ．０ ５

； 对 比Ｉ
－

Ｔ Ｓ Ｚ组 ，

ｓ

ｐ
＝
０ ．０ ５ ．

４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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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ｃ １ ２〇
ｉ

『

＿

，

〇）ＣＤ８０
－ Ｉ ｓ

ｏ—＞

ａ 〇
６〇

－

．
＊

ｈ
４０ ＿

＿ ＪＬ
〇． 〇２０

１？^

９＾５
－

ｒ＿＿

＿ｕ

Ｆ ｉ ｇ ｕ ｒ ｅ２ ２ 菟丝子总黄酮对 自然流产状态滋养细胞模型的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 ６
－

３ ｐ 表达影响

注 ： Ｍ ：ｍ ｉ ｍ ｉ ｃ
；ＭＮ ：ｍ ｉ ｍ ｉ ｃｎ ｅ ｇａ ｔ ｉ ｖ ｅ

；Ｉ ：ｉ ｎｈ ｉ ｂ ｉ ｔｏｒ
；Ｉ Ｎ ：ｉ ｎ ｈ ｉ ｂ ｉ ｔ ｏｒｎ ｅｇａｔ ｉ ｖ ｅ

：ＴＳＺ ： 冤丝子总

黄酮 。 以 ＭＮ
－

ＤＭＳＯ 组为对照组 ， Ｍ
－

ＤＭＳＯ 组和 Ｍ
－

ＴＳ Ｚ 组的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 ６
－

３ ｐ 表达上调 ， 有统计学差异

（ ｐ
＜ ０ ．０ ５ ）

； 以 Ｉ Ｎ
－

ＤＭＳ０ 组为对照组 ， Ｉ

－

ＴＳＺ 组的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 ６
－

３ ｐ 的表达明 显下调 ， 对 比有统计学

差异 （ ｐ
＜ ０ ． ０ ５ ） 。 造模组的 Ｍ

－

ＴＳＺ 组和 Ｉ

－

ＴＳ Ｚ 组两两 比较 ， Ｉ

－

ＴＳ Ｚ 组的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 ６
－

３ ｐ 水平 明 显降

低 ， ｐ
＝
０ ．０ ５ 〇以Ｕ６作为 内 参 。

？
１ ！

ｐ
＜ ０ ．０ ５ ，＼

＝
０ ．０ ５ ．

四 、 讨论

自 然流产是胚胎在 ２ ０ 周 以 内发生的 自 发流产状态 ， 有研宄发现 自 然流产 的发生

机制常常表现为滋养细胞的侵袭能力不足 ， 胚胎无法着床而 引 发流产 。 在上节研宄中 ，

我们采用 的是正常状态 的滋养细胞 ， 在加入菟丝子总黄酮后能够促进滋养细胞的迁移

和侵袭功能 ， 为 了更好的模拟临床上发生的 自 然流产疾病 ， 也为 了 更好的证 明菟丝子

总黄酮治疗 自 然流产 ， 补 肾安胎的药效 ， 在本节研究 中 ， 利用米非司酮对滋养细胞进

行干预 ， 从而模拟构建 出滋养细胞的 自 然流产状态细胞模型 。

米非司 酮是临床上常用 于药物流产 的药物 ， 其能够拮抗孕激素受体 ， 导致子宫 内

膜坏死脱落而 引 发流产 ， 米非司 酮抗早孕的机理可能是通过 Ｗｎ ｔ
， ＭＭＰ ， 前列腺素 （ ＰＧ ）

或者趋化因子等信号通路 ， 引 发子宫 内膜容受性降低起作用
［
Ｍ ７

］

。 有研宄表明米非司 酮

通过抑制药流后 患者绒毛组织上 的滋养细胞增生结节 ， 下调 ｓ ｕｒ ｖ ｉ ｖ ｉ ｎ 表达 ， 上调

ｃａ ｓ ｐａ ｓ ｅ
－

３ 基因表达 ， 引 发滋养细胞凋亡
［

１ ４ ８
］

， 同时也能使滋养细胞变性坏死 ， 绒毛间

质发生水肿 ， 抑制 ＭＭＰ
－

２６ 表达 ， 上调 Ｔ Ｉ ＭＰ
－

４ 基因表达 ， 破坏 ＭＭＰ
－

２ ６ 和 Ｔ Ｉ ＭＰ ４ 之间

的平衡 ， 抑制 了滋养细胞的侵袭能力 ， 导致流产
［

１ ４ ９ ］

。 本研宄 中 同样也发现 ３ ０ ｕ ｍｏ ｌ ／Ｌ

和 ６ ０ｕ ｍｏ ｌ ／Ｌ 的米非司 酮能够 明 显抑制滋养细胞的迁移功能 ， 浓度越高 ， 抑制作用越

４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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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 。 说明米非司 酮可能是通过抑制滋养细胞的迁移能力而实现其 引 发 自然流产的作

用 ， 那么米非司 酮起作用 的 内在机制是什么 呢 ？ 目 前很多研宄集 中于发现米非司酮通

过信号通路 、 细胞因子等对组织或者细胞造成影响 ， 如可能是通过 ＮＦ ｋ Ｂ 信号通路

抑制子宫 内膜细胞的生长
１

同时降低滋养细胞中血管 内 皮生长因子 ＶＥＧＦ 的表达 ，

增加 ＴＳＰ 的表达 ， 降低胎盘血管的形成
［

１ ５ １
’

１ ５ ２
］

， 改变绒毛组织的 ＤＣＮ ， Ｉ ＧＦＢＰ ５ ，ＣＣＲ １ ，

Ｍ Ｉ Ｆ ， ｌ ｅｐ ｔ ｉ ｎ ，Ｅ
－

ｃ ａ ｄｈ ｅｒ ｉ ｎ 的表达等
ｍ ° ４ ］

。 少部分研究发现米非司 酮与 ｍ ｉ ＲＮＡ 有相关

性 ， 用 ２ ０ ｕ ｇ 的米非司 酮作用小 鼠后 ， 小 鼠的早产率增加 ， 同时上调 了ｍ ｉ Ｒ
－

２ ０ ０ ａ 的

表达 ， 抑制 ＳＴＡＴ５ｂ 的 ｍＲＮＡ 水平 ， 同时上调 ２ ０ａ ＨＳＤ 的表达 。 这有可能是米非司酮

通过调控 ｍ ｉ Ｒ ２ ０ ０ ａ ， 抑制 ＳＴＡＴ５ｂ ， 增加 ２ ０ａ
－

ＨＳＤ 的表达水平 ， 从而增加 Ｐ４ 的代谢 ，

进
一

步降低 ＰＲ 的功能而 引 发先兆流产
［

１ ５ ５ ］

。 另外米非司酮还可 以诱导 ｍ ｉ Ｒ １ ５ ３ 的表达

抑制 ＫＬＦ５ 的基因水平
［

１ ５ ６ ］

。 同样地 ， 我们采用 ＲＴ ｑＰＣＲ 的方法也发现 ３ ０ｕ ｍｏ ｌ ／Ｌ 的米

非司 酮诱导滋养细胞后 ， 可 以增加细胞 内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 ６ ３ｐ 的表达 ， 前面我们 己经证明

自 然流产组织的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 ６
－

３ｐ 的表达上调 ， 说明米非司酮作用后促使滋养细胞的 内

源性 ｍ ｉ ＲＮＡ １ ２ ６ ３ｐ 升高 ， 进而抑制滋养细胞的迁移功能 ， 发生流产 。 既然我们 己经

得 出米非司酮可 以抗早孕 ， 引 发流产 ， 那么利用米非司酮构建滋养细胞的 自 然流产也

是可行 的 ， 本实验用 ３ 〇 ｙ ｍｏ ｌ ／Ｌ 的米非司酮造模 ， 是源于本课题组前期采用 ６ 〇 ｙ ｍｏ ｌ ／Ｌ

的米非司酮 的构建滋养细胞的凋亡模型 以及研宄使用 的 ６ ０ｕ ｍｏ ｌ ／Ｌ 的米非司 酮可 以构

建体外子宫 内膜间质细胞 （ ＥＳＣ ） 损伤模型
［

１ ５ ７
］

， 进
一

步优化而成 ， 发现 ３ ０ ｕ ｍｏ ｌ ／Ｌ 的

米非司 酮构建的模型 ， 滋养细胞 内源性的 ｍ ｉ ＲＮＡ １ ２ ６ ３ｐ 不仅表达上调 ， 死亡漂浮的

滋养细胞也相对较少 ， 有利于进
一

步实验加入 目 的药物菟丝子总黄酮的拯救实验 。

因 此 ， 我 们 在 将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 ６ ３ ｐｍ ｉｍ ｉ ｃ ／ｍ ｉ ｍ ｉ ｃｎ ｅ ｇａ ｔ ｉ ｖ ｅ和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 ６ ３ｐ

ｉ ｎｈ ｉ ｂ ｉ ｔ ｏｒ／ ｉ ｎｈ ｉ ｂ ｉ ｔ ｏｒｎ ｅｇａ ｔ ｉ ｖ ｅ 转染至滋养细胞后 ， 再分别加入 ３ ０ｕ ｍｏ ｌ ／Ｌ 的米非

司 酮干预 １ ２ｈ ， 发现 ｍ ｉ ＲＮＡ １ ２ ６
－

３ｐＭ
－

Ｍ Ｉ Ｆ 组相 比对照组迀移能力降低 ， 反之 Ｉ
－

Ｍ Ｉ Ｆ

迁移能力增加 ， 而 Ｍ Ｍ ＩＦ 组的细胞迁移能力对 比 Ｉ Ｍ Ｉ Ｆ 显著降低 ， 说明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 ６ ３ｐ

Ｍ Ｍ Ｉ Ｆ 组即是我们构建的 自 然流产状态滋养细胞模型 ，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 ６
－

３ｐ
ｍ ｉ ｍ ｉ ｃ 属于化学

合成的产物 ， 转染至细胞 ， 使细胞短时 间 内 过表达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 ６
＿

３ｐ ， 从而利于研宄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 ６ ３ ｐ 的功能 。 因而在转染 ｍ ｉ ＲＮＡ １ ２ ６
－

３ｐ ｍ ｉ ｉｎ ｉ ｃ 至滋养细胞后 ， 首先增加 了

滋养细胞外源性的 ｍ ｉ ＲＮＡ １ ２ ６ ３ ｐ 的表达 ， 再加入米非司酮诱导 ， 促使滋养细胞流产

增加 内源性的 ｍ ｉ ＲＮＡ １ ２ ６ ３ ｐ 的表达 ， 在这样结合下 ， 此时得到的滋养细胞即是我们

想要的 自 然流产状态的滋养细胞模型 ， 为 了进
一

步验证这样构建的模型是否可靠 ， 我

们通过 ＲＴ ｑＰＣＲ 的方法检测各组滋养细胞的 ｍ ｉ ＲＮＡ １ ２ ６ ３ｐ 的表达 ， 实验结果得 出 ，

与 ｍ ｉ ＲＮＡ １ ２ ６
－

３ｐ
ＭＮ 对 比 ， 加入米非司酮后 ， Ｍ Ｍ Ｉ Ｆ 组的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 ６
－

３ｐ 表达上调 ， Ｍ Ｍ Ｉ Ｆ

组的 ｍ ｉ ＲＮＡ １ ２ ６ ３ｐ 表达 比 Ｉ Ｍ Ｉ Ｆ 组也 明显上调 ， Ｉ Ｍ Ｉ Ｆ 对比 ＩＮ 组 ，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 ６
－

３ ｐ 表

达未见 明 显升高 ， 说明在干扰抑制滋养细胞 内 的 ｍ ｉ ＲＮＡ １ ２ ６ ３ｐ ， 即使加入米非司 酮促

使其流产 ， 也未能增加 ｍ ｉ ＲＮＡ １ ２ ６ ３ｐ 的表达 ， 则达不到流产的状态 ， 这也可 以说明 ，

５ ０





寬丝子 总黄輞调控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６
－

３ ｐ 促进 滋 养 细胞侵 袭 功 能机制研 究


对 比 Ｉ
－

Ｍ ＩＦ 这个组 ， Ｍ
－

Ｍ ＩＦ 组既有外源性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６
－

３ｐ 表达升高 ， 也有 内源性的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６
－

３ｐ 上调 ， 正好就是我们需要模拟的 自然流产状态的滋养细胞模型 。 或许大

家会 问 ， 为什么不能直接用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６
－

３ｐ ｍ ｉｍ ｉ ｃ 组作为 自然流产的模型 ， 原因是即

使过表达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６
－

３ｐ 后 ， 滋养细胞也不
一

定会发生流产 ， 就算滋养细胞的迁移能

力 降低 ， 但是 因 为加入 的 是外源性 的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６
－

３ｐ ， 不能代表滋养细胞 自 身 的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６
－

３ｐ 会表达升高 ， 因此借助米非司酮这个抗早孕促使流产的药物 ， 刺激滋养

细胞发生 内部的流产状态 ， 以达到我们研宄 自然流产状态细胞模型的 目 的 。 虽然操作

繁琐 ， 可通过这样的模型后 ， 能更好的反映了 临床上发生的 自然流产 ， 也更好地结合

了 临床 ， 为解决临床上 出现的 自然流产疾病的病理原因提供
一

个理论依据 。

第三节我们发现菟丝子总黄酮可 以促进正常滋养细胞的迁移和侵袭功能 ， 那么菟

丝子总黄酮是否也对 自 然流产状态细胞模型的滋养细胞的迁移和侵袭功能有促进作

用 ？ 通过进
一

步实验发现 ， 在构建好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６
－

３ｐＭ
－

Ｍ Ｉ Ｆ 自 然流产状态的细胞模型

基础上 ， 以 ＤＭＳＯ 作为对照组 ， 实验组用 ５ｕ ｇ／ｍ ｌ 的菟丝子总黄酮干预各组处理好的

滋养细胞 ， 划痕实验和 Ｔｒａｎ ｓｗｅ ｌ ｌ 结果表明 ， 经菟丝子总黄酮干预后 ， Ｍ
－

ＴＳＺ 组较其

ＤＭＳＯ 组细胞迁移能力增加 ， Ｉ

－

ＴＳＺ 组也较其 ＤＭＳＯ 组细胞迁移能力增加 ， 说明菟丝子

总黄酮能促进 自然流产状态细胞模型滋养细胞的迁移和侵袭能力 ， 而 Ｉ
－

ＴＳＺ 组的细胞

迁移能力高于 Ｍ
－

ＴＳ Ｚ 组 ， 可以看 出在干扰滋养细胞 内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６
－

３ｐ 的表达 ， 即使加

上米非司 酮增加滋养细胞 内源性的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 ６
－

３ｐ 表达 ， 菟丝子总黄酮仍可 以促进滋

养细胞的迁移和侵袭功能 ， 这也间接说 明菟丝子总黄酮能够降低滋养细胞内源性的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６
－

３ｐ 的 表 达 ， 也 同 时 说 明 菟 丝 子 总 黄 酮 可 以 通 过 调 控 滋 养 细 胞 的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６
－

３ｐ 的表达来发挥其促进滋养细胞迁移和侵袭功能 ， 从而达到治疗和预防 自

然流产的药效 ， 起到安胎的作用 。 然而 ， 针对 ＲＴ
－

ｑＰＣＲ 方法检测各组间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６
－

３ｐ

的表达差异 ， 虽然 Ｍ

－

ＴＳＺ 组的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６
－

３ｐ 的表达比对照组升高 ， 但与其 ＤＭＳＯ 组

仍有所降低 ， 而 Ｉ
－

ＴＳＺ 组的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６
－

３ｐ 却 明显下降 ， 这就说明 了菟丝子总黄酮是

可 以 降 低 滋 养 细 胞 内 源 性 的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６
－

３ｐ 的 表 达 ， 在 米 非 司 酮 诱 导 后 的

ｒａ ｉ ＲＮＡ
－

１ ２６
－

３ｐｉ ｎｈ ｉ ｂ ｉ ｔ ｏｒ 组 ， 冤丝子总黄酮 的 效果更加 明 显 ， 虽然 Ｍ
－

ＴＳ Ｚ 组 的

ｒａ ｉ ＲＮＡ
－

１ ２６
＿

３ｐ 表达水平很高 ， 或许是因为菟丝子总黄酮只 能在
一

定水平的条件下降低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６
－

３ｐ 的表达 ， 而造模组的 内外源性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６
－

３ｐ 的表达升高太多 ， 即使菟

丝子总黄酮能够降低造模组 内源性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６
－

３ｐ 的表达 ， 也会 由于外界加入的外源

性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６
－

３ｐ 的表达太多 ， 无法很快被菟丝子总黄酮下调 ， 而在实验中被检测 出

来 ， 这就造成 了Ｍ

－

ＴＳＺ 组的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６
－

３ｐ 的表达升高过于明显的原因 。

结合这几节 内容可 以得 出 ，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 ６
－

３ｐ 在 自 然流产患者的绒毛组织 中上调 ， 在

进
一

步的滋养细胞实验中 ， 同样验证了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６
＿

３ｐ 的升高抑制 了滋养细胞的迁移

和侵袭功能 ， 从而影响 了滋养细胞发挥正常的侵袭功能 ， 引 发 了 自 然流产 ， 因此可 以

说明 ，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６
－

３ｐ 在 自 然流产的发生机制 中起到重要的作用 ， 在基因层面上证明 了 ，

５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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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流产的发生可能是 由于该患者妊娠时候 ， 胎儿绒毛组织 内 ｍ ｉ ＲＮＡ １ ２ ６ ３ｐ 的异常

上升而终止 了继续妊娠 。 鉴于 目 前 自 然流产 的发生机制 尚未 明确 ，
ｍ ｉ ＲＮＡ １ ２ ６ ３ ｐ 的发

现对于 了解 自 然流产的病 因查找具有重要作用 ， 在 以后的临床运用上 ， 或许可 以检测

有流产史患者的再次妊娠中 ， 通过检测体内 的 ｍ ｉ ＲＮＡ １ ２ ６ ３ｐ 表达 ， 从而预测妊娠的

结局 ， 并且进
一

步通过干预验证 ， 可能可 以作为治疗 自 然流产的
一

种替代疗法 。

在清楚 了ｒａ ｉ ＲＮＡ
－

１ ２ ６ ３ｐ 在流产当 中 的意义后 ， 我们课题采用菟丝子总黄酮来干

预 ， 以更好地了解菟丝子总黄酮的作用 。 菟丝子作为补 肾安胎的首要药物 ， 其在临床

上的作用 己得到证实 ， 而其具体的药理机制却 尚未非常 明确 。 有研究表明 ， 菟丝子的

提取物 山奈酚可 以抑制树突细胞的免疫功能 ， 减弱树突细胞的功能从而用来治疗慢性

炎症反应或者 自 身免疫性疾病
［

１ ５ ８ ］

。菟丝子总黄酮作为菟丝子 的主要活性成分的提取物 ，

其的药理作用对于 了解菟丝子 的药效有直接意义 。 我们课题组在前期基础上通过动物

实验 已经证 明 了菟丝子的主要提取物菟丝子总黄酮能提高肾虚
－

黄体抑制模型大 鼠 的

ＥＲ 、 ＰＲ 表达 ， 从而降低流产率 ， 提高大 鼠妊娠率 。 而在本研究 中 ， 采用细胞模型进
一

步验证菟丝子总黄酮的药理作用 ， 通过前面几个实验得出 ， 菟丝子总黄酮不具有细胞

毒性 ， 能够 明显促进正常滋养细胞和 自 然流产状态细胞模型滋养细胞的迁移和侵袭功

能 ， 在补充前期在体实验研宄 的基础上 ， 利用离体细胞模型进
一

步研宄菟丝子总黄酮

的药效 ， 且得到证 明菟丝子总黄酮确实能够提高 自然流产细胞模型 的迁移和侵袭功能 ，

从而促进滋养细胞发挥到正常的侵袭功能而有利于着床 ， 以维持进
一

步的妊娠 ， 而起

到安胎的作用 。 同时还发现 ， 菟丝子总黄酮能够降低 自然流产状态细胞模型滋养细胞

的 ｍ ｉ ＲＮＡ １ ２ ６ ３ ｐ 的表达 ， 结合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 ６ ３ｐ 在 自然流产发生机制 中 的重要性 ， 菟丝

子总黄酮下调滋养细胞 ｍ ｉ ＲＮＡ １ ２ ６ ３ｐ 内 的表达 ， 正好从基因层面上验证解释 了菟丝

子总黄酮对滋养细胞的促进保护作用 ， 为 了解菟丝子总黄酮的细胞药理机制提供了理

论依据 。 结合菟丝子的临床作用 ， 或许可 以说 明 ， 菟丝子总黄酮通过下调 自 然流产绒

毛 内 ｍ ｉ ＲＮＡ １ ２ ６ ３ｐ 的表达 ， 促进滋养细胞的迁移和侵袭功能 ， 有利于细胞着床 ， 从

而维持进
一

步的妊娠 ， 发挥菟丝子的补 肾安胎 ， 并预防流产 的作用 ， 也弥补 了菟丝子

的具体药理药效机制 。 在 以后 的临床使用上 ， 可 以通过检测 自 然流产患者的病 因 内 是

否有 ｍ ｉ ＲＮＡ １ ２ ６ ３ ｐ 的表达异常 ， 从而采用菟丝子的针对性治疗 ， 以更好地为下
一

次

妊娠做好治疗铺垫作用 。 同时 ， 从菟丝子总黄酮对于滋养细胞的最好量效和时效作用 ，

可 以 明确菟丝子总黄酮的有效含量 ， 为临床上使用菟丝子总黄酮有效治疗作用提供了

理论依据 ， 可 以参照这个剂量 ， 以发挥菟丝子总黄酮的最大药效浓度 。

总体来说 ， 菟丝子总黄酮是可 以
一

定程度降低 自然流产状态滋养细胞模型组的 内

源性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 ６
＿

３ｐ 表达水平 ， 增加其迁移和侵袭功能 ， 起到补肾安胎的临床药效 。

这其 中 的机制是因为菟丝子总黄酮能够通过调控滋养细胞的 ｍ ｉ ＲＮＡ １ ２ ６ ３ ｐ 的表达 ，

但菟丝子总黄酮是否只 是单独调控 ｍ ｉ ＲＮＡ １ ２ ６ ３ｐ 从而来促进滋养细胞的迁移和侵袭

呢 ？ 结合第二节 内 容 ， 在过表达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 ６
－

３ ｐ 后滋养细胞的迁移能力 降低 ， 而干扰

５２





策丝子 总黄酮调控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６
－

３ ｐ 促进 滋 养 细胞使袭 功 能机制研 究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６
－

３ｐ 后迁移能力增加 ， 我们猜想是因为激活 了ｒａ ｉ ＲＮＡ
－

１ ２６
－

３ｐ 下游的靶基因

而引 发这
一

现象 ， 那么菟丝子总黄酮在调控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６
－

３ｐ 的过程 ， 是否也参与 了激

活下游靶基因 的过程呢 ？ 为 了更加具体研究菟丝子总黄酮是否存在这样的作用机制 ，

在下
一

节中 ， 我们通过检测转染后不同靶基因 的 ｍＲＮＡ 水平和蛋 白表达 ， 确定
一

个可

能的靶基因 ， 探讨菟丝子总黄酮对该靶基因 的影响 。

五 、 小结

米非司酮可 以抑制滋养细胞的迁移功能并上调其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６
－

３ｐ 的表达 ， 通过用

米非司酮干预过表达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６
－

３ｐ 的滋养细胞构建 自 然流产状态滋养细胞模型 ， 且

米非司酮能促使模型组细胞 内源性和外源性的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６
－

３ｐ 表达上调 ， 更好的模拟

临床上发生的 自然流产疾病 。 进
一

步用菟丝子总黄酮治疗后 ， 自然流产状态滋养细胞

模型组的迁移和侵袭能力增加 ， 且
一

定程度降低其 内源性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６
－

３ｐ 的表达 。 菟

丝子总黄酮是通过调控滋养细胞的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６
－

３ｐ 表达体现出其促进滋养细胞的迁移

和侵袭能力 ， 起到补肾安胎的药效 。

第五节 菟丝子总黄酮对米非司酮所致 ＥＶＴ 细胞内 自然流产状态细胞模型的迁移和侵

袭功能的内在机制研究

通过前述实验结果可知道 ｒａ ｉ ＲＮＡ
－

１ ２６
－

３ｐ 在 自然流产中起到抑制滋养细胞迁移和

侵袭的功能的作用 ， 通过转染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 ６
＿

３ｐ 和米非司酮进
一

步干预滋养细胞后 ， 可

以造成滋养细胞的 内源性和外源性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６
－

３ｐ 升高 ， 形成 自然流产状态的滋养细

胞模型 ， 经菟丝子总黄酮千预后 ，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６
－

３ｐ 的基因表达降低 ， 同时滋养细胞的迁

移和侵袭能力得到提升 ， 这
一

系列 的过程 ， 菟丝子总黄酮是通过调控 ｒｏ ｉ ＲＮＡ
－

１ ２６
－

３ｐ

来促进滋养细胞的迁移和侵袭功能 ， 但是通过怎样的方式来完成这
一

调控呢 ， 如何进

一

步通过调控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６
－

３ｐ 下游的靶基因来促进此功能 ， 本节的研宄将进
一

步寻找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６
－

３ｐ 的靶基因 ， 且继续研宄菟丝子总黄酮是否通过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６
－

３ｐ 来调控该

靶基因发挥功能而促进滋养细胞的迁移和侵袭功能 ， 以更好的深入挖掘菟丝子总黄酮

对滋养细胞的 内在机制作用和菟丝子总黄酮的药效机制研宄 。

—

、 实验 目 的

通过数据库挖掘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 ６
－

３ｐ 的靶基因 ， 进行 ＲＴ
－

ｑＰＣＲ 和 ＷＢ 的验证 ， 再将菟丝

子总黄酮进行干预滋养细胞 ， 探宄菟丝子总黄酮是否调控靶基因来影响滋养细胞的迁

移和侵袭功能 。

二 、 实验材料与方法

（

一

） 实验材料与仪器

１ ． 实验试剂

配胶试剂盒 ： 碧云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Ｒ ＩＰＡ 裂解液 ： 碧云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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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 白酶抑制剂 ： 碧云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Ｔｒ ｉ ｓＢａｓ ｅ ： 广州瑞舒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Ｇ ｌ ｙｃ ｉ ｎｅ ： 广州瑞舒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ＳＤＳ ： 广州瑞舒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５Ｘ 蛋 白上样缓冲液 ： 碧云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Ｎａｃ ｌ ： 广州化工试剂厂

无水乙醇 ： 广州化工试剂厂

吐温
－

２ ０ ： 广州瑞舒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脱脂奶粉 ： 广州瑞舒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Ｗｅ ｓｒｔ ｅｎ 转膜液 ： 碧云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一

抗稀释液 ： 碧云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ＢＳＡ ： 广州翔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一

抗抗体 ： Ｔｕｂｕ ｌ ｉｎ０ 碧云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 １ ： ２０００ ） ；

ＮＡＶ Ｉ 、 ＰＬＸＮＢ２ ：ａｂｅａｍ公司 ， ＧＡＰＤＨ ：ａｂ ｅａｍ公司

ＰＥＸ５ ：ＣＳＴ公司

二抗抗体 ： Ａｎｔ ｉ
－

Ｒａｂｂ ｉ ｔ／Ｍｏｕ ｓ ｅｌｇＧ （
Ｈ＋Ｌ ）ＨＲＰＣｏｎｊｕａｔ ｅ美国Ｐｒｏｍｅｇａ公司

ＥＣＬ 化学发光液 ： Ｂ ｉ ｏ
－

ｒａｄ 公司

ＮＣ膜 ： ｍ ｉ ｌ ｌ ｉｐｏｒｅ公司

双萤光素酶报告基因检测试剂盒 ： 碧云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２ ． 实验试剂配置

Ｗｅ ｓ ｔ ｅｒｎＢ ｌ ｏｔ ｔ ｉ ｎ试剂配置



分离胶 （ ｍｌ ）



８％


１ ０％


１ ２％

蒸馏水 ５ ． ０ ４ ． ０ ３ ． ０

３ ０％Ａｃｒ
－

Ｂ ｉ ｓ（ ２９ ： １ ）４ ． ０ ５ ． ０ ６ ． ０

１ＭＴｒ ｉ ｓ ，Ｐｈ８ ． ８ ５ ． ７ ５ ．７ ５ ． ７

１ ０％ＳＤＳ ０ ．１ ５ ０ ．１ ５ ０ ．１ ５

１ ０％过硫酸铵 ０ ．１ ５ ０ ．１ ５ ０ ．１ ５

ＴＥＭＥＤ ０ ． ００９ ０ ． ００ ６ ０ ． ００ ６



浓缩胶 （ ｍ ｌ ）



５％




蒸馏水


４
＾


３０％Ａｃｒ
－

Ｂ ｉ ｓ（ ２９ ： １ ） １ ． ０

１ＭＴｒ ｉ ｓ ，Ｐｈ６ ． ８ ０ ．７ ５

１ ０％ＳＤＳ ０ ． ０６

５４





寬丝子 总黄酮调控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 ６
－

３ｐ 促进 滋 养细胞侵 袭 功 能机制研 究


１ ０％过硫酸铵 ０ ．０６
￣̄

ＴＥＭＥＤ ０ ． ００６

电泳缓冲液 Ｉ Ｘ １ ０Ｘ

Ｔｒ ｉ ｓｂａ ｓ ｅ ３ ． ０ ３ｇ ３０ ． ３ ｇ

Ｇ ｌ ｙｃ ｉ ｎｅ １ ４ ． ４ｇ １ ４４ｇ

ＳＤＳ １ ．Ｏｇ ｌ Ｏｇ

蒸馏水定容至 １ ０００ｍ ｌ定容至 １ ０００ｍ ｌ

ＴＢＳ １ ０Ｘ ＩＸＴＢＳＴ

Ｔｒ ｉ ｓｂａ ｓ ｅ ２４ ． ２ ｇ １ ０Ｘ１ ００ｍ ｌ ＋蒸馆水９００ｍ ｌ ，

Ｎａｃ ｌ ８０ ．Ｏｇ再加 ｌｍ ｌ 吐温－

２０ ， 混匀

ｐＨ调至 ７ ．５

３ ． 实验仪器及器材

离心机 ： Ｔｈｅｒｍｏ 公司

全波长酶标仪 ： Ｔｈｅｒｍｏ 公司

９６ 孔焚光定量 ＰＣＲ 板 ： Ｂ ｉ ｏ
－

ｒａｄ 公司

ＰＣＲＰ ｌ ａ ｔ ｅＳ ｅａ ｌ ｅｒ ：Ｂ ｉ ｏ
－

ｒａｄ公司

六孔板 ： Ｃｏ ｓ ｔ ｅｒ 公司

低温离心机 ： Ｔｈｅｒｍｏ 公司

蛋 白 电泳 、 电转仪 ： Ｂ ｉ ｏ
－

ｒａｄ 公司

凝胶成像仪 ： Ｂ ｉ ｏ
－

ｒａｄ 公司

焚光倒置显微镜 ： Ｎ ｉ ｋｏｎ 公司

（ 二 ） 实验方法

１ ．ＲＴ
－

ｑＰＣＲ方法

（ １ ） 细胞 ＲＮＡ 的提取和浓度测定 同第二节

（ ２ ） 逆转录合成 ｃＤＮＡ（ ｍＲＮＡ 部分 ）

按照Ｒｅｖｅｒ ｔＡ ｉ ｄＦ ｉ ｒ ｓ ｔＳ ｔ ｒａｎ ｄｃＤＮＡＳｙｎ ｔ ｈｅ ｓ ｉ ｓＫ ｉ ｔ试剂盒说明书 ， 配制２０ｕ ｌ

体系 ， 按照下面表格的反应体系 ， 加好反应液后 ， 瞬离 ， 在 Ｂ ｉ ｏＷｏｒ ｌ ｄ 的 ＰＣＲ 仪中进

行敷育 ， ６ ５

。

０ ， ５ｍ ｉ ｎ 。



表 １ ７
－

１ｍＲＮＡ 逆转录反应体系


Ｔｅｍｐ ｌ ａ ｔ ｅＲＮＡ Ｔｏ ｔａ ｌＲＮＡ２ｕｇ

Ｐｒ ｉ ｍｅｒ Ｏ ｌ ｉ ｇｏ （ ｄＴ ）１ ８ｐｒ ｉ ｍｅｒ１ Ｐ １

Ｗａｔ ｅ ｒ
，ｎｕｃ ｌ ｅａ ｓ ｅ

－

ｆｒ ｅ ｅ Ｔｏ１ ２ｕ １

Ｔｏ ｔａ ｌｖｏ ｌ ｕｍｅ


１ ２ｕ１


加热完后 ， 按照下列表格配置 Ｍ ｉ ｘ 反应液 ， 每孔各加入 ８ｕ ｌ 反应液 ， 瞬离 ， ＰＣＲ

仪上反应 ， 反应条件为 ： ４２

°

Ｃ６０ｍ ｉ ｎ ， ７ （ＴＣ５ｍ ｉ ｎ 后终止 ，

－

２ ０

°

Ｃ保存 。

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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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７
－

２ｍＲＮＡ 逆转录反应体系

ｊ剂 每管用量

５ＸＲ ｅａｃ ｔ ｉ ｏｎＢｕｆｆ ｅｒ ４ｕ１

Ｒ ｉ ｂｏＬｏｃｋＲＮａｓ ｅＩｎｈ ｉｂ ｉ ｔｏｒ（２ ０Ｕ／ ｌ

＾Ｌ ） １ｕ１

１ ０ｍＭｄＮＴＰＭ ｉ ｘ ２ｕ１

Ｒｅｖ ｅｒ ｔＡ ｉ ｄＭ
－

ＭｕＬＶＲＴ（２００Ｕ／ ＭＬ） １ｕ１

Ｔｏ ｔａ ｌｖ ｏ ｌｕｍｅ


２０ｕ１



（ ３ ） 荧光定量 ＰＣＲ 扩增 （ ｍＲＮＡ 部分 ）

在 Ｂ ｉ ｏ
－

Ｒａｄ 的 ＣＦＸ９６ 检测仪进行实时定量反应 。

① 引 物 由生工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设计与合成 。

表 １ ８ｍＲＮＡ
－

ＰＣＲ 引物序列

Ｐｒ ｉｍｅｒ


ｓ ｅｑｕｅｎｃ ｅ ｓ（ ５

，－
３

’

）


０

－

ａｃ ｔ ｉ ｎ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ＧＣＣＧＣＣＡＧＣＴＣＡＣＣＡＴ

Ｒｅｖｅｒ ｓ ｅ ：ＡＡＴＣＣＴＴＣＴＧＡＣＣＣＡＴＧＣＣＣ

ＶＥＧＦＡ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ＡＧＡＡＧＧＡＧＧＡＧＧＧＣＡＧＡＡＴＣ

Ｒｅｖｅｒ ｓｅ ：ＧＣＡＴＴＣＡＣＡＴＴＴＧＴＴＧＴＧＣＴＧ

ＳＤＣ２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ＧＡＧＣＡＧＡＧＣＴＧＡＣＡＴＣＴＧＡＴＡＡＡ

Ｒｅｖ ｅｒ ｓ ｅ ：ＣＡＧＡＡＧＣＧＴＡＧＴＣＡＴＣＧＴＣＡＴＣ

Ｇ０ＬＰＨ３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ＧＡＡＡＧＴＡＣＡＧＧＡＡＧＣＣＧＴＴＣＴ

Ｒｅｖ ｅｒ ｓ ｅ ：ＧＡＧＧＣＡＴＧＡＧＣＣＡＧＧＴＡＡＡＴ

ＳＬＣ ７Ａ５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ＧＧＡＡＧＧＧＴＧＡＴＧＴＧＴＣＣＡＡＴＣ

Ｒｅｖｅｒ ｓ ｅ ：ＴＡＡＴＧＣＣＡＧＣＡＣＡＡＴＧＴＴＣＣＣ

ＰＥＸ５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ＡＡＣＣＡＧＡＧＴＧＡＡＧＡＡＧＣＡＧＴＡＧ

Ｒｅｖ ｅｒ ｓ ｅ ：ＣＡＧＣＴＧＡＴＧＣＣＣＡＧＧＴＴＡＴＡＧ

ＩＴＧＡ６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ＧＧＣＧＡＧＣＡＡＧＣＴＡＴＧＡＡＡＴＣ

Ｒｅｖｅｒ ｓ ｅ ：ＡＡＡＧＣＡＡＣＣＡＴＴＴＣＣＣＡＴＴＧ

ＮＡＶ Ｉ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ＡＡＡＴＧＧＧＣＧＣＡＡＧＡＣＴＡＧＣＴＴ

Ｒｅｖｅｒ ｓ ｅ ：ＡＣＴＧＧＡＴＧＴＴＡＧＡＡＣＧＧＧＣＴＣ

ＳＭＵＲＦ２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ＴＡＴＧＣＡＡＡＣＴＣＧＧＧＣＣＡＡＡＴＧ

Ｒｅｖ ｅｒ ｓ ｅ ：ＣＣＴＧＴＧＣＣＴＡＴＴＣＧＧＴＣＴＣＴＧ

ＰＬＸＮＢ２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ＡＧＣＣＴＣＴＴＣＡＡＧＧＧＣＡＴＣＴＧ

Ｒｅｖ ｅｒｓ ｅ ：ＧＣＣＡＣＧＡＡＡＧＡＣＴＴＣＴＣＣＣＣ

ＰＰＰ３ＣＢ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ＣＣＣＣＡＡＣＡＣＡＴＣＧＣＴＴＧＡＣＡＴ

Ｒｅｖ ｅｒ ｓ ｅ ：ＧＧＣＡＧＣＡＣＣＣＴＣＡＴＴＧＡＴＡＡＴＴＣ

ＣＲＫ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ＣＡＴＣＴＴＧＡＧＡＡＴＣＣＧＧＧＡＣＡＡ

Ｒｅｖ ｅｒ ｓ ｅ ：ＧＡＣＧＴＡＡＧＧＧＡＣＴＧＧＡＡＴＣＡＴＣ

Ｐ ＩＫ３Ｒ２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ｇＣＡＡｇＡＴＣＣＡｇｇｇＣｇＡｇＴＡＣＡ



Ｒｅｖｅｒ ｓ ｅ ：ＴｇＡｇｇＴＣＣＡＣＡＡＣｇｇＡｇＣＡｇ


② 采用 Ｍａｘ ｉｍａＳＹＢＲＧｒ ｅ ｅｎｑＰＣＲＭａ ｓ ｔ ｅｒＭ ｉ ｘ（２Ｘ ）试剂盒进行焚光定量 ＰＣＲ 反

应 。 以 后
－

ａｃ ｔ ｉｎ 为 内参 ， 参照说明书 ， 按照 以下表格配置反应液 ：

５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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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９ 荧光定量 ＰＧＲ 反应体系

试剂 每孔用量

Ｍａｘ ｉ ｍａＳＹＢＲＧｒｅｅｎｑＰＣＲＭａ ｓ ｔ ｅｒＭ ｉ ｘ （ ２Ｘ ） ，ｎｏＲＯＸ＊５Ｍ ｌ

ＦｏｒｗａｒｄＰｒ ｉｍｅｒ ０ ．５ｕ １

Ｒｅｖ ｅｒ ｓｅＰｒ ｉ ｍｅｒ ０ ．５ｕ １

Ｔｏ ｔ ａ ｌｖ ｏ ｌ ｕｍｅ ５ｕ １

将逆转录好的 ｃＤＮＡ加入 １ ８０ｕ１ｎｕ ｃ ｌ ｅ ａ ｓ ｅ
－

ｆｒｅ ｅＷａｔ ｅｒ稀释 １ ０倍 ， 先加入 ５Ｐ１Ｍ ｉ ｘ

反应液至 ９６ 孔板 ， 再加入 ５ｕ１ 稀释好的 ｃＤＮＡ ， 贴膜 ， 离心 ｌｍ ｉ ｎ ，ＰＣＲ 仪反应 ， 反应

条件如下 ：

ｓ ｔａｇｅ１ ： 预变性

９ ５ ． ０

°

Ｃ ，ｌ Ｏｍ ｉ ｎＲｅｐ ｓ ：１

Ｓ ｔａｇｅ２ ：ＰＣＲ反应

９ ５ ． ０

＊

Ｃ ，１ ０ ｓ

６０ ． ０

°

Ｃ ，３４ ｓ

Ｒ ｅｐ ｓ ：４０

Ｓ ｔａｇｅ３ ：９５ ． ０

°

Ｃ ，１ ５ ｓＲｅｐ ｓ ：１

Ｓ ｔａｇｅ４ ： 溶解 曲线

６ ５ ． ＣＴＣ ，６ ｓ

９ ５ ． ０

ａ

Ｃ ，０ ． ５

°

Ｃ

２ ．Ｗｅ ｓ ｔ ｅｒｎＢ ｌ ｏ ｔ ｔ ｉ ｎｇ方法

（ １ ） 细胞总蛋 白提取

细胞诱导结束后 ， 吸去培养基 ， 加入 ２ｍｌ 预冷的 ＰＢＳ 液洗 ３ 次 ， 再加入 １ ００ｎ ｌ

含 Ｒ ＩＰＡ 细胞裂解液 ， 轻轻用刮匙将细胞全部刮下 ， 收集至 １ ．５ｍ ｌ 的 ＥＰ 管 内 ， 冰上裂

解 ３ ０ｍ ｉ ｎ ， 每 ｌ Ｏｍ ｉ ｎ 涡旋震荡混匀
一

次 ， 充分裂解细胞 ， ４

°

Ｃ ，１ ２００ ０ｇ ， 离心 １ ５ｍ ｉ ｎ ，

收集上清 ，

－

２ （ＴＣ冰箱保存待用 。

（ ２ ）ＢＣＡ 蛋 白定量

① 蛋 白标准 曲线制作 ： 从室温中取出 ２ｍｇ／ｒａ ｌ ＢＳＡ 储备液 ， 用超纯水梯度稀释成

以下各种浓度 ： Ａ ．２ ．Ｏｍｇ／ｍ ｌ
；Ｂ ．１ ．０ｍｇ／ｍ ｌ

；Ｃ ．０ ．５ｍｇ／ｍ ｌ
；Ｄ ．０ ？２５ｍｇ／ｍ ｌ

；Ｅ ．０ ？１ ２ ５ｍｇ／ｍ ｌ
；

Ｆ ：０ ． ０６２５ｍｇ／ｍ ｌ 。 （ 从前
一

个浓度分别取 ｌ ＯＯｕ ｌ ， 至下
一

个浓度 ）

② 按照 ５０ ：１ 的 比例将 ＢＣＡ 蛋 白定量试剂盒中 的 Ａ＋Ｂ 液混合 。

③ 取
一

个干净的 ９６ 孔普通酶标板 。 每孔先加入 ２０ｕ ｌ 超纯水 ， 再取配制好的 ＢＳＡ

蛋 白标准液 ， 每孔加 ５ ｕ ｌ ， 最后加 Ａ＋Ｂ 混合液 ２００ｕ ｌ ， 每个样本设置两个复孔 以减少

误差 ， 空 白组以加入 ５ｕ ｌ 超纯水作为对比 。

④ 充分混匀 ， ３ ７

°

Ｃ孵育 ３０ｍ ｉ ｎ ， 酶标仪 ５６２ｎｍ 处测定各孔的 ０Ｄ 值 。

⑤ 每组求平均值 ， 减去空 白组的 ０Ｄ 值 ， 在 Ｅｘｃ ｅ ｌ 上计算得 出 蛋 白定量标准 曲线

回 归方程 。

５７





广 州 中 医 药 大 学 ２ ０ １ ７ 届 博士 学位论文


⑥ 检测样 品蛋 白含量

在 ９ ６ 孔普通酶标板 ， 每孔加入 ２０ｕ ｌ 超纯水 ， 再加入 ５ｕ ｌ 蛋 白样品和 Ａ＋Ｂ 混合液

２ ０ ０ｕ ｌ ， 充分混匀 ， ３ ７

°

Ｃ孵育 ３ ０ｍ ｉ ｎ
， 酶标仪 ５ ６ ２ｎｍ 处测定各孔的 ０Ｄ 值 。 根据标准 曲

线计算所需样品 的浓度 。

２ ５ ０ ０１


２ 〇〇 〇ｙ

＝
４ １ １ ８ ． ４Ｘ

－

５ ９ ． ０８ ６

Ｒ
２＝

０ ． ９ ９ ９４

１ ５ ０ ０
 

／
／？ 系列 １

１ ０ ００



—— 线性
（
系列 １

）

５ ０ ０


０＼＾
０ ． ０ ０ ０ ０ ． ２０００ ． ４０ ００ ． ６ ００

Ｆ ｉ ｇ ｕ ｒ ｅ２ ３ＢＣＡ蛋 白标准曲线
，

Ｒ

２

＝０ ．９ ９ ９４ ．

（ ３ ）Ｗｅ ｓ ｔ ｅｒｎｂ ｌ ｏ ｔ ｔ ｉ ｎｇ步骤

① 样 品前处理 ： 用 定量好的等量蛋 白样品 ， 加入 ５ Ｘ Ｓ ＤＳ ＰＡＧＥ 蛋 白上样缓冲液 ，

用 ＰＢＳ 调至相 同上样体积 ， 混匀 ， １ ０ ０

°

Ｃ变性 ｌ Ｏｍ ｉ ｎ ， 瞬离后
－

２ ＣＴＣ冰箱保存备用或进

行下
一

步操作 。

② 制胶

分别将两块 １ ．５＿ 厚板和薄板的玻璃板对齐后 固定在灌胶支架上 ， 垂直卡紧 。 （可

以在厚板两边涮点水 ， 将薄板在厚板 中 间开始往下推至底部 ） 。 按照碧云天配胶试剂

说明书 ， 根据 目 的蛋 白大小选择配置 ８％ ， １ ０％
，

１ ２％分离胶 。 充分混匀 ， 用 ｌｍ ｌ 移液枪

迅速将胶灌入玻璃平板夹层 中 ， 上端加入超纯水 ， 目 的是使胶液面平齐 ， 大约 ４０ｍ ｉ ｎ

左右胶可凝固 。 配置 ５％浓缩胶 ， 充分混匀后 ， 倾去凝胶顶层水 ， 用吸水纸吸干玻璃板

外侧水 。 用 ２ ０ ０ｕ ｌ 移液枪迅速灌胶 ， 直至夹层 的顶部 ， 根据需要插入 １ ５ 孔的梳子 ，

室温使胶凝固 。

③ 电泳

待胶凝固后 ， 转入 电泳槽 ， 灌入 电泳缓冲液 ， 小心拔去梳子 ， 用 ２ ０ ０ｕ ｌ 移液枪轻

轻冲洗上样孔后 ， 即可上样 ， 用 ２ ０ｕ ｌ 的移液枪缓慢将蛋 白样品加入至上样孔 内 ， 其

中 ３ ｕ ｌｍａｒｋ ｅｒ 在 目 的蛋 白左侧 ， ２ｕ ｌ５ Ｘ ｌ 〇ａｄ ｄ ｉ ｎｇｂｕｆｆｅｒ 加在所有样品外侧 。 上样

结束后 ， 槽 内灌满 电泳液 。 连接电源 ， 先在 ７ ０Ｖ 电泳 ３ ０ｍ ｉ ｎ ， 再将 电压调至 １ ２ ０Ｖ 继续

电泳 ｌ ｈ 。 关 闭 电源 ， 回收 电泳缓冲液 ， 取出上槽 。

④ 转膜

取 出凝胶 ， 撬起玻璃薄板 ， 进行转膜 ， 将 ＮＣ 膜先浸泡在盛有少量转移缓冲液的

容器 中 ， ４ 张滤纸和 ４ 张海绵垫浸泡在浅托盘 内 备用 。 按照 ＮＣ 膜大小切胶 ， 将切好的

胶和膜继续放在容器 内 。 按顺序放置转换装置 ， 先铺
一

张海绵垫片 ， 再放置
一

张滤纸 ，

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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挤 出 气泡 。 凝胶 平放在滤纸上 ， 再将 ＮＣ 膜平行放在凝胶 上方 ， 注意排除气泡 ， 最后

再放置
一

层滤纸和
一

张海绵垫 ， 卡好并装好转换装置 ， 连接电源 ， 根据 Ｓ 的蛋 白 人小 ，

在 ２ ２ ０ｍＡ 转移 ｌ ｈ 。

⑤ 封闭与孵育

把 ＮＣ 膜放入 ５％脱脂牛奶溶液的容器 内 ， 平板摇床 ｔ．缓慢室温封闭 ｌ ｈ 。用 １Ｘ ＴＢＳＴ

洗荡
一

次 ， 按照 目 的蛋 白 大小 ， 切膜 ， 将切好的膜 ， 放在对应的含有
－

？

抗的 １ ５ｍ ｌ 离

心管 内 ， 旋转摇床 内 ， ４

°

Ｃ孵育过夜 。 用 １ Ｘ ＴＢＳＴ 漂洗滤膜 ３ 次 （ 中 间换液 ） ， 每次 ｌ Ｏｍ ｉ ｎ 。

倾去 ＴＢＳＴ ， 加入 ３ ０ｍ ｌ 二抗 ， 室温平板摇床缓慢温育 ｌ ｈ 。 最后再用 １ Ｘ ＴＢＳＴ 漂洗 ３

次 ， 每次 ｌ 〇ｍ ｉ ｎ ａ

⑥ 显色

把漂洗好的 ＮＣ 膜转移至
一

浅托盘上 ， 加入按照 １ ： １ 的试剂 Ａ 和试剂 Ｂ 的 显色液 ，

室温反应 Ｔ ２ｍ ｉ ｎ ， 在 Ｂ ｉ ｏ
－

ｒａｄ 凝胶成像仪 系统成像 。

３ 、 双荧光素酶报告基因

（ １ ） 载体构建 ： 由广州迎欣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构建 。

（ ２ ） 双荧 光素酶报告基因具体实验步骤

① 在 ３ ７

°

Ｃ ， ５％的 Ｃ０２ 的细胞培养箱 中常规培养 ２ ９ ３Ｔ 细胞 。

② 取对数生 长期的 ２ ９ ３Ｔ 细胞 ， 以 １ ．５Ｘ 【 ０
１

的密度接种于 ９ ６ 孔板 内 ， 每孔 １ ００ＵＬ ，

培养箱 中继续培养 ２ ４ ｈ 。

③ 取 １ ． ５ｍ ｌ Ｅ Ｐ 管① （稀释 ｍ ｉ Ｒ ＮＡ ） ： 加入 １ ０ ｕ Ｌ 不含血清的 Ｏ ｐ ｔ ｉ

－

ＭＥＭ？培养基 ，

稀释ｍ ｉ ＲＮＡｍ ｉ ｍ ｉ ｃ ｓ或Ｎｏ ｎ
－

ｔ ａｒｇ ｅ ｔＣｏ ｎ ｔ ｒ ｏ ｌ ， 轻轻混旬 ， 室温鮮 育５ｍ ｉ ｎ 。 取１ ． ５ｍ ｌ ＥＰ

管② （ 稀释 载体 ） ： 加入 １ ５ Ｕ Ｌ 不含血清的 ＯｐＵ ＭＥＭ？培养基稀释靶基因 ３

’

ＵＴ Ｒ 双

荧 光报告基因载体或突变载体 ， 轻轻混匀 ， 室温孵 育 ５ｍ ｉ ｎ 。 取 １ ． ５ｍ ｌ ＥＰ 管③ （稀释

ｌ ｉ ｐ ｏ２０００ ） ： 加入 ２ ５ ｕ Ｌ 不含血清的 Ｏｐ ｔ ｉ

－

ＭＥＭ？培养基 ， 再加入 ０ ．２ ５ ｕ Ｌ ｌ ｉ ｐｏ２ ０００ ，

轻轻混匀 ， 室温孵 育 ５ｍ ｉ ｎ 。 三管轻轻混匀 ， 共 ５０ ｕ Ｌ ， 室温孵 育 ２０ｍ ｉ ｎ 。

④ 每孔吸走 ５０ｕ Ｌ 培养基 ， 后再加入 上述 ５０ｕ Ｌ 混合液 ， 保持最终每孔 １ ００ ｙ Ｌ

总体积 。 其中 ｍ ｉ ＲＮＡｍ ｉ ｍ ｉ ｃ ｓ 转染浓度均为 ５０ ｎＭ ， 质粒浓度为 １ ００ ｎｇ／孔 。 培养 ６ ｈ ，

再加入 １ ００ｙＬ 新鲜培养基继续培养 。 每组设 ３ 个复孔 。

⑤ 裂解细胞 ： 按照 说明书将双荧光素酶报告基因充分混匀后 ， 每孔加入 １ 〇〇Ｍ Ｌ

裂解液充分裂解细胞 。

⑥ 样品测定 ： 取样品 ２０
－

１ ００Ｕ Ｌ 进行样品测定 。

⑦ 以报告基因细胞裂解液作为空 白对照组 。 每孔加入 １ 〇〇ＰＬ 萤火虫萤 光素酶检

测 试剂 ， 混匀后再进行测定 Ｒ ＬＵ （
ｒ ｅ ｌ ａ ｔ ｉ ｖ ｅｌ ｉ ｇ ｈ ｔｕ ｎ ｉ ｔ ） 。

⑧ 再 加 入 ｌ 〇〇 ｙ Ｌ 海 肾 萤 光 素 酶 检 测 工 作 液 ， 轻轻 用 枪进 行 混 匀 后 测 定

Ｒ ＬＵ （ ｒ ｅ ｌ ａ ｔ ｉ ｖ ｅ ｌ ｉ ｇ ｈ ｔｕ ｎ ｉ ｔ ） 。

⑨ 实验重Ｍ两次 。

５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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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实验结果

（

一

） 候选靶基因 （ 数据库 资料 ， Ｇ０ 分析 ）

利 用 生 物 信 息 学 中 ｍ ｉ Ｒａ ｎ ｄ ａ ， ｍ ｉ ＲＤＢ ， Ｔａｒｇ ｅ ｔ Ｓ ｃ ａ ｎ ， Ｃ Ｌ Ｉ Ｐ 四 个 数 据 库 预 测

ｍ ｉ Ｒ ＮＡ １ ２ ６ ：３ ｐ 的靶基因 ， 采用 ＧＯ 富集分析和 Ｋ ＥＧＧ 通路分析预测 ｍ ｉ ＲＮＡ １ ２ ６ ３ｐ 的靶

基因可能参与 的细胞功能作用 和参与 的信号通路 （ Ｆ ｉ ｇ ．２ ４ ） 。 结果表示 ： 数据库预测

出来的 ｍ ｉ ＲＮＡ １ ２ ６ ３ ｐ 的靶基 因有 ８ ３ ９ 个 ， 将靶基因在 Ｇ０ 富集分析其对细胞功能的影

响 ， 挑选关于细胞迁移和侵袭功能的靶基 因有 １ ０ 个 ， 主要包括 ＶＥＧＦＡ ， ＳＤＣ ２ ，Ｇ０ Ｌ ＰＨ ３ ，

Ｓ ＬＣ ７Ａ ５
，

ＰＥＸ ５ ，Ｉ ＴＧＡ６ ，ＮＡＶ １ ， ＳＭＵ ＲＦ２ ，
ＰＬＸＮＢ ２ ， Ｐ Ｐ Ｐ ３Ｃ Ｂ ， 关于细胞血管生成功能的

有 Ｃ Ｒ Ｋ ，Ｐ Ｉ Ｋ ３ Ｒ２ 靶基因 。

利用 Ｋ ＥＧＧ 通路和 ｍｅ ｔ ａ ｓ ｃ ａｐ ｅＭ站预测 ｍ ｉ ＲＮＡ １ ２ ６ ３ ｐ 的靶基因可能涉及的信号通

路 ， 发现参与到Ｉ ｎ ｓｕ ｌ ｉ ｎｓ ｉ ｇ ｎ ａ ｌ ｉ ｎ ｇｐ ａ ｔ ｈｗａ ｙ ， ｃＧＭＰ ＰＫＧｓ ｉ ｇ ｎ ａ ｌ ｉ ｎ ｇｐ ａ ｔ ｈｗａｙ ，ＡＭＰＫ

ｓ ｉ ｇ ｎａ ｌ ｉ ｎｇｐ ａ ｔ ｈｗａｙ ，Ｆｏ ｘ Ｏｓ ｉ ｇ ｎ ａ ｌ ｉ ｎｇｐ ａ ｔ ｈｗａ ｙ ，Ｐｈｏ ｓ ｐ ｈｏ ｌｉ ｐａ ｓ ｅＤｓ ｉ ｇ ｎ ａ ｌｉ ｎｇｐａ ｔ ｈｗａｙ ，

Ａｘ ｏ ｎｇ ｕ ｉ ｄａｎ ｃ ｅ等信 号通路当 中 。 （ Ｆ ｉ ｇ ．２ ５ ２ ６ ）

ＧＯ  ０ ０ ５ １ ０ Ｓ ６ ：  ｒ ｅ
ｇ
ｕ ｌ ａ ｔ ｉ ｏｎ ｏ ｆ  ｓｍａ ｌ ｌ ＧＴＰ ａ ｓｅ ｍｅ ｄ ｉ ａ ｔｅｄ  ｓ ｉ

ｇ ｎ ａ ｌ  ｔ ｒ ａ ｎ ｓｄ ｕ ｃ ｔ ｉ ｏ ｎ

ｇｏ ： ｏ 〇６ １ ５６４ ： ｄ ｅ ｖ ｅ ｌ ｏ
ｐ
ｍｅｎ ｔ

■■■■Ｍ ８ ２ Ｐ Ｉ Ｄ Ｒ ＥＴ ＰＡＴＨＷＡＹ

ＧＯ  ０ ０ ３ ６ ２ ７ ６  ｒ ｅ ｓｐｏｎ ｓ ｅ  ｔｏ  ａ ｎ ｔ ｉ ｄ ｅ ｐ
ｒｅ ｓ ｓ ａ ｎ ｔ

Ｉ ｈ ｓ ａ ０ ５ ２ ２ ３ ： Ｎ ｏ ｎ ｓｍ ａ ｌ  ｃ ｅ ｌ ｌ  ｌ ｕ ｎ
ｇ 

ｃ ａ ｎ ｃ ｅ ｒ

ＧＯ  ０ ０ ４ ８ ０ １ ５  ｐ
＞ｈｏｓ ｐｈ ａ ｔ ｉｄｙ ｌ ｉ ｎｏ ｓ ｉｔ ｏ ｌ

ｍｅｄ ｉ ａ ｔ ｅ ｄ  ｓ ｉｇ ｎ ａ ｌ ｉｎｇ

１ ｈ ｓ ａ ０４ ０ ７ ２ ： Ｐｈ ｏ ｓｐ ｈ ｏ ｌ ｉ ｐａ ｓｅ Ｄ  ｓ ｉｇ
ｎ ａ ｌ ｉ ｎｇ  ｐ

ａ ｔ ｈｗ ａ
ｙ

Ｍ ５ ９ ４ ２Ｈ ＡＬ ＬＭ Ａ Ｒ Ｋ ＵＶ  Ｒ Ｅ Ｓ ＰＯ Ｎ Ｓ Ｅ Ｄ Ｎ

Ｇ０  ０ ００９ ７ ９ １
ｐｏｓ ｔ

－

ｅｍ ｂ ｒｙｏ
ｎ ｋ  ｄｅｖｅ ｌ ｏ ｐ

ｍｅ ｎ ｌ

ｊ ｉ



Ｌ

ｖ

１ １

 ＼ ＧＯ  ０ ０ ３ １ ５ ８ ５ ：  ｒ ｅ
ｇ
ｕ ｌ ａ ｔ ｉｏｎ ｏｆ  ｉ ｒ ＞ｏｓ ｉ ｔ ｏ ｌ  １ ．

４
．
５

－

ｔ ｒ ｉ ｓ
ｐ
ｈｏ ｓ ｐ

ｈ ａ ｔ ｅ －

ｓｅ ｎ ｓ ｉ ｔ ｉ ｖ ｅ  ｃ ａ ｌ ｃ ｉ ｕｍ －ｒｅ ｌ ｅ ａ ｓｅ  ｃ ｈ ａ ｎ ｎｅ ｌ ａ ｃ ｔ ｉ ｖ ｉ ｔ
ｙ

    １ ＧＯ ００ １ ６ ５ ６ ７ ：

ｐ
ｒｏ ｔｅ ｉ ｎ ｕ ｂ ｉｑ ｕ ｉ ｔ ｉ ｎ ａ ｔ ｉｏｎ

Ｉ Ｍ ５ ８ ９ ３ ： ＨＡＬＬＭ Ａ ＲＫ Ｍ Ｉ ＴＯＴ Ｉ Ｃ ＳＰ Ｉ Ｎ Ｄ Ｌ Ｅ

＝＝ｓｓ＝＝＝＝＝＝＝ ：５ ！ｓ ：＝ｓ＝＝ｓ＝ｓ＝＝Ｍ＝＝ｓｓ ｓａａｓｓＢＢ＝＝＝ ： Ｊ Ｇ０  ００ ７ １ ８ ７ ０ ：  ｃ ｅ ｌ
ｌ ｕ ａ ｒ  ｒ ｅ ｓ ｐｏｎｓ ｅ  ｔ ｏ  ｃ ａ ｔｅｃ ｈｏ Ｊ ａｍ ｉｎｅ  ｓ ｔ ｉｍ ｕ ｌ ｕ ｓ

ｈ ｓ ａ ０ ４ ７ １ ０ ： Ｃ ｉ ｒｃ ａｄ ｉａ ｎ  ｒｈｙｔ ｈｍ

Ｇ０ ０００６５ １ ３ ：

ｐ
ｒｏ ｔｅ ｉ ｎ ｍ ｏ ｎｏ ｕ ｂ ｉ

ｑ ｕ
ｉ ｔ ｉｎａ ｔ ｉ ｏ ｎ

ｈｓ ａ０ ５ ０ ３ １ ： Ａｍ
ｐ
ｈｅ ｔ ａｍ ｉ

ｎｅ  ａ ｄ ｄ ｉ ｃ ｔ ｉ ｏｎ

Ｉ ００  ００ １ ０５０ ６ ：  ｒｅｇ ｕ ｌ ａ ｔ ｉ ｏ ｎ ｏｆ  ａ ｕ ｔｏｐｈ ａｇ ｙ

１ Ｇ０  ００ １ ６ ３ １ １ ： ｄｅｐｈｏ ｓ ｐｈｏ ｒ
ｙ ｌ ａ ｔ ｉ ｏｎ

Ｉ ＧＯ  ００ ５ ０９４ ２ ：

ｐｏｓ ｉｔ ｉ ｖ ｅ 
ｒｅｇ ｕ ｌ ａ ｔ ｉ ｏ ｎ ｏ ｆ

ｐ ｉｇｍ ｅｎ ｔ  ｃ ｅ ｌ ｌ ｄ ｉ ｆ ｆｅ ｒｅ ｎ ｔ ｉ ａｔ ｉ ｏ ｎ

Ｇ０  ０ ０ ３ ２ ３ ９ ２ ： ＤＮＡ
 ｇ ｅｏｍｅｔ ｒ ｉ ｃ  ｃ ｈ ａ ｎｇ ｅ

０ ００ ５１ ． ０ １ ５２ ０２ ． ５ ３ ． ０３ ． ５ ４ ０４ ５

４ｏ
ｇ
ｌ Ｏ

（
Ｐ

）

Ｆ ｉ ｇ ｕ ｒ ｅ２４ｍ ｉ Ｒ ＮＡ
－

１ ２ ６ ３ ｐ 的候选靶基因参与的相关功能

注 ： 该图 引 用 ｍ ｅ ｔ ａ ｓ ｃ ａｐ ｅ 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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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 ｇ ｕ ｒ ｅ２ ５ 候选靶基因可能参与的信号通路 １

注 ： 该 阳 引 用 ｍ ｅ ｔ ａ ｓ ｃａｐ ｔ ？Ｍ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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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 ｉ ｇ ｕ ｒ ｅ２ ６ 候选靶基因可能参与的信号通路 ２

注 ： 该 阁 引 用 ｍ ｅ ｔ ａ ｓ ｃ ａ ｐ ｅＮ 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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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候选靶基因 的验证

为 了进
一

步筛选 ｍ ｉ Ｒ ＮＡ
－

１ ２ ６ ３ ｐ 最有可能调控的靶基因 ， 我们将所筛选出 的 １ ２ 个

靶基因利用 Ｒ Ｔ ｑ ＰＣ Ｒ 和 Ｗ Ｂ 方法进行进
一

步验证 ， 结合 ｍ ｉ ＲＮＡ １ ２ ６ ３ 卩 表达上调 ， 则其

靶接 闪应下 调 的原 则 ， 筛选靶基 因表达条 件 为相对于 正常滋养细胞 ， 转 染后 细胞

ｍ ｉ ＲＮＡ １ ２６ ３ｐ
ｍ ｉ ｍ ｉ ｃ组表达下调 ， 而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６
－

３ｐｉ ｎ ｈ ｉ ｂ ｉ ｔｏｒ组表达上调 （ Ｆ ｉ ｇ ．２ ７ ） 。

１ 、 ＮＡＶ １ ， Ｐ Ｌ Ｘ ＮＢ２ ， ＰＥＸ ５的ｍ ＲＮＡ表达差异

９
． １ｔｍＶＥＧ Ｆ

§８
－ Ｉｍｍｓｄ ｃ ２

■

歪１７ － Ｉ■Ｓ ＬＣ ７Ａ５

￡〇Ｇ － ＩＰＥＸ５

５５

＂

ｇ
５ ．

 ｜■ ＩＴＧＡ６

＜＝
＾

＇

｜ ■＿ＳＭ ＵＲＦ２

＾Ｉ２
－ ｜ＩｍｍＰ ＬＸＮ Ｂ２

１ｗ ，－Ｐ ． Ｋ３Ｒ２

缚，撕Ｗ％，＝＝
Ｈ３

画ＰＰ Ｐ ３Ｃ Ｂ

Ｆ ｉ

ｇ ｕ ｒ ｅ２ ７ 靶基因 ｍＲ ＮＡ 表达水平差异

由 上 图可 以得 出 ， Ｓ ＬＣ ７Ａ ５ ，ＮＡ Ｖ Ｉ ， Ｐ ＬＸＮＢ２ ，Ｐ ＥＸ ５ 四个靶基因符合 ｍ ｉ ＲＮＡ １ ２ ６ ３ ｐ
ｍ ｉ ｍ ｉ ｃ

组表达 Ｆ调 ， 而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 ６
－

３ ｐｉ ｎ ｈ ｉ ｂ ｉ ｔ ｏｒ 组表达上调 ， 由于 Ｓ ＬＣ ７Ａ ５ 己有文献报导 ，

本研究不再对此基因进行进
一

步研究 ， 因此我们选择 ＮＡＶ Ｉ
，Ｐ ＬＸＮＢ２ ， ＰＥＸ ５ 表达差异

的靶基因进
一

步验证蛋 白 水平的表达 。

２ 、 ＮＡ Ｖ １ ， Ｐ ＬＸ ＮＢ２ ，Ｐ ＥＸ ５ 的 ＷＢ 蛋 白 水平结果

在前期转染的基础上 ， 将 ｍ ｉ Ｒ ＮＡ
－

１ ２ ６ ３ｐ 转染至滋养细胞 ＨＴ Ｒ
－

８ 细胞 ， ４ ８ ｈ 后收集

细胞蛋 白检测靶基因 的相对蛋 白表达量 ， 结果如下 （ 表 ２ ０ ，Ｆ ｉ ｇ ．２ ８ ） ：



表 ２ ０ 靶基因的蛋 白 表达水平 （
无 ± ５ ）



组 别ＮＰＬＸＮＢ ２ （ 无 土 ｓ ）Ｐ
ｉ ＰＥ Ｘ ５ （ ３Ｆ士 ｓ ） Ｐ ２

￣

ｌ ｉ ３ ０ ． ６ ５ 
＋

０ ． ０ ５０ ． ００ ７

＊ ＊

０ ． ７ ５ 土 ０ ．０ ５０ ．０ ２６

＊

ＭＮ ３ ０ ． ８ ６ ± ０ ． ０ ８／ ０ ． ９ ３ ± ０ ．１ ０／

Ｉ ３ ０ ． ８ ９ ± ０ ． ０ ４０ ． ０ ０ ３

＝ ＝

 １ ． ０８ ± ０ ． ０ ７０ ． ０ ０广

Ｉ Ｎ ３ ０ ． ８ ３ ± ０ ． ０ ４０ ． ０ １ ６ ０ ． ８ ９ ± ０ ． ０ ４０ ． ０ ７ ７

Ｔ Ｓ Ｚ３


０ ． ８ ５ ± ０ ． １ ３０ ． ０ ０ ８

“



０ ． ７ ４ ± ０ ． １ ３０ ．８ ９ ０

注 ： Ｍ ：ｍ ｉ ｍ ｉ ｃ ；ＭＮ ：ｍ ｉ ｍ ｉ ｃｎｅ ｇ ａ ｔ ｉ ｖ ｅ
；Ｉ ： ｉ ｎ ｈ ｉ ｂ ｉ ｔ ｏｒ ；Ｉ Ｎ ：ｉ ｎ ｈ ｉ ｂ ｉ ｔ ｏ ｒｎ ｅ ｇａ ｔ ｉ ｖ ｅ

；ＴＳ Ｚ ： 英丝子总

黄酮 。 采用 ＡＮＯＶ Ａ 方差分析方法检测 。

对 比ＭＮ组 ，

＊

ｐ
＜ ０ ． ０ ５ ，

＊＊

ｐ
＜ ０ ＿ ０ １

； 对 比Ｍ组 ，

Ｕ

ｐＣ Ｏ ． Ｏ ｌ 。

６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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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

１ ． ２

１

＾

１ ． ０
－ ＃ ＃￥

＾＾ 。 ４

■■■■■
圆

＂
。 ２

＿

■■■■■
Ｐ＾ Ｎ Ｂ ２個 珊ｃ

〇 〇

＾＾
、

十Ａ

１ ． ５０ －

，

Ｐ ＥＸ５

 厂
．＆ ＃ ＃

Ｔ ｕ ｂｕ ｌ ｉ ｎ ｜

ｉ ． ｏｏ －

＾ｉＳ

ｍｍ
Ｆ ｉ ｇ ｕ ｒ ｅ２ ８ＮＡＶ １

，ＰＬＸ Ｎ Ｂ ２
，Ｐ ＥＸ５的蛋 白水平差异

注 ： Ｍ ：ｍ ｉ ｍ ｉ ｃ
；ＭＮ ：ｍ ｉ ｍ ｉ ｃｎ ｅ ｇａｔ ｉ ｖ ｅ

；Ｉ ：ｉ ｎｈ ｉ ｂ ｉ ｔ ｏｒ
；ＩＮ ： ｉ ｎｈ ｉ ｂ ｉ ｔｏｒｎｅｇａ ｔ ｉ ｖ ｅ

；Ｔ ＳＺ ： 冤丝子总

黄酮 。 （Ａ ａｎ ｄ Ｂ ） 以 ＭＮ 组相 比 ， Ｍ 组的 ＰＬＸＮＢ ２ 蛋 白水平 明 显下调 ； 以 Ｍ 组相 比 ， Ｉ 组和 ＴＳＺ 组的

ＰＬＸＮＢ２ 蛋 白 水平 明显上调 ， 具有统计学差异 。 （
Ａ ａｎ ｄ Ｃ ） 以 ＭＮ 组相 比 ， Ｍ 组 的 ＰＥＸ ５ 蛋 白 水平明 显

下调 ； 以 Ｍ 组相 比 ， Ｉ 组 ＰＥＸ ５ 蛋 白 水平 明显上调 ， 具有统计学差异 。 对比 ＿ 组 ，

＿

Ｐ
＜ 〇 ． 〇 ５

，
＂

ｐ

＜ ０ ．０ １
； 对 比Ｍ组 ，

ｅ ｓ

ｐ＜ ０ ．０ １ 。

由上 图 发现 ， 经过转染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 ６
－

３ｐ４ ８ ｈ 后 ， 同时在最后
一

个组加上 ５ ｉ
ｉ
ｇ／ｒａ ｌ

的菟丝子总黄酮干预 ２４ ｈ ， 结果发现 ， 在 ＮＡＶ Ｉ ，ＰＬＸＮＢ２ ，ＰＥＸ ５ 三个蛋 白 中 ， ＮＡＶ Ｉ 的

蛋 白 水平无 明 显变化 。 （ １ ） 作用 ４ ８ｈ 后 ， 靶基 因 ＰＬＸＮＢ２（ Ｆ ｉ ｇ２８Ａａｎ ｄＢ ） ， 对 比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 ６
－

３ ｐｍ ｉ ｍ ｉ ｃｎ ｅ ｇａ ｔ ｉ ｖ ｅ 组 ， ｍ ｉ ｍ ｉ ｃ 组的 ＰＬＸＮＢ ２ 蛋 白 水平 明 显下调 ， 两组间有

统计学差异 （ Ｐ
＜ 〇 ．〇 １ ） ； 以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 ６
＿

３ｐｍ ｉ ｍ ｉ ｃ 为对照组 ， ｉ ｎ ｈ ｉ ｂ ｉ ｔ ｏｒ 组和菟丝子

总黄酮组的 ＰＬＸＮＢ２ 蛋 白 水平 明 显提高 ， 具有统计学差异 （ ｐ＜ 〇 ．０ １ ） ， 其 中菟丝子总

黄酮组的 ＰＬＸＮＢ２ 升高水平与 ｉ ｎｈ ｉ ｂ ｉ ｔ ｏｒ 组表达相 当 。 因此可 以说 明 ， 菟丝子总黄酮

作用后能够增加滋养细胞 内 ＰＬＸＮＢ２ 的蛋 白表达水平 。

（ ２ ）作用４８ｈ后 ， 靶基因 ＰＥＸ５ （ Ｆ ｉ ｇ
２ ８ＡａｎｄＣ ） ， 对比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 ６
－

３ｐ
ｍ ｉｍ ｉ ｃｎ ｅｇａｔ ｉ ｖｅ

组 ， ｍ ｉ ｍ ｉ ｃ 组 的 ＰＥＸ ５ 蛋 白 水平 明 显 下 降 ， 两组 间 有统计 学差 异 （ ｐ
＜ ０ ．０ ５ ） ； 以

ｒａ ｉ ＲＮＡ
－

１ ２ ６
－

３ ｐｍ ｉ ｍ ｉ ｃ 为对照组 ，
ｉ ｎｈ ｉ ｂ ｉ ｔ ｏ ｒ 组 ＰＥＸ ５ 蛋 白 水平 明显提高 ， 具有统计学

６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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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 （ ｐ＜ ０ ．０ １ ） ， 但菟丝子总黄酮组的 ＰＥＸ５ 蛋 白水平未见明显升高 。

因此 ， 对于 ＰＬＸＮＢ２ 和 ＰＥＸ５ 两个蛋 白 ， 过表达滋养细胞 内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 ６
－

３ｐ 后 ， 蛋

白水平都能 明显下调 ， 而干扰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 ６
－

３ｐｉ ｎｈ ｉ ｂ ｉ ｔ ｏｒ 后 ， 蛋 白水平明显升高 ， 各

组间有统计学差异 ， 能够符合我们前期预想 的结果在 自 然流产组织中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６
－

３ｐ

水平升高 ， 而其下游的靶基因水平相对应降低 ， 即过表达滋养细胞 内 的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 ６
－

３ｐ

后 ， 下游靶基因 的蛋 白水平 明显下调 ， 说 明 ＰＬＸＮＢ２ 和 ＰＥＸ ５ 都可能是 ｍ ｉ ＲＮＡ １ ２ ６
－

３ ｐ

的靶基因 。 由于在加入菟丝子总黄酮干预后 ， 只有菟丝子总黄酮组的 ＰＬＸＮＢ２ 的蛋 白

水平 比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６ ３ｐｉ ｎｈ ｉ ｂ ｉ ｔ ｏｒ 组的蛋 白水平相等 ， 而英丝子总黄酮组的 ＰＥＸ ５ 的蛋

白 水平 下调 ， 因 此在本研 宄 中 选择 ＰＬＸＮＢ２ 这个 蛋 白 进
一

步研 宄验证其是 否为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６
－

３ ｐ 导致流产作用 的下游靶基因 。

（三 ） 双荧光素酶报告基因结果

为 了检测 ＰＬＸＮＢ２ 是否为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６
－

３ｐ 的靶基因 ， 采用双荧光素酶报告基因实验

进行验证 。 双荧光素酶报告基因是常用来检测 ｍ ｉ ＲＮＡ 与靶基因验证 的最经典方法 。

ＰＬＸＮＢ２和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 ６
－

３ｐ的连接位点见Ｆ ｉ ｇｕｒ ｅ２ ９ ＿

本实验中 ， 在 ２ ９ ３Ｔ 细胞双转染靶基因 ３

’

ＵＴＲ 双荧光报告基因载体或突变载体

和ｒａ ｉ ＲＮＡ
－

１ ２ ６
－

３ｐ ｍ ｉ ｍ ｉ ｃ后 （表２ １ ， Ｆ ｉ ｇ ．３ ０ ） ， 结果显示 ： 相对 比野生型ＰＬＸＮＢ２
－

ＷＴ＋

Ｎｏｎ
－

ｔ ａｒｇｅ ｔＣｏｎ ｔ ｒｏ ｌ 组 ， ＰＬＸＮＢ２
－

ＷＴ＋ｍ ｉ ｍ ｉ ｃ 组的焚光素蛋 白 的表达水平降低 ， 焚光素

蛋 白 下 降 ２ ３％ ， 两组具有显著性统计学差异 （ ｐ
＜ ０ ．０ ０ １ ）

； 而突变型 ＰＬＸＮＢ２
－

Ｍｕ ｔ ＋

Ｎｏｎ
－

ｔａｒ ｇｅ ｔＣｏｎ ｔ ｒｏ ｌ组相对于ＰＬＸＮＢ２
－

ＷＴ＋Ｎｏｎ
－

ｔ ａｒｇ ｅ ｔＣｏｎ ｔｒｏ ｌ组焚光素蛋 白表达

水平无 明 显差异 ， ＰＬＸＮＢ２ Ｍｕ ｔ ＋ｍ ｉ ｍ ｉ ｃ 组 的 荧光素蛋 白 的表达水平与 ＰＬＸＮＢ２
－

Ｍｕ ｔ＋

Ｎｏｎ
－

ｔ ａｒｇｅ ｔＣｏｎ ｔ ｒｏ ｌ 组相 比有少许降低 ， 差异不显著 。 因此可 以说 明 ，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６
－

３ｐ

可 以靶 向抑制 ＰＬＸＮＢ ２３
‘

ＵＴＲ 报告基因 的活性 ， 以此验证 了ＰＬＸＮＢ２ 是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６
－

３ｐ

的靶基因 ，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 ６ ３ｐ 对 ＰＬＸＮＢ２ 存在功能抑制性的作用 。

Ｍ ｉ ｒ
－

１ ２ ６

？

^

５
’

ＵＴＲＣ ｏｄ ｉ ｎ ｇ
ｓ ｅｑ ｕ ｅ ｎ ｃ ｅｍ ｉ ｒ

－

１ ２ ６ｂ ｉ ｎ ｄ ｉ ｎ ｇｓ ｅ ｑ ｕ ｅ ｎ ｃ ｅ３
’

Ｕ ＴＲ

Ｐ ＬＸＮ Ｂ２ｍ ＲＮＡ

ｍｉＲ－

１ ２ ６

３
＇

ｇ ｃｇｕ ａ ａｕ ａ ａ ｕｇ ａｇＵＧＣ ＣＡＵＧＣＵ ５
＇

：
ｌ ｌ ｌ ｌ ｌ ｌ

ｌ
！

５
＇

ａ ｇｇ ａ ｇｇ ａ ｇａ ａ ａ ａ ａ ＧＣ ＧＧＵＡＣＧ ａ３
＇

４ ５ ６４ ６ ３

ＰＬＸＮＢ ２３
＇

ＵＴＲ

Ｆ ｉ ｇｕ ｒ ｅ２９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６
－

３ｐ与ＰＬＸＮＢ２的结合位点

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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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１ 各组间相对荧光值 （ Ｊ土 Ｓ ）



组别 Ｎ

￣￣

相对荧光值 （ 无 土 ｓ ）
̄

＿

ＰＬＸＮＢ２
－

ＷＴ＋ＮＣ ３ １ ． ００ ± ０ ． ０２Ｔ
̄

Ｐ ＬＸＮＢ２
－

ＷＴ＋ｍ ｉ ｍ ｉ ｃ ３ ０ ．７ ７ ± ０ ． ０ ３ ０ ． ０ ０ ０

＂？

Ｐ ＬＸＮＢ２
－

Ｍｕ ｔ ＋ＮＣ ３ １ ． ０ ０ 土 ０ ． ０ １ ０ ． ８ ７ ２

ＰＬＸＮＢ２
－

Ｍｕ ｔ ＋ｍ ｉ ｍ ｉ ｃ


３


０ ． ９ ４ ± ０ ． ０ ３


０ ．０ ２ ９

＇

注 ： 采用 ＡＮＯＶＡ 方差分析方法检测 。

相对 比野生型 ＰＬＸＮＢ ２
－

ＷＴ ＋ ＮＣ 组 ，
ＰＬＸＮＢ２

－

ＷＴ＋ｍ ｉ ｍ ｉ ｃ 组的荧光素蛋 白 的表达水平降低 ， 两组

具有显著性统计学差异 ，

ｗ

ｐ
＜ 〇 ．００ １ 。

＞， １ ． ２
－

｜１ ＿ 〇
－

^

ｌ ｉ
ｌＵＬ
／／Ｚ／

Ｆ ｉ ｇ ｕ ｒ ｅ３０ 双焚光素酶报告基因结果

注 ： 相对 比野生型 ＰＬＸＮＢ２
－

ＷＴ＋Ｎｏ ｎ
－

ｔ ａｒｇ ｅ ｔＣｏｎ ｔ ｒｏ ｌ 组 ，
ＰＬＸＮＢ２

－

ＷＴ＋ｍ ｉ ｎ ｉ ｉ ｃ 组的荧光素蛋 白 的表

达水平降低 ， 两组具有显著性统计学差异 ，

” ’

Ｐ
＜ 〇 ． 〇 〇 １ 。

综 合 以 上 ＲＴ
－

ｑ ＰＣＲ 、 ＷＢ 和 双 荧 光 素 酶 报 告 基 因 的 结 果 说 明 ， ＰＬＸＮＢ２ 是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 ６
－

３ｐ 的靶基因 ，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 ６
－

３ ｐ 通过影响其下游 ＰＬＸＮＢ２ 的功能从而发挥其抑

制滋养细胞的迁移和侵袭功能 ， 进而造成 自 然流产 的发生 。 菟丝子总黄酮通过上调

ＰＬＸＮＢ２ 的蛋 白 水平促进滋养细胞的迁移和侵袭功能 ， 从而起到补肾安胎的药效机制 。

（ 四 ） 绒毛组织 Ｐ ＬＸＮＢ ２ 的蛋 白表达差异

从第二节中验证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 ６
－

３ｐ 的表达差异的绒毛组织随机各挑选 出 ３ 个 自 然流产

患者和正常早孕者的绒毛组织 ， 进行全蛋 白提取 ， 并进行 ＷＢ 检测组织 内靶基因 ＰＬＸＮＢ２

和 内参的蛋 白表达水平 ， 结果发现 ， 相对 比正常早孕者绒毛组织 中 ＰＬＸＮＢ２ 蛋 白表达

水平 ， 在 ３ 个 自 然流产患者的绒毛组织 中 ＰＬＸＮＢ２ 的蛋 白表达水平显著下调 ， 分别 以

ＳＡ １ 组织蛋 白 水平为对照组 ， 正常早孕 Ｎ 组的 ３ 个组织蛋 白 水平升高 ， 相 比具有统计

学差异 （ Ｐ
＜ ０ ． ０ １ ）

； 以 ＳＡ２ 组为对照组 ， 正常早孕组 Ｎ２ 和 Ｎ３ 组织蛋 白水平升高 ， 具

６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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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统计学差异 （ Ｐ＜ 〇 ．０ ０ １ ）
； 以 ＳＡ３ 组为对照组 ， 正常早孕组 Ｎ２ 组织蛋 白水平升高 ，

具有统计学差异 （ Ｐ＜ 〇 ．０ ０ １ ） 。 结果可 以证明 ， 自 然流产组织中 ＰＬＸＮＢ２ 蛋 白水平相 比

正常早孕组织水平表达下降 ， 这正好也与前面实验结果中 ， 组织中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 ６
－

３ｐ 表

达水平上调 ， 而转染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 ６
－

３ｐｍ ｉ ｍ ｉ ｃ 后 ，
ＰＬＸＮＢ２ 蛋 白水平下调 ， 具有

一

致性 ，

再次证 明 了ＰＬＸＮＢ２ 是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 ６
－

３ｐ 调控作用 的靶基因 。



表 ２２ 各组间 ＰＬＸＮ Ｂ２ 蛋白 的表达差异 （ 无 ± ５ ）



组别ＮＰｒ ｏ ｔ ｅ ｉ ｎ （ ５土 ｓ ） Ｐ
ｉ Ｐ ２ Ｐ

３

ＳＡ １ ３ ０ ． ２ ７ 
＋

０ ． ０ ２Ｔ
̄

ＳＡ２ ３ ０ ． ４ １ ± ０ ． ０ ３ ／

ＳＡ ３ ３ ０ ． ６ ３ ± ０ ． ０ ５ ／

Ｎ １ ３ ０ ． ４ １ ± ０ ． ０４ ０ ． ０ ０ ６

＂

０ ． ９ ５ ６０ ． ０ ０ ０

Ｎ２ ３ １ ． １ ３ ± ０ ． ０ ９ ０ ． ０ ０ ０

＊ ＊ ＊

０ ． ０ ０ ０

？

０ ． ００ ０

ｓ ｓ ｓ



Ｎ ３


３


０ ．５ ８ ± ０ ．０４


０ ．００ ０

ｗ

０ ．０ ０ １

ｍ

０ ．２ ７ ９

注 ： 采用 ＡＮＯＶＡ 方差分析方法检测 。

对比ＳＡ １组 ，

＊ ＊

ｐ＜ ０ ． ０ １ ，
￣

ｐ＜ ０ ．０ ０ １
； 对 比ＳＡ２组 ，

ｗ＊

ｐ＜ ０ ． ０ ０ １
； 对比ＳＡ３组 ，

ｓ ￥ ｓ

ｐ
＜ ０ ． ００ １ 。

￥ ￥￥

１ － ５
－

１ ＃ ＃ ＃

＊＊＊

＾令｜

１ ＇ ２
＇

^
Ｐ ＬＸＮ Ｂ ２一一——

Ｉ１
° ＇ ９

＇

■
＃ ＃ ＃

ｇａ ｐ ｄｈｍｍｍ Ｉ

０ ＇ ６
＇

＆＿兰 ■＿

Ｆ ｉ ｇｕ ｒ ｅ３ １ 自然流产患者和正常早孕者的绒毛组织的 ＰＬＸ Ｎ Ｂ２ 蛋 白水平表达差异

注 ： 自 然流产组织中 ＰＬＸＮＢ２ 蛋 白水平相 比正常早孕组织水平表达下降 。 对 比 ＳＡ １ 组 ，

＂

ｐ
＜ ０ ．０ １ ，

？

ｐ＜ ０ ． ０ ０ １
； 对比ＳＡ２组 ， 、＜ ０ ．０ ０ １

； 对 比ＳＡ ３组 ，

ｓ ｓ ｓ

ｐ＜ ０ ． ００ １ 。

四 、 讨论

随着 ｍ ｉ ＲＮＡ 被发现地越来越多 ， 生物信息学也随着兴起 。 生物信息学能用来分析

癌症里早期诊断和治疗时 ｍ ｉ ＲＮＡ 的作用
［

１ ５９ ］

， 是 目 前用来探索 ｍ ｉ ＲＮＡ 与靶基因预测常用

的方法 ， 常用来分析 ｍ ｉ ＲＮＡ基因 的数据库有 ｍ ｉ ＲＢａ ｓ ｅ 、 Ｔａｒ ｇ ｅ ｔ Ｓ ｃａｎ 、 ＴａｒＢａ ｓ ｅ 、 ｍ ｉ Ｒａｎ ｄａ ，

或者 ＲＮＡｈｙｂｒ ｉ ｄ ，ｍ ｉ Ｒ ｅ ｃ ｏｒ ｄ ｓ 等 ， 还可 以通过 ＫＥＧＧ 和 Ｇｏ 分析 ｍ ｉ ＲＮＡ 可能作用 的信号

通路及其可能行驶的生物学功能
：

１ ６ ＜Ｍ ６ ２
］

。 同
一

个 ｍ ｉ ＲＮＡ ， 不 同 的数据库预测结果不
一

样 ，

而且容 易 出现假阳性的结果 ， 就需要针对多个数据库的结果综合计算和筛选
１ ６４ ］

。

与此同时 ，

一

个 ｍ ｉ ＲＮＡ 可 以对应不 同 的 ｍＲＮＡ ， 而
一

个 ｍＲＮＡ 也可 以 由不 同 的 ｍ ｉ ＲＮＡ 进

行调控
［

１ ６ ５ ］

， 因此 ， 在利用数据库预测 出来的 ｍＲＮＡ ， 需要进行进
一

步的检验和功能实

６ ６





策 丝子 总黄酮调控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６
－

３ ｐ 促进 滋 养细胞侵袭 功 能机制研 究


验 。 本研究中 ， 利用在 ＣＬ ＩＰ 数据库预测的靶基因 当 中 ， 再进
一

步的 ＧＯ 功能分析 ， 筛

选出关于细胞迁移和侵袭功能的靶基因进行滋养细胞上的表达和功能验证 。 在前面实

验中 ， 我们发现 自然流产组织中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６
－

３ｐ 表达上调 ， 而其靶基因在 自 然流产中

组织表达则相应的下调 。 在实验中 ， 进行滋养细胞转染 ， 滋养细胞 内过表达和抑制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 ６
－

３ｐ 的表达 ， 在筛选靶基因时候 ， 相对比正常的滋养细胞 ，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 ６
－

３ｐ

ｍ ｉｍ ｉ ｃ 组的耙基因 的 ＲＮＡ 和蛋 白表达水平应当下调 ， 而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６
－

３ｐｉ ｎｈ ｉ ｂ ｉ ｔ ｏｒ 组的

靶基因 的 ＲＮＡ 和蛋 白表达水平则上调 。 按照这个原则 ， 通过 ＲＴ
－

ｑＰＣＲ 验证 ， 从关于滋

养细胞迁移和侵袭功能的靶基因 ＶＥＧＦＡ ， ＳＤＣ２ ，Ｇ０ＬＰＨ３ ，ＳＬＣ７Ａ５ ，ＰＥＸ５ ，ＩＴＧＡ６ ，ＮＡＶ １ ，

ＳＭＵＲＦ２ ， ＰＬＸＮＢ２ ， ＰＰＰ３ＣＢ ，
ＣＲＫ ， Ｐ Ｉ Ｋ３Ｒ２等１ ２个靶基因 ， 结果得出ＮＡＶ Ｉ ，ＰＬＸＮＢ２和

ＰＥＸ５ 三个靶基因符合条件 。 进而通过 ＷＢ 验证滋养细胞内 的蛋 白表达水平 ， 在滋养细

胞转染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６
－

３ｐ 后 ， ｍ ｉｍ ｉ ｃ 组的 ＰＬＸＮＢ２ 和 ＰＥＸ５ 的蛋 白 水平显著下调 ， 而

ｉ ｎｈ ｉ ｂ ｉ ｔ ｏｒ 组 的蛋 白 水平显著上调 ， 这正说 明 了 ， 通过在滋养细胞 内 过表达后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 ６
－

３ｐ 后 ， 下调 了其下游的靶基因 ＰＬＸＮＢ２ 和 ＰＥＸ５ 的蛋 白表达 ， 从而抑制滋养

细胞的迁移和侵袭功能 引 发 自 然流产的发生 ， 反之 ， 抑制滋养细胞内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６
－

３ｐ

的表达 ， 激活其下游 ＰＬＸＮＢ２ 和 ＰＥＸ５ 的蛋 白表达 ， 从而促进滋养细胞的迁移和侵袭功

能 ， 维持继续妊娠 。 然而 ， 与此同时 ， 在菟丝子总黄酮作用滋养细胞 ２４ｈ 后 ， 检测滋

养细胞 内 ＰＬＸＮＢ２ 和 ＰＥＸ５ 的蛋 白表达 ， 结果发现菟丝子总黄酮作用 只有在 ＰＬＸＮＢ２ 的

蛋 白水平上调 ， 而 ＰＥＸ５ 蛋 白表达未见明显变化 。 由前面实验结果 ， 我们知道在菟丝

子总黄酮作用滋养细胞后 ， 可 以通过下调 自 然流产状态滋养细胞 内 的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 ６
－

３ｐ

的表达 ， 从而促进 自 然流产滋养细胞的迁移和侵袭功能 ， 以改善 自然流产的疾病状态 。

那么 ， 菟丝子总黄酮发挥这
一

药效机制 ， 是否在下调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６
－

３ｐ 的 同时 ， 上调

ｒａ ｉ ＲＮＡ
－

１ ２６
－

３ｐ 下游的靶基因 ， 从而进
一

步发挥药理作用呢 ？ 在本实验中检测到菟丝子

总黄酮组的 ＰＬＸＮＢ２ 的蛋 白水平升高正好验证了这
一

结果 ， 也说明 了菟丝子总黄酮通

过上调滋养细胞内 ＰＬＸＮＢ２ 的蛋 白水平表达发挥其促进 自 然流产状态细胞模型的滋养

细胞的迁移和侵袭功能 ， 起到补肾安胎的作用 。 而 ＰＬＸＮＢ２ 是否为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６
＿

３ｐ 的靶

基因呢 ， 我们进行 了验证实验 。

ｍ ｉ ＲＮＡ 的生物学功能往往是通过 目 的基因 ｍＲＮＡ进行转录调节而实现
［

１ ６６ ］

， 常通过 ３

’

－

ＵＴＲ 端与其靶基因 ｍＲＮＡ 相连接
［

１ ６ ７
］

， 调控 ｍＲＮＡ ， 进而完成蛋 白合成 、蛋 白翻译等功能 。

双荧光素酶报告基因正式利用此原理进行验证 ｍ ｉ ＲＮＡ 与靶基因 的关系 ， 也是检验这
一

靶关系的
“

金标准
”

。 萤火虫单荧光素酶报告基因 只能作为限定细胞 内检测转录活动

的
一

个受体 ， 而双荧光素酶报告基因可以检测 由启动子和转录子 引 发的
一

系列转录活

动 ， 用于检测 ｍ ｉ ＲＮＡ 对 ｍＲＮＡ 的调节和转录后调节的影响
［

１ ６ ８
］

。 目 前对于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６ 的

靶基因研宄 比较多 ， 研宄发现 ， 双荧光素酶报告基 因结果提示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６ 能抑制

ＶＣＡＭ
－

１ 的荧光素蛋 白活性 ， 降低 ２０％以上 ， 通过抑制 ＶＣＡＭ
－

１ 的表达从而限制 白细胞

粘附至 内皮细胞上 ， 调节血管炎症反应
［

１ ６９ ］

。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６ 参与至血管生成和代谢性疾病 ，

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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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通过调控 Ｐ Ｉ Ｋ ３Ｒ２ 和 ＳＰＲＨ） １ 基因参与至 Ｈ ３Ｋ 和 ＥＲＫ 信号通路 中 ， 发挥血管生成功

能 ， 敲除 ｍ ｉ ＲＮＡ １ ２ ６ 后 ， ＭＡＰＫ和 ＶＥＧＦ及 ＦＧＦ信号通路受影响
［

１ ７ ° ］

， 还能通过下调 Ｓｐｒ ｅ ｄ ｌ 、

Ｐ ｌ ｋ２ 和 Ｉ ｒ ｓ ｌ 的表达 ， 促进母体血管周 围细胞的粘附 、 迁移和细胞间 的相互作用
［ １ ７ １

］

。

还有研宄发现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６ 作用于造血干细胞 ， 调控 ＣＤＫ３ 参与 Ｎｏ ｔ ｃ ｈ 和 Ｗｎｔ 信号通路

中 引 发 白血病
［

１ ７ ２
’ １ ７ ３

］

， 同时 ｍ ｉ ＲＮＡ １ ２ ６ ３ｐ 能通过抑制 ＳＬＣ ７Ａ５ 和 ＡＤＡＭ９ 的表达抑制 甲

状腺癌细胞的生长与转移
［

１ ７ ４ ］

。 然而 ， 目 前 尚未有研究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 ６
－

３ ｐ 与 ＰＬＸＮＢ ２ 之间 的

靶关系 。 本实验通过双荧光素酶报告基因方法和组织蛋 白验证的方法发现 ＰＬＸＮＢ２ 是

ｒａ ｉ ＲＮＡ １ ２ ６ ３ｐ 的靶基因 ， ｍ ｉ ＲＮＡ １ ２ ６ ３ｐ 能抑制野生型 ＰＬＸＮＢ２ 的荧光素蛋 白活性 ， 而

不影响突变型 ＰＬＸＮＢ２ 的荧光活性 ， 并且 自 然流产患者绒毛组织 内 ＰＬＸＮＢ ２ 的蛋 白表达

水平下调 ， 这就可 以确定 了ｍ ｉ ＲＮＡ １ ２ ６ ３ｐ 是可 以调控 ＰＬＸＮＢ ２ 这个 ｍＲＮＡ 行驶其生物

学功能 ， 同时也验证了 前面的 ＷＢ 实验结果中 ， 过表达 ｍ ｉ ＲＮＡ １ ２ ６ ３ ｐ 后 ， ＰＬＸＮＢ２ 的蛋

白表达下调 ， 进而抑制滋养细胞的迁移和侵袭功能 ； 而且在加入菟丝子总黄酮后 ，

ｍ ｉ ＲＮＡ １ ２ ６
＿

３ｐ 表达下调 ， 而 ＰＬＸＮＢ２ 蛋 白水平表达上调 ， 也正好说 明 了菟丝子总黄酮

正是通过调控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 ６
－

３ｐ ， 进而激活下游 ＰＬＸＮＢ２ 的表达 ， 促进 自 然流产状态细胞

模型 的滋养细胞的迁移和侵袭功能 ， 起到补 肾安胎 ， 防治 自 然流产的细胞药效作用 。

目 前学术界研究结果发现 ＰＬＸＮＢ２ 在神经胶质瘤 中表达升高 ， 通过激活 ＭＥＴ 信号通

路 ， 促进恶性神经胶质瘤的侵袭生长 ， 缩短患者生存率 ， 同时利用 Ｓ ｅｍａＶＰ ｌ ｅ ｘ ｉ ｎ Ｂ

信号通路调控神经胶质细胞和 内皮细胞的连接促进神经胶质瘤的血管外侵袭
［

１ ７ ５
］

。 在此

之前 ， 研宄发现 ＰＬＸＮＢ 家族与分散因子受体 （ ｓ ｃａｔ ｔ ｅｒｆａｃ ｔ ｏｒｒ ｅ ｃ ｅｐ ｔ ｏｒ ｓ ） 的相互作

用促进肿瘤的生长和转移
［ １ ７ ６ ］

， 这就说明 了ＰＬＸＮＢ２ 具有促进肿瘤细胞侵袭的生物学功

能 。 另外 ， 有学者发现子宫 内膜顶端和侧面范围有 ＰＬＸＮＢ２ 的表达存在
［

１ ７ ７
］

。 我们知道 ，

滋养细胞是类肿瘤细胞 ， 那么 ＰＬＸＮＢ２ 存在于绒毛组织中 ， 是否能像促进肿瘤细胞那

样促进滋养细胞的迁移和侵袭功能 ， 从而发挥菟丝子总黄酮的药效作用预防 自 然流产

呢 ， 是我们 需要进
一

步研 宂和探讨 ， 且菟丝子总黄酮通过调控哪些信号通路上调

ＰＬＸＮＢ２ 表达发挥其促进滋养细胞迁移和侵袭功能 ， 防治 自 然流产的 内在机制 需要在未

来时 间里进
一

步深入阐述 。

五 、 小结

ｍ ｉ ＲＮＡ １ ２ ６ ３ ｐ 通过调控其靶基 因 ＰＬＸＮＢ ２ ， 抑制滋养细胞的迁移和侵袭功能 。 菟

丝子总黄酮能够通过下调 自然流产状态细胞模型滋养细胞 内 ｍ ｉ ＲＮＡ １ ２ ６
－

３ｐ 表达 ， 进

而激活下游 ＰＬＸＮＢ２ 的表达 ， 从而促进 自 然流产状态细胞模型滋养细胞的迁移和侵袭

功能 ， 起到补 肾安胎 ， 防治流产 的细胞药效机制 ， 同时也为临床上更好地 了解和使用

菟丝子总黄酮提供 了 理论依据 。

６ ８





寬丝子 总黄酮调椬 ｔｎ ｉ ＲＮＡ
－

１ ２ ６
－

３ ｐ 促进 滋 养细胞侵袭 功 能机制研 究


第六节 菟丝子总黄酮通过影响滋养细胞内 ＿Ｐ９ 调控其迁移和侵袭功能

滋养细胞的侵袭过程需要依赖于金属蛋 白酶 （ ＭＭＰ ｓ ） 对蛻膜细胞外基质 的溶解和

重建 ， ＭＭＰ ｓ 可能能够促进滋养细胞的侵袭
［

１ ７８
］

。 ＭＭＰ９ 是 ＭＭＰ ｓ 其中
一

个家族成员 ， ＭＭＰ９

在妊娠过程中 ， 参与早期胚胎的着床和胎盘的植入时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

１ ７９ ］

， 滋养细

胞在体内 分泌 ＭＭＰ９ ，
ＭＭＰ９ 的正常分泌对维持滋养细胞的正常侵袭功能有重要作用

［ １ ８° ］

，

另外有研究发现 ， ＭＭＰ９ 在早期妊娠中 的缺乏 ， 降低滋养细胞的分化和侵袭功能 ， 引发

大 鼠胎盘的异常 ， 宫 内生长抑制 ， 甚至是死胎
［

１ ８ １ ］

。 因此研究滋养细胞 内 ＭＭＰ９ 的表达 ，

对了解滋养细胞的侵袭功能有直接的作用意义 。 前面研宄发现菟丝子总黄酮能够促进

滋养细胞的迁移和侵袭功能 ， 那么菟丝子总黄酮是否会同时作用滋养细胞内 ＭＭＰ９ 的

蛋 白表达呢 ？ 本研宄欲探讨菟丝子总黄酮对滋养细胞的 ＭＭＰ９ 的影响 ， 和其可能涉及

的信号通路如 ＭＡＰＫ ， ＡＫＴ ， Ｎｏ ｔ ｃｈ 信号通路等方面 ， 以更好阐 明菟丝子总黄酮的药效

作用机制 。

—

、 实验 目 的

通过将不 同浓度和不 同时间点 的菟丝子总黄酮干预滋养细胞后 ， 检测滋养细胞的

ＭＭＰ９ 的蛋 白和基因表达 ， 同时检测菟丝子总黄酮可能调控的 ＭＡＰＫ ， Ｐ Ｉ ３Ｋ／ＡＫＴ ，Ｎｏ ｔ ｃｈ

等信号通路来发挥其促进滋养细胞的迁移和侵袭功能 。

二 、 实验材料与方法

（

一

） 实验材料与仪器

１ ． 实验试剂

信号通路试剂盒 ： Ｐ
－

ＭＡＰＫ／ＭＡＰＫＦａｍ ｉ ｌ ｙＡｂＳａｍｐ ｌ ｅＫ ｉ ｔ（ ９ ９ １ ０Ｓ ） ， 美国ＣＳＴ公司

Ｎｏ ｔ ｃｈＩ ｓ ｏ ｆｏｒｍＡｂＳａｍｐ ｌ ｅＫ ｉ ｔ（ ３６４０Ｓ ） ， 美国ＣＳＴ公司

Ｐｈｏ ｓ ｐｈｏ
－

Ａｋｔ／ＡＫＴＰａｔｈｗａｙＡｎｔ ｉ ｂｏｄｙＳａｍｐ ｌ ｅＫ ｉ ｔ（ ９９ １ ６Ｓ ） 为美国ＣＳＴ公司

ａｎ ｔ ｉ

－

Ｔｕｂｕ ｌ ｉ ｎ（ ＡＴ８ １ ９
－

１ ） ： 碧云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ＭＭＰ９抗体 ： ｍ ｉ ｌ ｌ ｉ ｐｏｒｅ公司 ， Ｌｏ ｔ１ ８５ ７９ ７０

余试剂同第五节

２ ． 实验器材

同第五节所述

（ 二 ） 实验方法

１ 、 ＲＴ
－

ｑＰＣＲ方法 ：

（ １ ） 细胞 ＲＮＡ 的提取和浓度测定 同第二节

（ ２ ） 逆转录合成 ｃＤＮＡ（ ｍＲＮＡ 部分 ）

具体操作 同第 四节

（ ３ ） 荧光定量 ＰＣＲ 扩增

具体操作 同第四节

本节使用 引物序列如下 ：

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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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３ｍＲＮＡ
－

ＰＣＲ 引物序列


Ｐｒ ｉｍｅｒ


ｓ ｅｑｕ ｅｎｃ ｅ ｓ（ ５
’￣

３
？

）


员
－

ａｃ ｔ ｉ ｎ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ＧＣＣＧＣＣＡＧＣＴＣＡＣＣＡＴ

Ｒｅｖｅｒ ｓ ｅ ：ＡＡＴＣＣＴＴＣＴＧＡＣＣＣＡＴＧＣＣＣ

ＭＭＰ９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ＧＣＴＡＣＧＴＧＡＣＣＴＡＴＧＡＣＡＴＣＣＴ



Ｒｅ ｖ ｅｒ ｓ ｅ ：ＴＣＣＴＣＣＡＧＡＡＣＡＧＡＡＴＡＣＣＡＧＴＴ


２ 、 Ｗｅ ｓ ｔ ｅｒｎｂ ｌ ｏｔ ｔ ｉ ｎｇ方法 ：

（ １ ） 细胞总蛋 白提取

① 提前
一

天将细胞种至六孔板 ， 对照组加入含 ０ ．１％ＤＭＳ０ 的 １ ０％ＦＢＳ 的 １ ６４０ 培养

基药液 ， 实验组分别加入含 ０ ．５ ｉ
ｉ
ｇ／ｍｌ 、 ｌ ｕ ｇ／ｍｌ 和 ５ ｙ ｇ／ｍ ｌ 的冤丝子总黄酮的

１ ０％ＦＢＳ 的 １ ６４０ 培养基药液 ， 分别作用 １ ２ｈ 提取细胞蛋 白 ；

② 在进行时效部分时候 ， 提前
一

天将细胞种至六孔板 ， 对照组加入含 〇 ．１％ＤＭＳ０

的 １ ０％ＦＢＳ 的 １ ６４０ 培养基药液 ， 实验组分别加入含 １Ｕｇ／ｍｌ 的菟丝子总黄酮的 １ ０％ＦＢＳ

的 １ ６４０ 培养基药液 ， 分别作用 ｌｈ ， ２ｈ ， ４ｈ ， ８ｈ ，１ ２ｈ ， 收集细胞 ， 提取细胞总蛋 白 ；

③ 具体提取办法同第五节

（ ２ ）ＢＣＡ 蛋 白 定量 ， 同第五节

（ ３ ）ＷＢ 方法步骤 ： 同第五节

三、 实验结果

（

一

） 菟丝子总黄酮增加滋养细胞 内 ＭＭＰ９ 的表达

采用 ＲＴ
－

ｑＰＣＲ 和 ｗｅ ｓ ｔ ｅｒｎｂ ｌ ｏ ｔ ｔ ｉｎｇ 检测寬丝子总黄酮作用于 ＥＶＴ 细胞内 ＭＭＰ９ 的

基因和蛋 白表达 。 加药作用 １ ２ 后检测滋养细胞 内 ＭＭＰ９ 的表达 ， 结果发现 ， ＭＭＰ９ 蛋 白

表达水平显著升高 ， 相对于 ＤＭＳ０ 组 ， 其中 １ｕｇ／ｍｌ 和 ５ｕｇ／ｍ ｌ 的菟丝子总黄酮组 ＭＭＰ９

蛋 白表达上调具有显著性差异 （ Ｐ＜ 〇 ． 〇 ５ ） （表 ２４
；Ｆ ｉ ｇ ． ３２Ａ ） 。 同样加药作用 １ ２ｈ 后 ，

相对比 ＤＭＳ０组 ， ｍＲＮＡ水平升高 ， 各浓度的菟丝子总黄酮组 ＭＭＰ９ 的基因水平显著升高 ，

具有统计学差异 （ ｐ＜ 〇 ．０ ５ ） ， 呈时间和剂量依赖性 （表 ２４
；Ｆ ｉ ｇ ．３２Ｃ ） 。

进
一

步验证菟丝子总黄酮作用滋养细胞不同时间段 内 ＭＭＰ９ 蛋 白表达差异 ， 实验采

用 ｌ ｕ ｇ／ｍ ｌ 浓度 （ 中 间浓度 ） 的菟丝子总黄酮作用于 ＥＶＴ 细胞 ｌ ｈ ， ２ｈ ， ４ｈ ， ８ｈ 后 ，

发现不同时间点的菟丝子总黄酮组对比 ＤＭＳＯ 组 ， 菟丝子总黄酮在作用 ８ｈ 和 １ ２ｈ 时候

ＨＴＲ
－

８ 细胞 内 的 ＭＭＰ９ｍＲＮＡ 和蛋 白表达升高最明显 ， 具有统计学差异 （ ｐ＜ ０ ． ０ ５ ） （表

２ ５
；Ｆ ｉ ｇ ．３２Ｂ ） 。 因此说明菟丝子总黄酮能够显著增加滋养细胞内 的 ＭＭＰ９ 的 ｍＲＮＡ 和蛋

白水平 。

表 ２４ 各组间滋养细胞内 ＭＭＰ９ 的 ｍＲＮＡ 和蛋白水平表达差异 （ 无 ± ｓ ）

组别ＮｍＲＮＡ （ 元 土 ｓ ）Ｐ
ｉＰｒｏ ｔｅ ｉｎ （ 无 土 ｓ ）Ｐ２

ＤＭＳＯ３１ ． ００ ＋ ０ ． ００７ １ ． ００ ± ０ ． ００７

０ ． ５ｕｇ／ｍ ｌ３１ ． ３８± ０ ． １ ６ ０ ． ０２ ０

＊

 １ ． ４４± ０ ． ３ ００ ． ０８ ６

ｌ Ｐ ｇ／ｍ ｌ ３１ ． ９ ７± ０ ．１ ６０ ． ０００

？

 １ ． ５ ２ 土 ０ ． ２ １０ ． ０４７

＊

５Ｐｇ／ｍ ｌ ３２ ．７６ ± ０ ． ３４０ ．０ＱＱ

ｗ



１ ． ７ ７ ± ０ ． ５ ５０ ．００ ６

ｗ

注 ： 采用 ＡＮ０ＶＡ 方差分析方法检测 。 对比 ＤＭＳＯ 组 ，

＊

ｐ＜ ０ ． ０５ ，
ｗ

ｐ＜ ０ ． ０ １ ，

＊＊＊

ｐ＜ ０ ． ００ １ ．

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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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５ 不同时间点菟丝子总黄酮作用滋养细胞内 Ｍ Ｍ Ｐ９ 的蛋 白水平表达差异



Ｕ ± ｓ ）



组别ＮｍＲＮＡ （ ＿Ｘ土 ｓ ） Ｐ
ｉ Ｐｒ ｏ ｔ ｅ ｉ ｎ （ Ｘ土 ｓ ） Ｐ ２

ＤＭＳＯ４

＂＂＂

Ｌ ０ ０ 土 ０ ． ０ ０ ７ １ ． ００ ± ０ ． ００ ７

̄

１ Ｈ４ １ ． ０ ０ ± ０ ．１ ２ ０ ． ９ ７ ４ １ ． ２０ 土 ０ ． ３ ３ ０ ． ３ ７ ６

２Ｈ４ １ ． ０ ９ ± ０ ． ２ ３ ０ ． ４ １ ３ １ ． １ ２ 土 ０ ． ３８ ０ ． ５ ８ ４

４Ｈ４ １ ． ０ ９ 土 
０ ． １ ０ ０ ． ３ ９ ０ １ ． ２ ２ ± ０ ． ３０ ０ ． ３ ４ ０

８Ｈ４ １ ． ２ ７ ± ０ ．１ １ ０ ． ０２ ２

＊

 １ ． ５ ４ ± ０ ． ３ ９ ０ ． ０２ ３

＊

１ ２Ｈ ４ １ ． ３ ７ ± ０ ．２ １



０ ． ００ ３

＂



１ ． ５ １ 土 ０ ． ２ ４


０ ． ０ ３ １

＊

注 ： 采用 ＡＮＯＶＡ 方差分析方法检测 。 对 比 ＤＭＳＯ 组， ｐ＜ ０ ． ０ ５ ，
”

ｐ＜ ０ ． ０ １ ．

Ａ
２ ．５

１
＊＊

ｚ凝Ｉ
：

Ｍ Ｍ Ｐ９—
１ 〇

■Ｗ■■

一 １

： ：圈＿＿＿

ｍ ｙ
〇

？ ＜ｙ

２ ＿ ５
－

Ｂ＾２ ． ０
＊

＊

ｑ ｔ／ｉ 丁

！

１ ＿ ５
．

ＴＴＴ■
Ｔ

Ｍ Ｍ Ｐ９ 、一—

Ｔｕｂ ｕ Ｍ ｎ？？一一

一


Ｓ

Ｃ
ＤＭ ＳＯ１ Ｈ２Ｈ４Ｈ８Ｈ１ ２Ｈ

４ ． ２ ． ０
－

．

ｌＵｕｔｅ
？睿 》 ｆＤＭ ＳＯ１ Ｈ２Ｈ４Ｈ８Ｈ１ ２Ｈ

^

Ｆ ｉ ｇ ｕ ｒ ｅ３ ２ 菟丝子总黄酮对 ＥＶＴ 细胞内 ＭＭ Ｐ９ 的表达水平影响

Ｆ ｉ ｇ ｕ ｒ ｅ３ ２Ｔ ｈ ｅｅ ｆ ｆ ｅ ｃｔｏ ｆＴ Ｆ ＳＣｏ ｎＭＭ Ｐ９ｅ ｘ ｐ ｒ ｅ ｓ ｓ ｉ ｏ ｎ ｉ ｎＥＶＴｃ ｅ ｌ ｌ ｓ

注 ： （Ａ ） 对 比 ＤＭＳＯ 组 ， ｌ ｙ ｇ／ｍ ｌ 和 ５ ｕ ｇ／ ｉｎ ｌ 的菟丝子总黄酮组的 ＭＭＰ９ 蛋 白 表达显 著上调 ， 有统计

学差异 （ ｐ ＜ ０ ． ０ １ ） ； （Ｂ ）
ｌ ｉ

ｉ

ｇ ／ｍ ｌ 的菟丝子总黄酮作用 于 ＥＶＴ 细胞不 同 的时 间点 ， 菟丝子总黄酮在

作用 ８ ｈ 和 １ ２ ｈ 时 ＨＴＲ
－

８ 细胞 内 的 ＭＭＰ９ 表达升高最 明 显 ， 具有统计学差异 （ ｐ
＜ ０ ．０ ５ ） ， 以 Ｔｕｂｕ ｌ ｉ ｎ

７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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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内参 。 （Ｃ ） 不同浓度的菟丝子总黄酮能够增加滋养细胞 内 ＭＭＰ９ 的 ｍＲＮＡ 表达水平 ，对比 ＤＭＳ０ 组 ，

菟丝子总黄酮随着浓度增加 ，
ＭＭＰ９ 的 ｍＲＮＡ 水平也随着上调 ， 菟丝子总黄酮在作用 ８ｈ 和 １ ２ｈ 时 ，

ＭＭＰ９ 的 ｍＲＮＡ 水平上调 ， 呈剂量和时间依赖性 。

＊

ｐ 〈 ０ ． ０ ５
，

＊＊

ｐ ＜ ０ ． ０ １
，

＃

ｐ ＜ ０ ． ００ １ ．

注 ： （Ａ ）ＭＭＰ９ｅｘｐｒｅ ｓ ｓ ｉ ｏｎｗ ｉ ｔｈ１ｕｇ／ｍ ｌａｎｄ５ｕｇ／ｍｌＴＦＳＣｗｅｒ ｅｓ ｉ ｇｎ ｉ ｆ ｉ ｃａｎｔ ｌ ｙ
ｈ ｉ 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ｗ ｉ ｔｈ

ＤＭＳＯ ．（Ｂ）１ｕ ｇ／ｍ ｌＴＦＳＣｉｎｃｒｅ ａ ｓｅｄＭＭＰ９ｅ ｘｐｒ ｅ ｓ ｓ ｉ ｏｎａｔｃ ｅｒｔ ａ ｉｎｔ ｉｍｅ
，ｅ ｓｐｅｃ ｉ ａ ｌ ｌｙｉ ｎ８ｈａｎｄ

１ ２ｈｃ ｏｍｐａｒ ｅｄｗ ｉ ｔｈ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 ｌ （ＤＭＳＯ）ｇｒｏｕｐ ，Ｔｕｂｕ ｌ ｉ ｎｗａｓｕ ｓ ｅｄａｓａｎｉｎｔ ｅｒｎａ ｌｒｅｆｅｒ ｅｎｃ ｅ ．

（Ｃ ）Ｄ ｉ ｆｆ ｅｒｅｎｔａｒｒａｎｇｅｄｏ ｓａｇｅｃｏｎｃ ｅｎ ｔｒａｔ ｉ ｏｎｏｆＴＦＳＣｃｏｕ ｌ ｄａ ｌ ｌｉｍｐｒｏｖ ｅｔｈｅｍＲＮＡｌ ｅｖ ｅ ｌｏｆ

ＭＭＰ９ｖ ｓＤＭＳＯ
，ｆｉ

－

ａｃ ｔ ｉｎａｓａｎｉ ｎ ｔ ｅｒｎａ ｌｒ ｅｆｅｒｅｎｃ ｅ ．
＊

ｐ ＜ ０ ． ０ ５
，

＊＊

ｐ＜ ０ ． ０ １
，

＊＊＊

ｐ＜０ ．００ １ ．

（二 ） 菟丝子总黄酮通过 ＭＡＰＫ／ＡＴＫ／Ｎｏ ｔ ｃｈ 通路增加滋养细胞的侵袭能力

为了进
一

步研究菟丝子总黄酮对滋养细胞内 ＭＭＰ９ 水平促进其迁移和侵袭功能的

内在机制 ， ｗｅ ｓ ｔ ｅｒｎｂ ｌ ｏ ｔ ｔ ｉ ｎｇ 实验通过 ＭＡＰＫ／ＡＴＫ／Ｎｏ ｔ ｃｈ３ 个通路进行研宄探讨 。 实

验都采用 ０ ．５ｕｇ／ｍ ｌ ， １ｙｇ／ｍｌ 和 ５ｙ
ｇ／ｍｌ 作用于 ＥＶＴ 细胞 １ ２ｈ 后对比 ＤＭＳ０ 组检测通

路蛋 白 的变化 ， 以及不同时间点 （ ０ｈ ， ｌｈ ， ２ｈ ，４ｈ ， ８ｈ ， １ ２ｈ ） 检测不同通路上蛋 白

的变化水平 。

１ 、 ＭＡＰＫ 通路上蛋 白 的变化

实验结果发现 ＭＡＰＫ 通路的 ｐ
－

ＥＲＫ 水平升高 ， １ｕ
ｇ／ｍ ｌ 和 ５ｕ

ｇ／ｍｌ 的菟丝子总黄酮

作用后 ， ＥＶＴ 细胞内 ｐ
－

ＥＲＫ 水平上调 ， 其中 ５ｕｇ／ｍ ｌ 的菟丝子总黄酮组对比与 ＤＭＳ０

组 ， ｐ
－

ＥＲＫ 升高最明显 （ ｐ
＜ ０ ． ０ １ ） ， 而 ＥＲＫ 总蛋 白水平不受影响 （表 ２６ ，Ｆ ｉ ｇ ． ３ ３Ａ ） 。

通过改变菟丝子总黄酮的作用时间 ， 发现 １Ｕｇ／ｍ ｌ 的菟丝子总黄酮作用于 ＥＶＴ细胞后 ，

ＥＲＫ 的磷酸化水平在 ｌｈ ，
２ｈ 和 ８ｈ 时上调最明显 ， 具有显著性差异 （ ｐ＜ ０ ． ００ １ ） （表

２ ７
， Ｆ ｉ ｇ ． ３３Ｂ ） 。

而对于 ＭＡＰＫ 通路的另
一

个蛋 白 ， ｐ
－

ｐ３８ ， 在冤丝子总黄酮作用 １ ２ｈ后 ， 其在 １ｕ
ｇ／ｍ ｌ

和 ５ｙ
ｇ／ｍ ｌ 组 ， ｐ ３ ８ 的磷酸化水平上调 ， 具有统计学差异 （ ｐ＜ ０ ．０５ ） ， 而 ｐ３８ 总蛋 白

水平则无明显变化 （表 ２６ ，Ｆ ｉ ｇ ．３ ３Ｃ ） 。 但菟丝子总黄酮不同的作用时间点对 ｐ
－

ｐ３８

表达无明显影响 ， 各组间无明显统计学差异 （ ｐ＞ ０ ．０５ ） （表 ２ ７ ，Ｆ ｉ ｇ ．３ ３Ｄ ） 。 因此可

以说明菟丝子总黄酮可能是通过影响 Ｐ
－

ＥＲＫ和 ｐ
－

ｐ ３８ 的水平从而提高滋养细胞 内 ＭＭＰ９

的表达 。

表 ２６ 不同浓度的菟丝子总黄酮作用滋养细胞内 ＭＡＰＫ 通路上蛋白水平表达差异

（ Ｘ土 ｓ ）

组别Ｎｐ
－

ＥＲＫ
（ Ｊ土 ｓ ） Ｐ

ｉｐ
－

ｐ３ ８ （ 无 土 ｓ ）Ｐ ２

ＤＭＳＯ３１ ． ００＋ ０ ． ００ ７ １ ． ００ ＋ ０ ． ００ ７

̄

０ ． ５ｗ
ｇ／ｍ ｌ３１ ．１ ７± （Ｘ ２０ ０ ． ２ ８ ７ １ ． ４４± ０ ． ３ ２０ ． ０６４

１ｕｇ／ｍ ｌ ３１ ． ４ １ 土 ０ ． ２ ５ ０ ． ０２ １

＊

１ ． ５ ５ ± ０ ．１ ００ ． ０ ２ ７

＊

５ｎｇ／ｍ ｌ３１ ． ５ ９± ０ ． ３ ０


０ ．００２

ＣＴ

２ ．０ １ ± ０ ． ３ ７０ ．０ ０ １

＊＊

注 ： 采用 ＡＮ０ＶＡ 方差分析方法检测 。 对比 ＤＭＳＯ 组 ，

＊

ｐ＜ ０ ． ０５ ，
ｗ

ｐ＜ ０ ． ０ １ ．

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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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７ 不同时间点菟丝子总黄酮作用滋养细胞内 ＭＡ ＰＫ 通路上蛋 白水平表达差异



Ｕ土 ｓ ）



组别ｎｐ
－

ＥＲＫ （ 无 士 ｓ ） Ｐ
ｉｐ

－

ｐ ３ ８ （ 无± ｓ ）Ｐ ２

ＤＭＳＯ３

＂＂＂＂

１ ． ００ ＋ ０ ． ００ ７ １ ． ００ 

＋
０ ． ００Ｔ

̄

１ Ｈ３２ ． ３ ０ ± ０ ． ３ １ ０ ． ０００

＊ ＊ ＊

１ ．１ ４ ± ０ ．１ ２ ０ ． １ ０９

２Ｈ３１ ． ７ ５ ± ０ ．１ ４ ０ ． ０００

＊＊＊

１ ． ０ ２ ± ０ ．１ １ ０ ． ７ ７ ５

４Ｈ３０ ． ８ ７ ± ０ ． ０６ ０ ． ３ ９６ １ ．１ ０ ± ０ ．１ ５ ０ ． ２ ６ １

８Ｈ３ １ ． ７ ７ ± ０ ．１ ３ ０ ． ００ ０

＊ ＊＊

１ ． ０ ５ ± ０ ． ０４ ０ ． ５ ４ ０

１ ２Ｈ３ １ ． １ ２ ± ０ ．２ ２


０ ． ４ ０ ８ １ ． １ ２ ± ０ ．０９


０ ．１ ５ ７

注 ： 采用 ＡＮＯＶＡ 方差分析方法检测 。 对 比 ＤＭＳＯ 组 ，

￣

ｐ＜ ０ ． ００ １ ．

Ａ，祝’
，

．．

ＢＡ— ：
丨￡

Ｐ
￣ＥＲＫ— —？？

｜

ｉｊ＾
ｉ ｐ

－Ｅ Ｒ Ｋ

一 ？？ 一垂—  ｜

２
．

ｇｇ



＿＿＿
Ｔｕ ｂｕ ｌ ｉ

ｎ
ａ

ｊ＿＿＿［ｊ＿ｌ
＾＾＾ Ｄ ＭＳＯ １ Ｈ ２ Ｈ４ Ｈ８ Ｈ １ ２ Ｈ

Ｃ

，你
＊ ＊

Ｄ

Ｕ
Ｐ

－

Ｐ ３ ８

Ｌ 

＊＊ ■？ ＊

？
＊＊Ｉｉ ｐ

．

ｐ ３ ８－－ － －－ －Ｈ

ｐ ３ ８ ￣￣

＾ｌ Ｈ ｉ ｇ ｌ＾
ｂｍ ａ ｍＩ Ｉ

Ｔ ｕ ｂ ｕ ｌ ｉ ｎ— —— — — —Ｈ
＾

ｃｐ＾＾＾
Ｄ Ｍ ＳＯ １ Ｈ２Ｈ４Ｈ８Ｈ １ ２Ｈ

Ｆ ｉ ｇｕ ｒ ｅ３ ３ 菟丝子总黄酮对 ＥＶＴ 内 ＭＡＰ Ｋ 通路蛋 白 的表达水平影响

注 ： （Ａａｎ ｄＢ ） １ｕ
ｇ／ｍ ｌ 和 ５ｕ

ｇ／ｍ ｌ 冤丝子总黄酮增加 ＥＲＫ 的隣酸化表达水平 ， 而不影响 ＥＲＫ 总

蛋 白 的表达水平 。 ｌ ｐ ｇ／ｍ ｌ 冤丝子总黄酮作用 不 同时 间 点 ， ｐ

－

Ｅ ＲＫ 的表达在 ｌ ｈ
，２ ｈ ， ８ ｈ 升高最 明

显 ， 具有统计学差异 。 （ Ｃ ａｎ ｄ Ｄ ）ｌ ｕ ｇ／ｍ ｌ 和 ５ ｐ ｇ／ｍ ｌ 菟丝子总黄酮增加 Ｐ ３ ８ 的磷酸化表达水平 ，

呈剂量依赖性 ， 而不影响 Ｐ ３ ８ 总蛋 白 的表达水平 。 ｌ ｕ ｇ／ｍ ｌ 菟丝子总黄酮作用不 同时间点 ， 不影

响ｐ

－

ｐ ３ ８的表达变化 。 ＞ ＜ ０ ．０ ５
，

＊ ＊

ｐ ＜ ０ ． ０ １
，

…

ｐ
〈 ０ ．００ １ ＿

２ 、 ＡＫＴ 通路上蛋 白 的变化

继续研宄菟丝子总黄酮作用于 ＥＶＴ 细胞时 ， ＡＫＴ 通路上蛋 白 的变化水平 。 结果发

现 ， 对 比 ＤＭＳ０ 组 ， ｌ ｕ ｇ／ｍ ｌ 和 ５ ｉ
ｉ
ｇ／ｍ ｌ 的兔丝子总黄酮作用于滋养细胞 １ ２ ｈ 后 ，

ｐ
－

ＡＫＴ （ ３ ０ ８ ） 的蛋 白水平对 比 ＤＭＳ０ 组有 明显上调 ， 具有统计学差异 （ ｐ＜ ０ ．０ １ ） （ 表 ２ ８ ，

Ｆ ｉ ｇ ． ３ ４Ａ ） ， 而其 ＡＫＴ 总蛋 白表达水平未见明显变化 。 在 ｌ ｕ ｇ／ｍ ｌ 的菟丝子总黄酮不 同

的作用 时 间 ， Ｐ
－

ＡＫＴ （ ３ ０ ８ ） 在作用 时 间 ｌ ｈ 时上调最 明显 ， 对 比 ＤＭＳ０ 组 ， 两组间存在统

计学差异 （ Ｐ＜ 〇 ．００ １ ） （ 表２ ９ ， Ｆ ｉ ｇ ．３４Ｂ ） 。

另 外 ， 对 比 ＤＭＳＯ 组 ， ５ Ｐ ｇ／ｍ ｌ 的菟丝子总黄酮作用于滋养细胞 １ ２ ｈ 后 ， ＡＫＴ （４ ７ ３ ）

的磷酸化水平上调 ， 两组间具有统计学差异 （ ｐ
＜ ０ ． ０ １ ） ， 而不影响其 ＡＫＴ 总蛋 白 的变

化 （表 ２ ８ ，Ｆ ｉ ｇ ．３ ４Ｃ ） 。 在用 １ｕｇ／ｍ ｌ 的菟丝子总黄酮不 同 的作用 时 间 ， ｐ

－

Ａ ＫＴ （ ４ ７ ３ ） 与

７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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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 ＡＫＴ （ ３ ０８ ）

—

样在菟丝子总黄酮作用时间 ｌ ｈ 时上调最 明显 ， 与 ＤＭＳ ０ 组相 比具有统计

学差异 （ ｐ＜ 〇 ． 〇 ５ ） （表２ ９ ， Ｆ ｉ ｇ ．３ ４Ｄ ） 。

表 ２ ８ 不同浓度的菟丝子总黄酮作用滋养细胞内 ＡＫ Ｔ 通路上蛋 白水平表达差异



Ｕ± ｓ ）



组别Ｎｐ
＿

ＡＫＴ４ ７ ３ （ ｉ± ｓ ）Ｐ
ｉｐ

－

ＡＫＴ３０ ８ （ ｆ土 ｓ ）Ｐ ２

ＤＭＳ Ｏ ３ １ ． ０ ０ 

＋
０ ． ０ ０ ７ １ ． ０ ０ 

＋
０ ． ０ ０７

̄

０ ． ５Ｐｇ／ｍ ｌ３ １ ． １ ６ ± ０ ． ０ ５０ ． １ ９ １ １ ． １ １ ± ０ ． ０ ７０ ． ０ ７０

１ｕｇ／ｍ ｌ ３ １ ＿ １ ４土 ０ ＿ １ １ ０ ． ６４３ １ ． １ ５ ± ０ ． ０ ５０ ． ０ ２ ２

＊

５ｎ
ｇ／ｍ ｌ ３


１ ．２ ７ ± ０ ． ０ １０ ．０ ０４

＊＊



１ ． ２ １ ± ０ ． ０９０ ．０ ０４

＂

注 ： 采用 ＡＮＯＶＡ 方差分析方法检测 。 对比 ＤＭＳＯ 组 ，

４

ｐ＜ ０ ． ０５
，

＊＊

ｐ＜ ０ ． ０ １ ．

表 ２ ９ 不同时间点菟丝子总黄酮作用滋养细胞内 ＡＫＴ 通路上蛋 白水平表达差异



Ｕ ± ｓ ）



组别Ｎｐ
－

ＡＫＴ４ ７ ３（ 无 土 ｓ ）Ｐ
ｉ ｐ

＿

ＡＫＴ３ ０ ８ Ｕ土 ｓ ）Ｐ ２

ＤＭＳＯ３ １ ． ００ 土 ０ ． ００ ７ １ ． ０ ０ 土 ０ ． ０ ０７

１ Ｈ ３ １ ． ５ ５ ± ０ ． ２ ３０ ． ０ １ ８

＊

 １ ． ３ １ ± ０ ． １ ００ ． ０００

＊ ＊ ＊

２Ｈ ３ １ ． ２ １ ± ０ ． ０ ６０ ． ３ ２ ７ １ ．１ ２ ± ０ ．１ １０ ． ０６ ９

４Ｈ ３ １ ． ２４ ± ０ ． ２ ７０ ． ２ ５ ９ ０ ． ９ ７ ± ０ ． ０ ６０ ． ５ ８ ８

８Ｈ ３ １ ． ２ ２ ± ０ ． ２ ７０ ． ２ ７ ９ １ ． ０ ７ ± ０ ． ０ ２０ ． ２ ６ ２

１ ２Ｈ


３


１ ． ２ ７ ± ０ ． ４００ ．１ ９９


０ ．９４ ± ０ ．０ ７０ ． ３ １ ３

注 ： 采用 ＡＮＯＶＡ 方差分析方法检测 。 对 比 ＤＭＳＯ 组 ，

＊

ｐ ＜ ０ ． ０ ５
，

＊ ＊＊

ｐ
＜ ０ ． ０ ０ １ ．

Ａ
 ｉ １ｉ ｆ ］

Ｔ

ｊｒ

ｐ
－ａ ｋｔ

（
３ 〇８

，
［

＾－——
ｐ

－Ａ Ｋ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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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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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晒
设方 多 多 ＤＭ ＳＯ１ Ｈ２Ｈ４ Ｈ８ Ｈ １ ２Ｈ

°／

Ｃ
ＺＶＷ ？Ｄ

 ｆＪＸＴＴＴ

—
—

 Ｉ
－

－ ａ ｉ ｌｍｍｍｒｎｉ ， 〇 ．

＿ｓ
Ｔ

ｉ

Ａ ＫＴ

｜

￣

ｒＨ
ＡＫＴ

｜卜
Ｔ ｕ ｂ ｕ ｌ ｉ

ｎ
一 一 一 一 Ｔｕ ｂ ｕ ｌ ｉ ｎ— —— — — —

ｎ繼
＾
ｃＰ＾＾

ＤＭ ＳＯ １ Ｈ ２Ｈ４ Ｈ８ Ｈ １ ２ Ｈ

Ｆ ｉ

ｇ ｕ ｒ ｅ ３４ 菟丝子总黄酮对 ＥＶＴ 内 ＡＫ Ｔ 通路蛋 白 的表达水平影响

注 ： （Ａ ａｎ ｄ Ｂ
） 对比 ＤＭＳ０ 组 ， ｌ ｕ ｇ ／ｍ ｌ 和 ５ ｉ

ｉ
ｇ／ｍ ｌ 的英丝子总黄酮作用于滋养细胞 １ ２ ｈ 后 ， 能上

调细胞 内 ｐ ＡＫＴ （ ３ ０ ８ ） 蛋 白表达水平而不影响 ＡＫＴ 总蛋 白 的表达 。 １ｕ ｇ／ｍ ｌ 的冤丝子总黄酮不同的

作用时间 ， ｐ

－

ＡＫＴ （ ３ ０８ ） 在 ｌ ｈ 时上调最 明显 。 （ ＣａｎｄＤ ）５ｕｇ／ｍ ｌ 的菟丝子总黄酮作用于滋养细

胞 １ ２ｈ 后 ， ｐ

－

ＡＫＴ （ ４ ７ ３ ） 蛋 白水平上调 ， 其 ＡＫＴ 总蛋 白 的变化不明显 。 ｌ ｕ ｇ／ｍ ｌ 的菟丝子总黄酮不

同 的作用 时间 ， ｐ
－

ＡＫＴ （４ ７ ３ ） 也在 ｌ ｈ 时上调最 明显 。

＊

ｐ ＜ ０ ． ０ ５
，

“

ｐ Ｃ Ｏ ． Ｏ ｌ
，

Ｗ

ｐ ＜ ０ ． ０ ０ １ ．

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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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 Ｎｏｔ ｃｈ 通路上蛋 白 的变化

Ｎｏ ｔ ｃｈ 通路在生殖当 中起着重要的地位 。 Ｗｅ ｓ ｔ ｅｒｎＢ ｌ ｏｔ ｔ ｉｎｇ 进
一

步实验发现 ， 冤

丝子总黄酮能够提高 ＥＶＴ 细胞的 Ｎｏ ｔ ｃｈ 蛋 白水平 。 同样是 ０ ．５ ｕ ｇ／ｍ ｌ ， ｌ ｐ ｇ／ｍ ｌ 和

５ｕ
ｇ／ｍ ｌ 菟丝子总黄酮和 ＤＭＳ０ 作用于 ＥＶＴ 细胞 ， 与对照组相 比 ， 各个浓度的菟丝子总

黄酮都能够显著上调滋养细胞的 Ｎｏ ｔ ｃｈ ｌ 和 Ｎｏ ｔ ｃｈ２ 的蛋 白水平 ，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ｐ＜ ０ ． ０ ５ ） （表３０ ，
Ｆ ｉ ｇ ． ３ ５ＡａｎｄＣ ） 。

当 １Ｕｇ／ｒａ ｌ 菟丝子总黄酮作用于滋养细胞不同 的时间点 ， Ｎｏ ｔ ｃｈ２ 的表达在 ｌ ｈ 和

８ｈ 变化具有统计学差异 ， 其中 ８ｈ 时候上调最显著 ， 具有统计学差异 （ ｐ＜ ０ ．０ １ ） 。 同

时不 同作用时间点的菟丝子总黄酮能部分影响 Ｎｏｔ ｃｈ ｌ 的变化 ， 但各组间没有统计学

差异 （ ｐ＞ ０ ． ０ ５ ） （表３ １ ， Ｆ ｉ ｇ ．３ ５ ，ＢａｎｄＤ ） 。

因此可以说明 ， 菟丝子总黄酮能够通过 ＭＡＰＫ／ＡＴＫ／Ｎｏ ｔ ｃｈ 信号通路的级联反应来

一

步步调控滋养细胞的 ＭＭＰ９ 的表达 ， 从而促进滋养细胞的迁移和侵袭能力 。

表 ３０ 不同浓度的菟丝子总黄酮作用滋养细胞内 Ｎｏｔｃｈ 通路上蛋白水平表达差异



Ｕ± ｓ ）



组别ＮＮｏ ｔ ｃｈｌ （ ｆ± ｓ ）Ｐ
ｉＮｏ ｔ ｃｈ２（ ｆ土 ｓ ）Ｐ ２

ＤＭＳＯ ３ １ ． ００ ＋ ０ ． ００ ７Ｌ ＯＯ ± ０ ． ００ ７

̄

０ ． ５ｕｇ／ｍ ｌ３６ ． ０４± ２ ． １ ２０ ． ００ ３

＊＊

 ２ ． ２２ ± ０ ． ４ ５０ ． ００ １

＊＊

１ｕｇ／ｍ ｌ３４ ． ６ ５ 土 １ ． ２２０ ． ０ １ ７

＊

 ２ ． ２２ ± ０ ． ５ ３０ ． ００ １

＊＊

５ｕｇ／ｍ ｌ３


４ ．５２ 土 １ ． ７ ００ ．０２０

＊



２ ．３ ８ ± ０ ．３ ３０ ．００ １

＊＊

注 ： 采用 ＡＮ０ＶＡ 方差分析方法检测 。 对 比 ＤＭＳＯ 组 ， ＞＜ ０ ． ０５ ，
＊＊

ｐ＜ ０ ． ０ １ ．

表 ３ １ 不同时间点菟丝子总黄酮作用滋养细胞内 Ｎｏｔｃｈ 通路上蛋 白水平表达差异



Ｕ± ｓ ）



组别ＮＮｏｔ ｃｈ１（ 无 土 ｓ ）Ｐ
ｉＮｏ ｔ ｃｈ２ （ 无 土 ｓ ） Ｐ ２

ＤＭＳ０３ １ ． ０ ０ ＋ ０ ． ００１ １ ． ００ ＋ ０ ． ００ １

１ Ｈ ３ ２ ．１ ２ ± ０ ． ５８０ ． ７０２ ２ ． ０６ ± ０ ． ６６０ ． ０ ３ ５

＊

２Ｈ ３ １ ． ３０土 ０ ． ２ ３０ ． ９０ ７ １ ． ３ ７ ± ０ ． ３ ８０ ． ４ １ ８

４Ｈ ３ １ ． ６８ ± ０ ． ４３０ ． ８３ １ １ ． ７ ９ ± ０ ． ６ ７０ ． １ ０ １

８Ｈ ３ ２ ．１ ６± ０ ． ６６０ ． ７６６ ２ ． ７ ３ 土 ０ ． ７８０ ． ００２

＊＊

１ ２Ｈ


３


１ ．１ ０± ０ ．１ ２０ ．９９ ３


１ ． ２５ ± ０ ．３９０ ．５８ １

注 ： 采用 ＡＮ０ＶＡ 方差分析方法检测 。 对 比 ＤＭＳＯ 组 ，

＿

ｐ
＜ ０ ． ０ ５ ，

＊＊

ｐ
＜ ０ ． ０ １ ．

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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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 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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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ｐ

Ｔ

丄

Ｔ

ｉ Ｉ工Ｔ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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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

－，，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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Ｚ—三｜
：

■

ｒ

ｆ
｜■ｊＴ ｕ ｂ ｕ ｌ ｉ ｎＺ｜■

Ｔｕ ｂ ｕ ｌ ｉ ｎ
————

ｚ腦 ｜

〇 〇

Ｊ５ １ Ｈ２Ｈ４Ｈ８ Ｈ１ ２ＨＯ １ Ｈ２Ｈ４Ｈ８Ｈ１ ２Ｈ

Ｆ ｉ ｇｕ ｒ ｅ３５ 冤丝子总黄酮对 ＥＶＴ 内 Ｎ ｏｔ ｃ ｈ 通路蛋 白 的表达水平影响

注 ： （
Ａａｎ ｄＢ ） 菟丝子总黄酮能够显著上调 ＥＶＴ 细胞 内 Ｎｏ ｔ ｃｈ ｌ 的蛋 白水平 ， 但在不 同 的作用 时间

点 ， Ｎｏ ｔ ｃ ｈ ｌ 在各组间 的变化无显著性差异 。 （ Ｃａｎ ｄＤ ） 菟丝子总黄酮显著上调 Ｎｏ ｔ ｃｈ２ 的蛋 白水

平表达 ， 而且在作用时间点 ｌ ｈ 和 ８ｈ ，Ｎｏｔｃｈ２ 水平增加最明显 。

＊

ｐ〈０ ． ０５
，

＊＊

ｐ〈 ０ ． ０ １ ．

四 、 讨论

通过前面实验我们可 以知道 ， 菟丝子总黄酮能够促进滋养细胞的侵袭能力 。 而

ＭＭＰ９ 对滋养细胞侵袭能力方面有重要的作用
［
１ ７ ９

］

， 但 目 前研究 中 ， 发现菟丝子总黄酮

是否与滋养细胞 ＭＭＰ９ 的表达有相关性 ， 而且其是否会影响且如何影响 ＭＭＰ９ 的蛋 白表

达尚未有研宄 。 因此我们本实验假设研宄菟丝子总黄酮宄竟如何调控 ＭＭＰ９ 促进滋养

细胞的侵袭能力 。

ＭＭＰ９ 已被证明是与迁移和侵袭相关的分子 ， 滋养细胞的迁移和侵袭受到调控可能

是 由于在 ＭＭＰ９ 等蛋 白 酶和其抑制剂 Ｔ Ｉ ＭＰ 之间 的平衡参与调节的 ， ＭＭＰ９ 的表达减少可

能降低滋养细胞的侵袭功能而导致先兆子痫 ， 有研宄发现 ， ＣＤＸ２ 能通过调控 ＭＭＰ９ 促

进滋养细胞的侵袭功能
［

１ ８ ２ ］

。通过本研究发现我们发现在加入菟丝子总黄酮治疗滋养细

胞后 ， 滋养细胞 ＭＭＰ９ 蛋 白 的表达显著上调 ， 同时也促进滋养细胞的迁移和侵袭功能 ，

其中 ５ｙ ｇ／ｍ ｌ 菟丝子总黄酮这种作用更明显 ， 我们研究猜想菟丝子总黄酮可能是潜在

通过调节与 ＭＭＰ９ 的相关性来增加滋养细胞的侵袭 。

为 了 继续验证菟丝子总黄酮发挥药效的作用机制 ， 我们从 ＭＡＰＫ／ＡＫＴ／Ｎｏ ｔ ｃ ｈ３ 条

级联通路进行研宄 。之前研究发现 ， ＭＡＰＫ 信号通路参与滋养细胞的增殖 ， 迁移和侵袭 ，

分化和凋亡等功能中
［ １ ８ ３

＇ １ ８ ４
］

， 滋养细胞的迁移侵袭功能的发挥往往很多时候通过激活

ＭＡＰＫ 通路而实现 ， 比如 ＥＧＦ 能同时激活 Ｐ Ｉ ３Ｋ 和 ＭＡＰＫ 信号通路促进滋养细胞分泌 ＭＭＰ９

和 Ｔ ＩＭＰ １

［
１ ８ ５

］

， ＴＮＦ
－

ａ 和 ＬＡＭＡ４ 通过激活 ＭＡＰＫ 通路诱导滋养细胞 ＭＭＰ９ 的表达 ， 增加滋

养细胞的侵袭功能
［

１ ８６
‘

１ ８ ７
］

。 我们本研宄发现 ， 滋养细胞的＿ ９ 之所 以能够上调 ， 初步

猜测是 由于加入菟丝子总黄酮 １ ２ｈ 后 ， ＭＡＰＫ 信号通路被激活 ， 在不影响总 ＥＲＫ 和总

７ ６





览丝子 总黄酮调控 ｍ ｉ Ｒ ＮＡ
－

１ ２６
－

３ｐ 促进 滋 养细胞便袭 功 能 机制研 究


Ｐ ３８ 蛋 白表达的条件下 ， ＥＲＫ 和 Ｐ ３ ８ 的磷酸化水平表达升高 ， 在加药 ｌ ｈ 左右的磷酸化

水平升高最明显 ， 与此同时 ， 上调 了ｐ
－

ＡＫＴ （４ ７ ３ ） 和 Ｐ
－

ＡＫＴ （ ３０ ８ ） 蛋 白水平提高 ， 总 ＡＫＴ

蛋 白不影响 。 对于 ＡＫＴ 通路 ， 此前有研宄报导激活 Ｐ Ｉ ３Ｋ／ＡＫＴ 通路能增加滋养细胞的

迁移和侵袭功能 ， 其中 ＡＫＴ １ ， ＡＫＴ３ 参与到滋养细胞的迁移过程 ， 而 ＡＫＴ２ 可能参与代

谢过程或者细胞存活状态 ， 对滋养细胞的迁移功能无太大影响
［ １ ８８ ］

。 本研宄发现菟丝子

总黄酮能上调 ＡＫＴ
（４ ７ ３ ） 和 ＡＫＴ

（ ３ ０８ ） 的磷酸化水平的表达 。

研宄报导 Ｎｏ ｔ ｃｈ ｌ 通过激活 Ｐ Ｉ ３Ｋ／ＡＫＴ 信号通路调控 ＭＭＰ １ ４ 的表达 ， 而 ＭＭＰ ｓ 的功

能影响肿瘤细胞侵袭能力方面依赖于 Ｎｏ ｔ ｃｈ 通路
ｔ
ｌ ８９ ］

， 不同细胞种类中存在 Ｐ Ｉ ３Ｋ／ＡＫＴ

和 Ｎｏ ｔ ｃｈ ｌ 的信号传导
［

１Ｗ
，Ｎｏ ｔ ｃｈ 信号通路中 Ｎｏ ｔ ｃｈ ｌ 和 Ｎｏ ｔ ｃｈ２ 往往表达与母胎界面

当 中 ， 维持正常的胎盘形成 ， 种植 ， 蜕膜化 ， 母胎界面容受性
［

１ ９ １
＿

１ ９ ２ ］

， 调节滋养细胞

的侵袭 ， 分化等
［

１ ９ ３
‘ １ ９ ４ ］

， 我们研宄首次发现菟丝子总黄酮 同时能显著增加 Ｎｏ ｔ ｃｈ ｌ 和

Ｎｏ ｔ ｃｈ２ 的表达 ， 这有可能是 Ｎｏ ｔ ｃｈ 通路也参与到菟丝子总黄酮增加 ＥＶＴ 细胞 ＭＭＰ９ 的

表达当 中 。 Ｎｏ ｔ ｃｈ ，ＭＡＰＫ 和 ＡＫＴ 通路的协同作用有少数研宄报导 ， 有研宄提出 ＣＣＮ３

能通过 ＥＲＫ １ ／２ ，ＡＫＴ 和 Ｎｏ ｔ ｃ ｈ／ｐ２ １ 通路调节 ＪＥＧ３ 细胞的增殖和迁移 ， 糖基化和非糖

基化模式的 ＣＣＮ３ 与 ＭＭＰ２ 和 ＭＭＰ９ 的表达增加有关
［
１ ９ ５

］

。 ＥＧＦＬ ７ 能通过 ＭＡＰＫ ， Ｐ Ｉ ３Ｋ 和

Ｎｏ ｔ ｃｈ ｌ 信号通路促进滋养细胞的迁移和侵袭 ， 敲除 Ｎｏ ｔ ｃｈ ｌ 后 ， 滋养细胞的迁移功能

降低 ， 且 ＥＧＦＬ７ 表达也相应下降
＿

。 这正好与我们研宄得 出 ＭＡＰＫ ，ＡＫＴ 和 Ｎｏ ｔ ｃｈ 信号

通路的协同作用相
一

致 。 目 前 尚未有研宄表 明菟丝子总黄酮与 ＭＡＰＫ ， ＡＫＴ ， Ｎｏ ｔ ｃｈ３

条信号通路的相关关系 ， 从我们研宄表明 ， 菟丝子总黄酮能够通过 ＭＡＰＫ ， ＡＫＴ 和 Ｎｏ ｔ ｃｈ

信号通路促进滋养细胞的迁移和侵袭能力 ， 同时调控滋养细胞 内 ＭＭＰ９ 蛋 白和 ｍＲＮＡ 的

表达 。而 Ｎｏ ｔ ｃｈ 通路可能是 ＭＡＰＫ 和 ＡＫＴ 通路上的信号传导 ， 通过同时激活 ＭＡＰＫ 和 ＡＫＴ

信号通路来发挥作用 ， 可能是菟丝子总黄酮调控滋养细胞侵袭过程中 ＭＭＰ９ 表达是当

中
一

个重要的 中介 。 这也有可能是 ＭＭＰ９ 参与到 Ｎｏ ｔ ｃｈ 通路的反馈调节当 中 ， 才 引起

的与 Ｎｏ ｔ ｃ ｈ ， ＭＡＰＫ 和 ＡＫＴ 通路之间的复杂过程 ， 这或许就有理由可 以推测到在胎盘形

成过程 中 的相似的负反馈调节从而控制滋养细胞的过度侵袭 。

相似的机制研宄 中发现 Ｎｏ ｔ ｃｈ ｌ 信号通路能够促进滋养细胞的迁移和侵袭功能 ，

增加滋养细胞 ＭＭＰ９ 的分泌 ， 经用 ｓ ｉ ＲＮＡ 敲除 Ｎｏ ｔ ｃｈ ｌ 后 ， 抑制 ＮＦ
－

ｋＢ 信号通路 ， 下

调 ＭＭＰ９ 的表达 ， 从而抑制 了滋养细胞的迁移和侵袭
［

１ ９ ７
］

。 本次研宄中 ， Ｎｏ ｔ ｃｈ 信号通

路如何介导 ＭＡＰＫ 和 ＡＫＴ 通路上调菟丝子总黄酮 引 起的滋养细胞的 ＭＭＰ９ 的表达需要进

一

步的研究探讨 。 总的来说 ， 我们研究初次得出 了菟丝子总黄酮能够通过调控 ＭＭＰ９

来增加滋养细胞的迁移和侵袭功能 ， 同时发现 ＭＡＰＫ ，ＡＫＴ 和 Ｎｏ ｔ ｃｈ 信号通路能参与到

菟丝子总黄酮这个调控过程 ， 这为 了我们更好的 了解菟丝子总黄酮的药效作用 ， 而且

为更好的 了解滋养细胞的过度侵袭的负反馈调节的 内在机制 ， 这些结果为我们更好 了

解与侵袭相关的疾病发生病理机制 ， 比如 自然流产 ， 先兆子痫 ， 宫 内生长抑制 ， 并为

预防和治疗这些疾病提供了理论指导 。

７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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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面的实验结果 中 ， 我们发现菟丝子总黄酮可 以通过调控 ｍ ｉ ＲＮＡ １ ２ ６ ３ｐ 及其

靶基 因 ＰＬＸＮＢ２ 来促进滋养细胞的迁移和侵袭功能 ， 防治 自 然流产 ， 在本节实验中还

发现菟丝子总黄酮还可 以通过上调 ＭＭＰ ９ 的表达促进滋养细胞的功能 ， 那么在菟丝子

总黄酮 的这
一

调控过程 ， 是否 ｍ ｉ ＲＮＡ １ ２ ６ ３ ｐ 及 ＰＬＸＮＢ２ 与 ＭＭＰ９ 有相关的进
一

步调控

关系呢 ？ 目 前 己有研宄 中发现能够调控 ＭＭＰ９ 的 ｍ ｉ ＲＮＡ 比较多 ， 如在胶质母细胞瘤 中 ，

ｍ ｉ Ｒ ４ ９ １ ５ｐ 能够通过调控 ＭＭＰ９ 抑制神经胶质细胞瘤 的侵袭功能
［

１ ９ ８
］

； 而 ｍ ｉ ＲＮＡ ２ １ ８ 通

过下调 ＭＭＰ９ 的表达抑制 Ｓａｏ ｓ
－

２ 细胞的迁移和侵袭功能 ， 从而 引 起骨 肉瘤的发生
［ ］ ９ ９

］

；

在于妇产科疾病方面 ， 研究报导在先兆子痫患者中发现 ｍ ｉ ＲＮＡ ２ ０ ４ 显著上调 ， 并且通

过调控靶基因 ＭＭＰ９ 抑制滋养细胞的侵袭功能 而对于 自然流产发生机制 中 ， 尚未

发现 ｍ ｉ ＲＮＡ １ ２ ６ ３ｐ 与 ＭＭＰ ９ 的调控关系 。 我们知道 ＭＭＰ９ 在滋养细胞着床侵袭过程起

着重要 的作用 ， 而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 ６ ３ｐ 通过调控 ＰＬＸＮＢ２ 引 发抑制滋养细胞的侵袭功能 ， 那

么在这调控过程 ， 是否 同 时抑制 了ＭＭＰ ９ 的表达呢 ？ 这种协 同作用 的研宄 ， 有发现

ｍ ｉ Ｒ
－

３ ４ ６ 和 ｍ ｉ Ｒ
－

５ ８ ２
－

３ｐ 能够抑制 ＭＭＰ２ 及其 ＭＭＰ９ 来调控 ＥＧ ＶＥＧＦ 从而抑制滋养细胞

的侵袭功能 ， ｍ ｉ Ｒ ３ ４ ６ 和 ｍ ｉ Ｒ ５ ８ ２ ３ｐ 可能可 以作为诊断 ＥＧ
－

ＶＥＧＦ 相关产科疾病的标

记物
［ ２ ° １ ］

。 另外 ， 发现 ｍ ｉ Ｒ
－

２ ０ ３ 能下调靶基因 Ｒｏｂ ｏ ｌ
， 同时抑制 了ＥＲＫ 的磷酸化和 ＭＭＰ９

的表达 ， 从而抑制神经胶 质 细胞 的迁移和侵袭功 能 ， 说 明 了ｍ ｉ Ｒ ２ ０ ３ 通过干扰

Ｒｏｂ ｏ ｌ ／ＥＲＫ／ＭＭＰ９ 这
一

信号通路轴来抑制肿瘤细胞的迁移功能
［
２ ° ２ ］

。 这
一

系列 的研究也

正好可 以说明 ， 本研宄 中 ， ｍ ｉ ＲＮＡ １ ２ ６ ３ ｐ 可能是通过调控 ＰＬＸＮＢ２ 同时也抑制 了ＭＭＰ９

的表达 ， 这
一

协 同信号通路轴 的作用从而抑制 了滋养细胞的迁移和侵袭功能 ， 而菟丝

子总黄酮正好 引 发 了这
一

系列的过程 。 这与研究 中报导的 ｏｘＬＤＬ 能上调 ＨＡＳＭＣ ｓ 细胞

中 ｍ ｉ Ｒ ２ ９ｂ 表达 ， 下调靶基因 ＤＮＭＴ３ ｂ ， 进
一

步调控 ＭＭＰ ２ ／ＭＭＰ ９ ，
—

步步参与到细胞

的迁移功能当 中 ， 同时也说 明 了ｍ ｉ ＲＮＡ 介导的表观遗传调控可能是动脉粥样硬化疾病

发生病 因 的新机制
［
２ ° ３ ］

， 有着相 同之意 。 因此 ， 这是否可 以说明 ， 菟丝子总黄酮可能是

通过下调 了ｍ ｉ ＲＮＡ １ ２ ６
－

３ ｐ 的表达 ， 上调 ＰＬＸＮＢ２ ， 进
一

步上调 了ＭＭＰ ９ 的表达 ， 从而促

进 自 然流产疾病滋养细胞的迁移和侵袭功能呢 ？ 这需要在 以后 的时 间里继续加 以验

证和说 明 。

总 的来说 ， 本研宄中 ， 从基因层面 ， ｍ ｉ ＲＮＡ 以及 ｍＲＮＡ 等生物学过程阐述菟丝子总

黄酮促进滋养细胞迁移和侵袭功能 ， 防治 自 然流产的 内在机制作用 ， 更好的解释 了 菟

丝子总黄酮 的药理学机制 ， 为我们临床上使用菟丝子总黄酮提供 了
一

个理论依据 ， 以

此更好地指导临床用药 。

五 、 小结

总体来说 ， 菟丝子总黄酮作为治疗 自 然流产达到安胎作用 的常用药物 ， 其能够通

过增加滋养细胞 ＭＭＰ９ 的表达来增加滋养细胞迁移和侵袭能力 ， 同时通过激活 ＭＡＰＫ ，

ＡＫＴ 和 Ｎｏ ｔ ｃ ｈ 信号通路的相互信号传导发挥其预防和治疗 自然流产 的药效作用 。

７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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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一

、 结论 ：

（

一

）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６
＿

３ｐ 在 自 然流产绒毛组织 中 表达上调 ， 在滋养细胞 内 过表达

ｍ ｉＲＮＡ
－

１ ２６
－

３ｐ 能抑制细胞的迁移和侵袭能力 ， 干扰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６
－

３ｐ 后其迁移和侵袭能

力增加 。

（二 ） 用米非司酮诱导 己转染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６
－

３ｐｍ ｉｍ ｉ ｃ 的滋养细胞 ， 模拟构建 自然流产

状态滋养细胞模型 。 证实 ３ ０ｙ ｍｏ ｌ ／Ｌ 的米非司酮造模后能抑制滋养细胞迁移能力 ， 同

时上调滋养细胞 内 ｒａ ｉ ＲＮＡ
－

１ ２６
－

３ｐ 的表达 。 此模型 的迁移和侵袭能力 明 显 降低 ，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６
－

３ｐ 表达明显上调 。

（三 ） 深入研究发现菟丝子总黄酮能明显增加滋养细胞的迁移和侵袭能力 ， 且能通过

激活 ＭＡＰＫ／ＡＫＴ／Ｎｏ ｔ ｃｈ 通路上调 ＭＭＰ９ 的表达 。

（ 四 ） 菟丝子总黄酮能下调 自然流产状态滋养细胞模型 ｒａ ｉ ＲＮＡ
－

１ ２６
－

３ｐ 的表达 ， 同时

提高其迁移和侵袭能力 ， 说明菟丝子总黄酮能通过调控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６
＿

３ｐ 来促进滋养细

胞的迁移和侵袭能力 。

（ 五 ） 菟丝子总黄酮通过调控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６
－

３ｐ 下游的 ＰＬＸＮＢ２ 蛋 白进
一

步影响 自 然流产

状态细胞模型滋养细胞的迁移和侵袭功能 。 体现其安胎 ， 防治流产的细胞药理作用 。

二 、 创新之处 ：

（

一

） 进
一

步明确米非司酮能抑制滋养细胞的迁移和侵袭功能 ， 同时将米非司酮干预

过表达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６
－

３ｐ 的滋养细胞 ， 构建 自然流产状态滋养细胞模型 ， 并 以此模型探

讨菟丝子总黄酮补肾安胎的药理学机制 。

（ 二 ） 深 入研 宄 菟 丝子 总 黄 酮 的 作 用 机 制 ， 发 现菟 丝 子 总 黄 酮 能 通 过 调 控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６
＿

３ｐ 来促进滋养细胞的迁移和侵袭能力 ， 并且发现菟丝子总黄酮能进
一

步通

过调控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６
－

３ｐ 的下游靶基因 ＰＬＸＮＢ２ 实现其促进 自 然流产状态细胞模型的滋养

细胞的迁移和侵袭能力 。

三 、 不足与展望 ：

（

一

） 仅研宄菟丝子总黄酮对滋养细胞的迁移和侵袭功能影响 的药效机制 ， 未进行对

滋养细胞其他功能的研宄 。

（ 二 ） 大部分实验都在加药干预进行 １ ２ｈ 所进行 ， 在 以后 的研宄中 ， 可 以增加菟丝子

总黄酮的作用时间段 。

（三 ） 展望 ： 本研究发现 了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６
－

３ｐ 对 自然流产发生的重要作用 ， 其表达的上

调可能是引 发 自 然流产病理机制之
一

。 同时结合用米非司 酮干预转染后的滋养细胞构

建 自 然 流 产 状 态 滋 养 细 胞 模 型 ， 进
一

步 发 现 菟 丝 子 总 黄 酮 不 仅 能 通 过 调 控

ＭＡＰＫ／ＡＫＴ／Ｎｏ ｔ ｃ ｈ 信号通路增加正常滋养细胞的 ＭＭＰ９ 的表达从而促进其迁移和侵袭功

７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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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 还能通过调控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６
－

３ｐ 及其下游的靶基因 ＰＬＸＮＢ２ 来增加 自然流产状态细胞

模型滋养细胞的迁移和侵袭能力 ， 以实现菟丝子总黄酮补肾安胎的药效 。 但 由于时间

因素 ， 尚未能进
一

步探讨菟丝子总黄酮调控 ＰＬＸＮＢ２ 蛋 白 的 内在机制 ， 在后续实验中 ，

可 以继续深入研究菟丝子总黄酮是通过哪个信号通路实现对 ＰＬＸＮＢ２ 蛋 白 的调控 ， 从

而
一

步步调控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６
－

３ｐ 的作用机制 。

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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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ｂｏｒ ｔ ｉ ｏｎ ［Ｊ ］ ，Ｐ ｌ ｏＳｏｎ ｅ
，２０ １ ３

，

８ （９ ） ： ｅ ７ ５ ７ ５９ ．

［ １ ２ ］Ｓ ｅ ｒｅ ｓｈｋ ｉＮ
，Ｇｈａｒａｇｏ ｚ ｌ ｏｏＭ

，Ｏｓ ｔａｄ ｉＶ
，ｅ ｔａ ｌ ．Ｖａｒ ｉ ａ ｔ ｉ ｏｎ ｓｉ ｎＴ

－

ｈ ｅ ｌ ｐｅ ｒ１ ７ａｎ ｄｒ ｅ ｇｕ ｌ ａｔ ｏｒｙ

Ｔｃ ｅ ｌ ｌ ｓｄｕｒ ｉ ｎｇｔ
ｈｅｍｅｎ ｓ ｔ ｒｕａ ｌｃ ｙ ｃ ｌ ｅｉ ｎ

ｐ ｅｒ ｉ ｐｈ ｅｒａ ｌｂ ｌ ｏｏ ｄｏ ｆｗｏｍｅ ｎｗ ｉ ｔ ｈｒ ｅ ｃ ｕｒｒｅｎ ｔｓｐｏｎ ｔａｎ ｅｏｕ ｓ

ａｂｏｒ ｔ ｉ ｏｎ ［ Ｊ ］ ．Ｉ ｎ ｔ ｅｒｎａ ｔ ｉ ｏｎａ ｌｊ ｏｕｒｎａ ｌｏ ｆｆｅｒ ｔ ｉ ｌ ｉ ｔ ｙ＆ｓ ｔ ｅｒ ｉ ｌ ｉ ｔ ｙ ，２ ０ １ ４
，８ （ １ ） ： ５ ９ ．

［
１ ３

］ＷｕＬ ，ＬｕｏＬ
，ＺｈａｎｇＹ ，ｅ ｔａ ｌ ．Ａ ｌ ｔ ｅｒ ａｔ ｉ ｏｎｏｆＴｈ ｌ ７ａｎ ｄＴｒｅｇｃ ｅ ｌ ｌ ｓｉ ｎｐａ ｔ ｉ ｅｎ ｔ ｓｗ ｉ ｔ ｈ

ｕｎ ｅｘｐ ｌ ａ ｉ ｎ ｅｄｒｅ ｃｕｒｒ ｅ ｎ ｔｓｐｏｎ ｔａｎ ｅｏｕ ｓａｂｏｒ ｔ ｉ ｏｎｂ ｅ ｆｏｒ ｅａｎ ｄａｆｔ ｅｒｌ ｙｍｐｈｏｃ ｙ ｔ ｅｉ ｍｍｕｎ ｉ ｚａｔ ｉ ｏｎ

ｔｈ ｅｒａｐｙ ［ Ｊ ］ ．ＲｅｐｒｏｄＢ ｉ ｏ ｌＥｎ ｄｏ ｃｒ ｉ ｎｏ ｌ
，２０ １ ４

，
１ ２ ： ７４ ．

［ １ ４ ］Ｄｅｎ ｄｒ ｉ ｎｏ ｓＳ
，Ｄｅ ｌ ｉ ｖ ｅ ｌ ｉ ｏ ｔｏｕＡ

，Ａｎａ ｓ ｔａｓ ｉ ｏｕＡ
，ｅ ｔａ ｌ ．Ｒｏ ｌ ｅｏ ｆｃｏａｇｕ ｌａｔ ｉ ｏｎｆａｃ ｔ ｏｒＸ Ｉ Ｉ

ｉ ｎｕｎｅ ｘｐ ｌ ａ ｉ ｎｅ ｄｒｅ ｃ ｕｒｒ ｅｎ ｔａｂｏｒ ｔ ｉ ｏｎ ｓｉ ｎｔｈ ｅＧｒ ｅ ｅ ｋｐｏｐｕ ｌ ａ ｔ ｉ ｏｎ ．［ Ｊ ］ ．Ｔｈ ｅＪｏｕｒｎａ ｌｏｆ

ｒｅｐｒｏｄｕ ｃ ｔ ｉ ｖ ｅｍｅｄ ｉ ｃ ｉ ｎ ｅ
，２ ０ １ ３

，５９ （ １

－

２ ） ： ５６
－

６ ２ ．

８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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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５ ］Ｐｒ ｅ ｓ ｔｏｎＦＥ ，Ｒｏ ｓ ｅｎｄａａ ｌＦＲ
，Ｗａ ｌｋ ｅｒＩＤ

，ｅｔａ ｌ ．Ｉ ｎ ｃｒｅａｓ ｅｄｆｅ ｔａ ｌｌ ｏ ｓ ｓｉｎｗｏｍｅｎｗ ｉ ｔｈ

ｈｅｒ ｉ ｔａｂ ｌ ｅｔｈｒｏｍｂｏｐｈ ｉ ｌ ｉ ａ ．［Ｊ］ ．Ｌａｎｃ ｅ ｔ
，１ ９９６

，３４８ （９０ ３ ２ ） ： ９ １ ３
－

９ １ ６ ．

［
１ ６ ］Ｂａｎｅｒ ｊ ｅｅ Ｐ

，Ｄｕｔ ｔ ａ Ｍ
，Ｓ ｒ ｉｖａｓ ｔ ａｖａ Ｓ

，ｅ ｔａ ｌ ．１Ｈ ＮＭＲＳｅｒｕｍ Ｍｅｔａｂｏｎｏｍ ｉ ｃ ｓｆｏｒＵｎｄｅｒ ｓ ｔａｎｄ ｉｎｇ

Ｍｅ ｔａｂｏ ｌ ｉ ｃＤｙｓｒ ｅ ｇｕ ｌ ａｔ ｉ ｏｎｉ ｎＷｏｍｅｎｗ ｉ ｔｈＩ ｄ ｉ ｏｐａｔｈ ｉ ｃ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ｔＳｐ ｏｎｔａｎｅｏｕ ｓＭ ｉ ｓ ｃａｒｒ ｉ ａｇｅ

ｄｕｒ ｉ ｎｇＩｍｐ ｌ ａｎｔａｔ ｉ ｏｎＷ ｉ ｎｄｏｗ ［Ｊ ］ ，Ｊｏｕｒｎａ ｌｏｆｐｒｏ ｔ ｅｏｍｅｒｅ ｓ ｅａｒｃｈ
，２０ １ ４

，
１ ３ （６ ） ： ３ １ ００

－

３ １ ０６ ．

［ １ ７ ］Ｚ ｏｎｇＣ ，ＳｈａＹ
，Ｘ ｉ ａｎｇＨ ，ｅ ｔａ ｌ ．Ｇ ｌｕｔａｔｈ ｉ ｏｎｅＳ ｔｒａｎ ｓ ｆ ｅｒａｓ ｅＡｌｐｏ ｌ ｙｍｏｒｐｈ ｉ ｓｍａｎｄｔｈ ｅ

ｒ ｉ ｓ ｋｏｆｒ ｅｃｕｒｒｅｎｔｓｐｏｎｔａｎｅｏｕ ｓａｂ ｏｒｔ ｉ ｏｎｉ ｎＣｈ ｉｎｅ ｓ ｅＨａｎ
ｐｏｐｕ ｌ ａｔ ｉ ｏｎ

 ［Ｊ ］ ．Ｊｏｕｒｎａ ｌｏｆａｓ ｓ ｉ ｓ ｔ ｅ ｄ

ｒ ｅｐｒｏｄｕ ｃ ｔ ｉ ｏｎａｎｄｇ ｅｎｅ ｔ ｉ ｃ ｓ
，２０ １ ４

，
３ １

（３ ）
： ３ ７９

－

３８２ ．

［ １ ８ ］ＭａｒａｋａＳ ，Ｓ ｉｎｇｈＯ ｓｐ ｉｎａＮＭ
，Ｏ

’

ＫｅｅｆｆｅＤＴ
，ｅ ｔａ ｌ ．Ｓｕｂ ｃ ｌ ｉｎ ｉ ｃａ ｌＨｙｐｏ ｔｈｙｒｏ ｉ ｄ ｉ ｓｍｉ ｎ

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 ：ＡＳｙ ｓ ｔ ｅｍａｔ ｉ ｃＲｅｖ ｉ ｅｗａｎｄＭｅ ｔａ
－

ａｎａ ｌｙ ｓ ｉ ｓ ．［Ｊ］ ，Ｔｈｙｒｏ ｉ ｄＯｆｆ ｉ ｃ ｉ ａ ｌＪｏｕｒｎａ ｌｏｆｔｈｅ

Ａｍｅｒ ｉ ｃａｎＴｈｙｒｏ ｉ ｄＡｓ ｓ ｏｃ ｉａｔ ｉ ｏｎ
，２ ０ １ ６

，
２６ （４ ） ： ５ ８０ ．

［ １ ９ ］Ｖ ｅ ｌｋｅｎ ｉ ｅｒ ｓ Ｂ
，Ｖａｎ Ｍ Ａ

，ＰｏｐｐｅＫ
，ｅ ｔａｌ ．Ｌｅｖｏｔｈｙｒｏｘ ｉｎｅｔｒ ｅａｔｍｅｎ ｔａｎｄｐｒｅｇｎａｎｃ ｙ

ｏｕｔ ｃｏｍｅ

ｉ ｎｗｏｍｅｎｗ ｉ ｔｈｓｕｂｃ ｌ ｉｎ ｉ ｃａｌｈｙｐｏｔｈｙｒｏ ｉ ｄ ｉ ｓｍｕｎｄｅｒ ｇｏ ｉｎｇａｓ ｓ ｉ ｓ ｔ ｅ ｄｒ ｅｐｒｏｄｕｃｔ ｉ ｏｎｔ ｅｃｈｎｏ ｌｏｇ ｉ ｅ ｓ ：

ｓ ｙ ｓ ｔ ｅｍａｔ ｉ ｃｒｅｖ ｉ ｅｗａｎｄｍｅ ｔａ
－

ａｎａｌ ｙ ｓ ｉ ｓｏｆＲＣＴｓ ． ［Ｊ ］ ．ＨｕｍａｎＲｅｐｒｏ ｄｕｃ ｔ ｉ ｏｎＵｐｄａｔ ｅ ，

２０ １ ３
，１ ９ （ ３ ） ： ２ ５ １ ．

［
２０ ］Ｇａｒｒ ｉ ｄｏｇ ｉｍｅｎｅｚＣ

，Ａ ｌ ｉ
ｊ ｏｔａｓｒ ｅ ｉ ｇＪ ．Ｒ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ｍ ｉ ｓ ｃａｒｒ ｉ ａｇｅ ：ｃａｕ ｓ ｅ ｓ

，ｅｖａ ｌ ｕａｔ ｉ ｏｎａｎ 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Ｊ ］ ．Ｐｏ ｓ ｔ ｇｒａｄｕａｔ ｅＭｅｄ ｉ ｃａ ｌＪｏｕｒｎａｌ ，２ ０ １ ５
，
９ １ （ １ ０７３ ） ： １ ５ １ ．

［ ２ １ ］ＴａｋａｏＴ
，ＡｓａｎｏｍａＫ

，
ＫａｔｏＫ

，ｅｔａｌ ．Ｉ ｓ ｏ ｌ ａｔ ｉ ｏｎａｎｄｃｈａｒａｃ ｔ ｅｒ ｉ ｚａｔ ｉ ｏｎｏｆｈｕｍａｎ

ｔｒｏｐｈｏｂ ｌ ａ ｓｔｓ ｉ ｄ ｅ
－

ｐｏｐｕ ｌ ａｔ ｉ ｏｎ（ＳＰ ）ｃ ｅ ｌ ｌ ｓｉｎｐｒ ｉｍａｒｙｖ ｉ ｌ ｌ ｏｕｓｃｙｔｏ ｔｒｏｐｈｏｂ ｌ ａｓ ｔ ｓａｎｄ

ＨＴＲ
－

８／ＳＶｎｅｏｃ ｅ ｌ ｌｌ ｉ ｎｅ ［Ｊ ］ ，ＰＬｏＳＯｎｅ
，２０ １ １

，
６ （ ７ ） ： ｅ２ １ ９９０ ．

［ ２２ ］Ｌｕｎｇｈ ｉＬ
，Ｆｅｒｒｅ ｔ ｔ ｉＭＥ

，Ｍｅｄ ｉ ｃ ｉＳ
，

ｅ ｔａ ｌ ．Ｃｏｎｔｒｏ ｌｏ ｆｈｕｍａｎｔｒｏｐｈｏｂ ｌ ａｓ ｔｆｕｎｃ ｔ ｉ ｏｎ
［Ｊ ］ ．

ＲｅｐｒｏｄＢ ｉ ｏ ｌＥｎｄｏｃｒ ｉｎｏ ｌ
，２００ ７

，５ （６ ） ： ｂ２ ０ ．

［ ２ ３ ］Ｃｒｏ ｓ ｓＪＣ ，Ｈｅｍｂ ｅｒｇｅｒＭ ，ＬｕＹ
，

ｅ ｔａ ｌ ．Ｔｒｏｐｈｏｂ ｌ ａ ｓ ｔｆｕｎｃ ｔ ｉ ｏｎ ｓ
，

ａｎｇ ｉ ｏｇ ｅｎｅ ｓ ｉ ｓａｎｄ

ｒ ｅｍｏｄｅ ｌ ｉ ｎｇｏ ｆｔｈｅｍａｔ ｅｒｎａｌｖａ ｓ ｃｕｌ ａｔｕｒｅｉ ｎｔｈｅｐ ｌ ａｃｅｎｔａ ｔ ｊ ］ ．Ｍｏ ｌ ｅｃｕ ｌ ａｒａｎｄｃｅ ｌ ｌｕｌ ａｒ

ｅｎｄｏ ｃｒ ｉ ｎｏ ｌ ｏｇｙ ，２ ００２
，１ ８ ７ （ １

） ： ２ ０ ７
－

２ １ ２ ．

［ ２４ ］ｆｆｅ ｉＤ
，ＷｕＱ ，Ｓｈ ｉＨ ．Ａｐｏｐ ｔ ｏ ｓ ｉ ｓａｎｄｐ ５３ｅｘｐｒ ｅ ｓ ｓ ｉ ｏｎｉｎｔｈｅｐ ｌ ａｃｅｎ ｔａ ｌｖ ｉ ｌ ｌ ｉｏｆｆｅｍａ ｌ ｅ ｓ

ｗ ｉ ｔｈｕｎｅｘｐ ｌ ａ ｉ ｎ ｅｄｒ ｅ ｃｕｒｒｅｎ ｔｓ ｐｏｎｔａｎ ｅｏｕ ｓａｂｏｒｔ ｉ ｏｎ ［Ｊ］ ．Ｅｘｐｅｒ ｉ ｍｅｎｔａ ｌａｎｄｔｈｅｒａｐ ｅｕｔ ｉ ｃ

ｍｅｄ ｉ ｃ ｉ ｎｅ
，２０ １ ４

，７ （
１ ） ：１ ９ １

－

１ ９４ ．

［ ２ ５ ］ＳｈａｎｇＷ ，ＳｈｕＭＭ
，Ｌ ｉ ｕＭ

，ｅ ｔａ ｌ ．Ｅ ｌ ｅｖａｔ ｅｄｅｘｐｒ ｅ ｓ ｓ ｉ ｏｎｓｏ ｆｐ５ ３ ，ＣＤＫＮＡ １
，ａｎｄＢａｘｉｎ

ｐ ｌ ａｃ ｅｎｔａ ｌｖ ｉ ｌ ｌ ｉｆｒｏｍｐａｔ ｉ ｅｎｔ ｓｗ ｉ ｔｈｒ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ｓｐｏｎｔａｎｅｏｕ ｓａｂｏｒ ｔ ｉ ｏｎ ［Ｊ ］ ．ＥｕｒＲｅｖＭｅｄ

Ｐｈａｒｍａｃ ｏ ｌＳ ｃ ｉ
，２０ １ ３

，１ ７ （２４ ） ： ３ ３７６
－

３３ ８０ ．

［ ２ ６ ］ 杨兴爽 ． 正常早孕与稽留流产绒毛组织结构 中 Ｂａｘ 和 Ｂｃ ｌ
－

２ 蛋 白表达的对 比研究 ［Ｊ］ ．

中 国实用 医药 ，
２ ０ １ ４  （ ７ ） ： ３

－

４ ．

［ ２ ７ ］ 张琳琳 ， 张晓萍 ， 刘媛 ． 肿瘤坏死因子 ｅｘ 诱导早孕原代培养细胞滋养细胞的凋亡 ［Ｊ ］ ．

安徽医学 ，
２０ １ ４

，３ ５ （ １ ） ： ８３
－

８４ ．

［ ２ ８ ］Ｂｏ ｌｎ ｉ ｃｋＪ ，Ａ ｌｂ ｉ ｔ ａｘＬ
，Ｌａ ｉ ｄ ｌ ｅｒＬＬ

，ｅ ｔａ ｌ ．Ｂ ｌ ｏｃｋ ｉｎｇ
Ｅｐ ｉ ｄｅｒｍａｌＧｒｏｗｔｈＦａｃｔｏｒＲｅｃ ｅｐｔｏｒ

Ｓ ｉ ｇｎａ ｌ ｉ ｎｇｉ ｎＨＴＲ
－

８／ＳＶｎｅｏＦ ｉｒｓ ｔＴｒ ｉｍｅ ｓ ｔ ｅｒＴｒｏｐｈｏｂ ｌ ａｓ ｔＣｅ ｌ ｌ ｓＲｅ ｓｕ ｌ ｔ ｓｉｎＤｅｐｈｏ ｓ ｐｈｏｒｙ ｌ ａｔ ｉ ｏｎ

ｏｆＰＫＢａ／ＡＫＴａｎｄＩ ｎｄｕｃ ｅ ｓＡｐｏｐｔ ｏ ｓ ｉ ｓ ［Ｊ ］ ．Ｏｂ ｓ ｔ ｅ ｔｒ ｉ ｃ ｓａｎｄｇｙｎｅｃｏ ｌｏｇｙｉｎ ｔ ｅｒｎａｔ ｉ ｏｎａ ｌ
，

２０ １ １
，
２０ １ １ ．

［ ２９ ］ＰｒａｋａｓｈＧＪ ，ＳｕｍａｎＰ
，Ｐｒ ｉ ｅ ｔｏＤＭＭ

，ｅ ｔａ ｌ ．Ｌｅｕｋａｅｍ ｉ ａｉｎｈ ｉｂ ｉ ｔｏｒｙｆａｃ ｔｏｒｍｅｄ ｉ ａｔ ｅ ｄ

８２





策丝子 总黄酮调控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６
－

３ ｐ 促进 滋 养细胞使袭功 能机 制研 究


ｐｒｏ ｌ ｉ ｆｅｒａｔ ｉ ｏｎｏ ｆＨＴＲ
－

８／ＳＶｎｅｏｔ ｒｏｐｈｏｂ ｌ ａ ｓ ｔｃ ｅ ｌ ｌ ｓｉ ｓｄ ｅｐｅｎ ｄｅｎ ｔｏｎａｃ ｔ ｉ ｖａｔ ｉ ｏｎｏｆ

ｅ ｘ ｔ ｒａｃ ｅ ｌ ｌ ｕ ｌ ａｒｓ ｉ ｇｎａ ｌ
－

ｒ ｅｇｕ ｌ ａｔ ｅｄｋ ｉ ｎａｓ ｅ１ ／２ ［ Ｊ ］ ．Ｒｅｐｒｏｄｕｃ ｔ ｉ ｏｎ
，Ｆｅｒ ｔ ｉ ｌ ｉ ｔ ｙａｎ ｄＤｅｖ ｅ ｌ ｏｐｍｅｎ ｔ ，

２０ １ １
，２３ （５ ） ： ７ １ ４

－

７ ２４ ．

［ ３ ０ ］Ｘ ｉ ｅＹ
，Ｃｕ ｉＤ

，Ｓｕ ｉＬ
，ｅ ｔａ ｌ ．Ｉ ｎｄｕｃ ｔ ｉ ｏｎｏｆｆｏｒｋｈｅａｄｂｏｘＭ ｌ （ＦｏｘＭ ｌ ）ｂｙＥＧＦｔｈｒｏｕｇｈ

ＥＲＫｓ ｉ ｇｎａ ｌ ｉ ｎｇｐａｔｈｗａｙｐｒｏｍｏ ｔ ｅ ｓｔｒ ｏｐｈｏｂ ｌ ａ ｓ ｔｃ ｅ ｌ ｌｉｎｖａｓ ｉ ｏｎ ［Ｊ ］ ，Ｃｅ ｌ ｌａｎｄｔ ｉ ｓ ｓｕ ｅｒ ｅ ｓ ｅ ａｒ ｃｈ
，

２ ０ １ ５
，３６ ２（ ２ ） ： ４２ １

－

４３０ ．

［ ３ １ ］Ｔ ｉ ａｎＦ
，Ｑ ｉ ｎＣ

，Ｌ ｉＸ
，ｅ ｔａ ｌ ．Ｄｅ ｃｒｅａｓ ｅｄＳ ｔａｔｈｍ ｉ ｎ

－

１Ｅｘｐｒ ｅ ｓ ｓ ｉ ｏｎＩ ｎｈ ｉ ｂ ｉ ｔ ｓＴｒｏｐｈｏ ｂ ｌ ａｓ ｔ

Ｐｒｏ ｌ ｉ ｆｅｒａｔ ｉ ｏｎａｎｄＩ ｎｖａｓ ｉ ｏｎａｎｄＩ ｓＡ ｓ ｓ ｏ ｃ ｉ ａｔ ｅ ｄｗ ｉ ｔｈＲｅ ｃｕｒｒ ｅｎ ｔＭ ｉ ｓ ｃａｒｒ ｉ ａｇｅ ［Ｊ ］ ．Ｔｈ ｅＡｍｅｒ ｉ ｃａｎ

ｊ ｏｕｒｎａ ｌｏ ｆｐａｔｈｏ ｌ ｏｇｙ ，２０ １ ５
，

１ ８ ５ （ １ ０ ） ： ２ ７０９
－

２ ７ ２ １ ．

［ ３ ２ ］Ａ ｓ ｔ ｕ ｔ ｉＹ
，Ｎａｋａｂａｙａ ｓｈ ｉＫ

，Ｄｅ ｇｕ ｃｈ ｉＭ
，ｅ ｔａ ｌ ．Ｈｕｍａｎｒｅｃｏｍｂ ｉ ｎａｎ ｔＨ２ｒｅ ｌ ａｘ ｉ ｎｉ ｎ ｄｕ ｃ ｅ ｓ

ＡＫＴａｎｄＧＳＫ３ Ｐｐｈｏ ｓｐｈｏｒｙ ｌ ａｔ ｉ ｏｎａｎｄＨＴＲ
－

８ ／ＳＶｎｅ ｏｃ ｅ ｌ ｌｐｒｏ ｌ ｉ ｆｅｒａｔ ｉ ｏｎ ［ Ｊ ］ ．Ｋｏｂ ｅＪｏｕｒｎａ ｌｏ ｆ

Ｍｅｄ ｉ ｃａ ｌＳｃ ｉ ｅ ｎ ｃ ｅ ｓ
，２０ １ ５

，
６ １ （ １ ） ： Ｅ １

－

Ｅ８ ．

［ ３ ３ ］ＺｏｎｇＳ ，Ｌ ｉＣ
，ＬｕｏＣ

，ｅ ｔａ ｌ ．Ｄ ｙ ｓｒ ｅ ｇｕ ｌ ａｔ ｅ ｄｅ ｘ ｐｒ ｅ ｓ ｓ ｉ ｏｎｏ ｆＩ ＤＯｍａｙｃａｕ ｓ ｅｕｎ ｅｘｐ ｌ ａ ｉ ｎ ｅ ｄ

ｒ ｅｃｕｒｒｅｎ ｔｓ ｐｏｎｔ ａｎ ｅ ｏｕ ｓａｂｏｒ ｔ ｉ ｏｎｔｈｒｏｕｇｈｓ ｕｐｐｒ ｅ ｓ ｓ ｉ ｏｎｏｆｔｒｏｐｈｏｂ ｌ ａｓ ｔｃ ｅ ｌ ｌｐｒｏ ｌ ｉ ｆｅｒａｔ ｉ ｏｎａｎｄ

ｍ ｉ ｇｒａ ｔ ｉ ｏｎ ［Ｊ ］ ，Ｓ ｃ ｉ ｅｎ ｔ ｉ ｆ ｉ ｃｒ ｅｐｏｒ ｔ ｓ ，２ ０ １ ６
，
６ ．

［ ３４ ］Ｊ ｉ ａＲ
，Ｒｕ ｉＣ

，Ｌ ｉＪ ，ｅ ｔａ ｌ ．ＣＤＸ １ｒ ｅ ｓ ｔｒ ｉ ｃ ｔ ｓｔ ｈ ｅｉ ｎｖａ ｓ ｉ ｏｎｏ ｆＨＴＲ
－

８／ＳＶｎｅｏｔｒｏｐｈｏｂ ｌ ａｓ ｔ

ｃ ｅ ｌ ｌ ｓｂ ｙｉ ｎｈ ｉ ｂ ｉ ｔ ｉ ｎｇＭＭＰ
－

９ｅｘｐｒ ｅ ｓ ｓ ｉ ｏｎ ［Ｊ ］ ．Ｐ ｌ ａｃｅｎ ｔａ
，２ ０ １ ４

，３ ５ （ ７ ） ： ４ ５０
－

４５４ ．

［ ３ ５ ］Ｊ ｉ ａＲ
，Ｄ ｉ ｎ ｇＧ ，ＧｕＣ

，ｅ ｔａ ｌ ．Ｃｄｘ２ｅｎｈａｎｃ ｅ ｓｈ ｔｒ
－

８／ｓ ｖｎ ｅｏｔｒｏｐｈｏｂ ｌ ａｓ ｔｃ ｅ ｌ ｌｉ ｎｖａｓ ｉ ｏｎ

ｂ ｙａ ｌ ｔ ｅｒ ｉ ｎｇｔｈｅｅｘｐｒ ｅ ｓ ｓ ｉ ｏｎｏ ｆｍａｔ ｒ ｉ ｘｍｅ ｔａ ｌ ｌ ｏｐｒｏ ｔ ｅ ｉ ｎａ ｓ ｅ ｓ ［Ｊ ］ ．Ｃ ｅ ｌ ｌ ｕ ｌ ａｒＰｈ ｙ ｓ ｉ ｏ ｌ ｏｇｙａｎ ｄ

Ｂ ｉ ｏ ｃｈｅｍ ｉ ｓ ｔｒｙ ，２ ０ １ ４
，３ ４ （３ ） ： ６ ２ ８

－

６ ３ ６ ．

［
３ ６ ］Ｋｒ ｉ ｖｏｋｕｃａＭＪ ，Ｓ ｔ ｅ ｆａｎｏ ｓｋａＩ

，Ｒａｂ ｉＴＡ
，ｅ ｔａ ｌ ．Ｐｈａｒｍａｃｏ ｌ ｏｇ ｉ ｃａ ｌｉ ｎｈ ｉ ｂ ｉ ｔ ｉ ｏｎｏ ｆＭ Ｉ Ｆ

ｉ ｎ ｔ ｅｒ ｆｅｒ ｅ ｓｗ ｉ ｔｈｔｒ ｏｐｈ ｏｂ ｌ ａｓ ｔｃ ｅ ｌ ｌｍ ｉ ｇｒａｔ ｉ ｏｎａｎｄ ｉ ｎｖ ａｓ ｉ ｖ ｅｎ ｅ ｓ ｓ ［ Ｊ ］ ，Ｐ ｌ ａｃ ｅｎ ｔａ
，

２ ０ １ ５
，
３６

 （ ２ ） ： １ ５ ０
－

１ ５ ９ ．

［ ３ ７ ］ＷａｎｇＬ ，ＹｕＹ
，ＧｕａｎＨ

，ｅ ｔａ ｌ ．６ ７
－

ｋＤａＬａｍ ｉ ｎ ｉ ｎｒ ｅ ｃ ｅｐ ｔ ｏｒｃｏｎ ｔｒ ｉ ｂｕ ｔ ｅ ｓｔｏｈ ｙｐｏｘ ｉ ａ
－

ｉ ｎ ｄｕｃ ｅｄｍ ｉ ｇｒａｔ ｉ ｏｎａｎｄｉ ｎｖａ ｓ ｉ ｏｎｏ ｆｔｒｏｐｈｏｂ ｌ ａ ｓ ｔ
－ｌ ｉ ｋｅｃ ｅ ｌ ｌ ｓｂ ｙｍｅｄ ｉ ａ ｔ ｉ ｎｇｍａｔｒ ｉ ｘ

ｍｅ ｔａ ｌ ｌ ｏｐｒｏｔ ｅ ｉ ｎａｓ ｅ
－

９ ［Ｊ ］ ，Ｃ ｌ ｉ ｎ ｉ ｃａ ｌａｎ ｄＥｘｐ ｅｒ ｉ ｍｅｎ ｔａ ｌＰ ｈａｒｍａｃ ｏ ｌ ｏｇｙａｎｄＰｈｙ ｓ ｉ ｏ ｌ ｏｇｙ ，

２０ １ ５
，４２ （ ５ ） ： ５ ４９

－

５ ５ ８ ．

［ ３ ８ ］ＷａｎｇＨ ，Ｃｈｅ ｎｇＨ ，ＳｈａｏＱ
，ｅ ｔａ ｌ ．Ｌｅｐ ｔ ｉ ｎ

－

ｐｒｏｍｏ ｔ ｅｄｈｕｍａｎｅ ｘ ｔ ｒａｖ ｉ ｌ ｌ ｏｕ ｓｔ ｒ ｏｐｈｏｂ ｌ ａｓ ｔ

ｉ ｎｖ ａ ｓ ｉ ｏｎｉ ｓＭＭＰ １ ４ｄ ｅｐ ｅｎｄ ｅｎ ｔａｎｄｒ ｅ ｑ ｕ ｉ ｒｅ ｓｔｈｅｃ ｒｏ ｓ ｓｔ ａ ｌ ｋｂ ｅ ｔｗｅ ｅｎＮｏ ｔ ｃｈ ｌａｎ ｄＰ Ｉ ３Ｋ／Ａｋ ｔ

ｓ ｉ ｇ ｎａ ｌ ｉ ｎｇ ［ Ｊ ］ ，Ｂ ｉ ｏ ｌ ｏｇｙｏ ｆｒ ｅｐｒｏｄｕｃ ｔ ｉ ｏｎ
，２０ １ ４

，９０ （４ ） ： ７ ８ ．

［ ３ ９ ］Ｋａ ｓ ｐ ｉＥ
，Ｇｕ ｉ ｌ ｌ ｅ ｔＢ

，Ｐ ｉ ｅｒｃ ｅｃ ｃｈ ｉ

－

Ｍａｒ ｔ ｉＭ
，ｅ ｔａ ｌ ．Ｉ ｄ ｅ ｎ ｔ ｉ ｆ ｉ ｃａｔ ｉ ｏｎｏｆｓ ｏ ｌ ｕ ｂ ｌ ｅＣＤ １ ４６ａ ｓ

ａｒｅｇｕ ｌ ａｔｏｒｏ ｆｔｒｏｐｈｏｂ ｌ ａ ｓ ｔｍ ｉ ｇｒ ａ ｔ ｉ ｏｎ ：ｐｏ ｔ ｅｎｔ ｉ ａ ｌｒｏ ｌ ｅｉ ｎｐ ｌ ａｃ ｅｎ ｔａ ｌｖａ ｓ ｃｕ ｌ ａｒｄ ｅ ｖｅ ｌ ｏｐｍｅｎ ｔ
［ Ｊ ］ ．

Ａｎｇ ｉ ｏ ｇｅｎ ｅ ｓ ｉ ｓ
，２ ０ １ ３

，１ ６ （ ２ ） ： ３ ２９
－

３４２ ．

［ ４ ０ ］ 李彦虹 ，
王松存 ， 朴海兰 ， 等 ． 转化生长因子 在环孢素 Ａ 诱导人早孕滋养细胞体外

侵袭性生长 中 的调节作用 ［Ｊ ］ ． 生殖医学杂志 ，

２０ １ ４
，

２ ３ （ ８ ） ： ６５８
－

６６ ３ ．

［ ４ １ ］Ｆｒａｎｃ ｉ ｓＶＡ
，

Ａｂ ｅｒａＡＢ
，Ｍａｔ ｊ ｉ ｌ ａＭ

，ｅ ｔａ ｌ ．Ｋ ｉ ｓ ｓｐ ｅｐ ｔ ｉ ｎｒ ｅ ｇｕ ｌ ａ ｔ ｉ ｏｎｏｆｇｅｎ ｅ ｓｉ ｎ ｖｏ ｌ ｖ ｅ ｄ

ｉ ｎｃ ｅ ｌ ｌｉ ｎｖａ ｓ ｉ ｏｎａｎｄａｎｇ ｉ ｏｇ ｅ ｎｅ ｓ ｉ ｓｉ ｎｆ ｉ ｒ ｓ ｔｔｒ ｉ ｍｅ ｓ ｔ ｅｒｈｕｍａｎｔｒｏｐｈｏｂ ｌ ａｓ ｔｃ ｅ ｌ ｌ ｓ ［ Ｊ ］ ，Ｐ ｌ ｏＳ

ｏｎ ｅ
，２０ １ ４

， 
９ （６ ） ： ｅ ９９６ ８０ ．

［ ４２ ］Ｚｈａｎ ｇＪ ，ＤｕｎｋＣＥ
，Ｌｙ ｅＳＪ ．Ｓｐｈ ｉ ｎｇｏ ｓ ｉ ｎ ｅｓ ｉ ｇｎａ ｌ ｌ ｉ ｎ ｇｒ ｅｇｕ ｌ ａ ｔ ｅ ｓｄｅ ｃ ｉ ｄｕａ ｌＮＫｃ ｅ ｌ ｌ

ａｎｇ ｉｏｇｅｎ ｉ ｃｐｈ ｅｎｏ ｔ ｙｐ ｅａｎ ｄｔ ｒｏｐｈｏｂ ｌ ａ ｓ ｔｍ ｉ ｇｒａ ｔ ｉ ｏｎ ［ Ｊ ］
．ＨｕｍａｎＲ ｅｐｒｏｄｕ ｃ ｔ ｉ ｏｎ

，

８３





广 州 中 医 药 大学 ２０ １ ７ 届博士学位论文


２０ １ ３
，
２８ （ １ １ ） ： ３０２６

－

３０３ ７ ．

［４３ ］ＳｈａｎＮ
，Ｚｈａｎｇ

Ｘ
，Ｘ ｉ ａｏＸ

，ｅ ｔａ ｌ ．Ｌａｍｉｎ ｉｎａ４（ＬＡＭＡ４ ）ｅｘｐｒ ｅ ｓ ｓ ｉ ｏｎ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ｓｔｒｏｐｈｏｂ ｌ ａｓ ｔ

ｃ ｅ ｌ ｌｉ ｎｖａｓ ｉ ｏｎ
，ｍ ｉ ｇｒａｔ ｉ ｏｎ

，ａｎｄａｎｇ ｉ ｏｇｅｎｅ ｓ ｉ ｓ
，ａｎｄｉ ｓｌ ｏｗｅｒｅｄｉ ｎｐｒｅ ｅ ｃ ｌ ａｍｐ ｔ ｉ ｃ

ｐ ｌ ａｃ ｅｎｔａｓ ［Ｊ ］ ，

Ｐ ｌ ａｃ ｅｎｔ ａ
，２０ １ ５

，３６ （８ ） ： ８０９
－

８ ２ ０ ．

［４４ ］ 张爱娟 ， 修瑞杰 ， 侯 自 红 ， 等 ． 米非司酮对早孕绒毛组织中 ＭＭＰ
－

２６
，Ｔ ＩＭＰ

－

４ 表达的影响

［Ｊ ］ ． 生殖医学杂志 ，
２ ０ １ ３

，
２２ （ ９ ） ： ６４７

－

６ ５ １ ，

［４５ ］ 苗荷 ． 米非司酮的应用现状 ［ＪＬ 医学综述 ，
２ ０ １ ２

，
１ ８ （６ ） ： ９ １ ２

－

９ １ ４ ．

［ ４６ ］ＳｕｎＫ
，ＨｅＰ ，Ｙａｎｇ

Ｋ ．Ｉｎｔｒａｃｒ ｉｎｅＩｎｄｕｃ ｔ ｉｏｎｏｆ１ １Ｐ

－

Ｈｙｄｒｏｘｙ ｓ ｔ ｅｒｏ ｉ ｄＤｅｈｙｄｒｏｇｅｎａｓ ｅＴｙｐ ｅ

１Ｅｘｐｒ ｅ ｓ ｓ ｉｏｎｂｙＧ ｌｕｃｏｃｏｒｔ ｉ ｃｏ ｉ ｄＰｏｔ ｅｎｔ ｉ ａｔ ｅｓＰｒｏ ｓ ｔａｇ ｌ ａｎｄ ｉ ｎＰｒｏｄｕｃ ｔ ｉ ｏｎｉｎｔｈｅＨｕｍａｎ

Ｃｈｏｒ ｉ ｏｎ ｉ ｃＴｒｏｐｈｏｂ ｌａｓ ｔ ｌ ［Ｊ ］ ．Ｂ ｉ ｏ ｌ ｏｇｙｏｆＲｅｐｒｏｄｕｃ ｔ ｉ ｏｎ
，２００ １

，６ ７ （５ ） ： １ ４５０
－

１ ４５ ５ ．

［４７ ］Ｃｅｒｖ ｅ ｌ ｌ ａｔ ｉＦ
，ＰａｖａｎＢ

，Ｌｕｎｇｈ ｉＬ
，ｅ ｔａ ｌ ．Ｂｅ ｔａｍｅ ｔｈａｓｏｎｅ

，ｐｒｏｇｅ ｓ ｔ ｅｒｏｎｅａｎｄＲＵ
－

４８６

（ｍ ｉ ｆｅｐｒ ｉ ｓ ｔｏｎｅ）ｅｘ ｅｒｔｓ ｉｍ ｉ ｌ ａｒｅ ｆｆｅ ｃ ｔ ｓｏｎｃｏｎｎｅｘ ｉｎｅｘｐｒ ｅ ｓ ｓ ｉ ｏｎｉ ｎｔｒｏｐｈｏｂ ｌ ａｓ ｔ
－

ｄｅｒ ｉ ｖ ｅ ｄ

ＨＴＲ
－

８／ＳＶｎ ｅｏｃ ｅ ｌ ｌ ｓ ．［Ｊ ］ ，Ｒｅｐｒｏｄｕ ｃ ｔ ｉ ｏｎ
，ｆｅｒ ｔ ｉ ｌ ｉ ｔｙ ，ａｎｄｄｅｖ ｅ ｌ ｏｐｍｅｎ ｔ

，２０ １ １
，
２３ （２ ） ： ３ １ ９ ．

［４８ ］Ｖａｔ ｔａ ｉＡ
，Ｚ ｉ ｅｇｅ ｌｍＵ ｌ ｌ ｅｒＢ

，Ｋｏ ｓ ｔＢ
，ｅｔａ ｌ ．Ｔｈｅｅｘｐｒｅ ｓ ｓ ｉ ｏｎｏ ｆｔｈｙｒｏ ｉ ｄｈｏｒｍｏｎｅｒｅｃｅｐｔｏｒｓ

（ＴＨＲ）ｉ ｓｒ ｅｇｕ ｌ ａｔ ｅｄｂｙｔｈｅｐｒｏｇｅ ｓ ｔ ｅｒｏｎｅｒ ｅｃｅｐｔｏｒｓｙ ｓ ｔ ｅｍｉ ｎｆ ｉｒｓ ｔｔｒ ｉｍｅ ｓ ｔ ｅｒ
ｐ ｌａｃｅｎｔａ ｌｔ ｉ ｓ ｓｕｅ

ａｎｄｉ ｎＢｅＷｏｃ ｅ ｌ ｌ ｓｉｎｖ ｉ ｔｒｏ ．［Ｊ ］ ，Ｅｕｒｏｐｅ ａｎＪｏｕｒｎａ ｌｏｆＯｂ ｓ ｔ ｅ ｔｒ ｉ ｃ ｓＧｙｎｅｃ ｏ ｌｏｇｙ
＆Ｒｅｐｒｏｄｕｃ ｔ ｉ ｖ ｅ

Ｂ ｉ ｏ ｌ ｏｇｙ ，２０ １ ５
，
１ ９ ５ ： ３ １

－

３ ９ ．

［４９ ］ 冯婷 ， 刘秀 明 ， 方家 ， 等 ． 黄芪注射液对米非司酮诱导滋养细胞凋亡的影响 ［Ｊ ］ ． 广州 中

医药大学学报 ，
２ ０ １ ４

，
３ １（４ ） ： ６ ８３

－

６ ８４ ．

［ ５０ ］ＨａｎＳ
，Ｓ ｉ ｄｅ ｌ ｌＮ ．ＲＵ４８６

－

ｉｎｄｕｃｅｄ
ｇｒｏｗｔｈｉｎｈ ｉ ｂ ｉ ｔ ｉ ｏｎｏｆｈｕｍａｎｅｎｄｏｍｅｔｒ ｉ ａ ｌｃ ｅ ｌ ｌ ｓｉｎｖｏ ｌｖｅ ｓ

ｔｈｅｎｕｃ ｌ ｅａｒｆａｃｔ ｏｒ
－

ｋａｐｐａＢｓ ｉ ｇｎａ ｌ ｉｎｇｐａｔｈｗａｙ ．［Ｊ］ ．Ｊｏｕｒｎａ ｌｏｆＣ ｌ ｉ ｎ ｉ ｃ ａ ｌＥｎｄｏｃｒ ｉｎｏ ｌ ｏｇｙ＆

Ｍｅｔａｂｏ ｌ ｉ ｓｍ
，２００３

，８８ （ ２ ） ： ７ １ ３
－

７ １９ ．

［ ５ １ ］ 钟 颖 ， 黄紫 蓉 ． 米非 司 酮对绒毛 组织 中 ＭＴＡ３ 、 ＥＲ及 ＰＲ 的 影 响 ［Ｊ ］ ． 中 国 妇 幼保健 ，

２ ００９
，
２４

 （４ ） ： ５４ １

－

５ ４３ ．

［ ５２ ］ 张玉珍 ， 罗颂平 ． 罗元恺妇科经验集 ［Ｍ］ ． 上海 ：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
２００ ５ ： ８９

－

９０ ．

［ ５ ３ ］Ｌ ｉＷ
，Ｚｈａｎｇ

Ｙ
，ＭｕＹ

，ｅ ｔａ ｌ ．Ｉ ｄｅｎｔ ｉ ｆ ｉ ｃａｔ ｉ ｏｎｏｆＥ ｓ ｔｒｏｇｅｎ ｉ ｃＣｏｎ ｓ ｔ ｉ ｔｕｅｎｔ ｓｉｎＳｅｒｕｍａｆｔ ｅｒ

Ｏｒａ ｌＡｄｍ ｉｎ ｉ ｓ ｔｒａｔ ｉ ｏｎｏｆＴｕ
－

Ｓ ｉ
－

Ｚ ｉＥｘ ｔｒａｃ ｔＵ ｓ ｉ ｎｇＨＰＬＣ
－

ＥＳ Ｉ／Ｑ

－

ＴＯＦＭＳ／ＭＳ ［Ｊ ］ ．Ｊｏｕｒｎａ ｌｏｆ

Ｌ ｉ ｑｕ ｉ ｄＣｈｒｏｍａｔｏｇｒａｐｈｙ＆Ｒｅ ｌ ａｔｅｄＴｅｃｈｎｏ ｌ ｏｇ ｉ ｅ ｓ
，２ ０ １ ５

，
３８ （ １ ６ ） ： １ ５２ １

－

１ ５２５ ．

［ ５４ ］Ｓｈｅｋａｒｃｈ ｉＭ
，Ｋｏｎ ｄｏｒ ｉＢＭ

，Ｈａ ｊ ｉｍｅｈｄ ｉｐｏｏｒＨ ，ｅ ｔａ ｌ ．Ｆ ｉｎｇｅｒＰｒ ｉ ｎｔ ｉｎｇａｎｄＱｕａｎｔ ｉ ｔａｔ ｉｖ ｅ

Ａｎａ ｌ ｙ ｓ ｉ ｓｏｆＣｕｓ ｃｕ ｔａｃｈ ｉ ｎｅｎ ｓ ｉ ｓＦ ｌ ａｖｏｎｏ ｉ ｄＣｏｎｔ ｅｎｔ ｓｆｒｏｍＤ ｉ ｆｆｅｒ ｅｎ ｔＨｏ ｓ ｔ ｓｂｙ
ＲＰ

－

ＨＰＬＣ ［Ｊ ］ ．Ｆｏｏｄ

ａｎｄＮｕｔｒ ｉ ｔ ｉ ｏｎＳ ｃ ｉ ｅｎｃ ｅ ｓ
，２０ １ ４

，
２ ０ １ ４ ．

［ ５ ５ ］Ｈａ ｊ
ｉｍｅｈｄ ｉ ｐｏｏｒＨ ，Ａｍ ｉｎＧＲ

，Ａｄ ｉ ｂＮ
，ｅ ｔａ ｌ ．Ｄｅｖ ｅ ｌｏｐｍｅｎ ｔｏ ｆａｖａ ｌ ｉ ｄａｔ ｅ ｄＨＰＬＣｍｅｔｈｏ ｄ

ｆｏｒｔｈｅｓ ｉｍｕ ｌ ｔａｎ ｅｏｕ ｓｄｅ ｔ ｅｒｍ ｉ ｎａｔ ｉ ｏｎｏｆｆ ｌａｖｏｎｏ ｉ ｄ ｓｉ ｎＣｕ ｓ ｃｕｔａｃｈ ｉｎｅｎｓ ｉ ｓＬ狐ｂｙ

ｕ ｌ ｔｒａ
－

ｖ ｉ ｏ ｌ ｅ ｔｄｅ ｔ ｅｃ ｔ ｉ ｏｎ ［Ｊ ］ ．ＤＡＲＵＪｏｕｒｎａ ｌｏｆＰｈａｒｍａｃ ｅｕｔ ｉ ｃａ ｌＳ ｃ ｉ ｅｎｃｅ ｓ
，２０ １ ２

，
２０ （ １ ） ： １ ．

［ ５６ ］ＤｏｎｎａｐｅｅＳ ，Ｌ ｉＪ ，ＹａｎｇＸ ，ｅ ｔａ ｌ ．Ｃｕ ｓ ｃｕｔ ａｃｈ ｉｎｅｎｓ ｉ ｓＬａｍ ． ：Ａｓ ｙ ｓ ｔ ｅｍａｔ ｉ ｃｒ ｅｖ ｉ ｅｗｏｎ

ｅ ｔｈｎｏｐｈａｒｍａｃｏ ｌ ｏｇｙ ，ｐｈｙ ｔｏｃｈ ｅｍ ｉ ｓ ｔｒｙａｎｄｐｈａｒｍａｃｏ ｌ ｏｇｙｏｆａｎｉｍｐｏｒ ｔａｎｔｔｒａｄ ｉ ｔ ｉ ｏｎａ ｌｈｅｒｂａ ｌ

ｍｅ ｄ ｉ ｃ ｉ ｎ ｅ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 ｌｏｆｅ ｔｈｎｏｐｈａｒｍａｃｏ ｌ ｏｇｙ ，２０ １ ４
，１ ５７ ： ２ ９２

－

３ ０８ ．

［ ５ ７ ］ 郜洁 ． 寿胎丸的药物组成及其补肾安胎的药效学研究 ［Ｄ ］ ． 广州 中 医药大学 ，

２００９ ．

［ ５８ ］ 刘新玉 ． 菟丝子及其主要成分补肾安胎药效研究 ［Ｄ ］ ． 广州 中医药大学 ，

２ ０ １ ２ ．

［５９ ］ 朱晓南 ， 宗利丽 ， 张宸铭 ， 等 ． 菟丝子及其主要成分黄酮对肾虚排卵障碍大鼠的影响 ［Ｊ］ ．

８４





策丝子 总黄酮调控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６
－

３ ｐ 促进 滋 养细胞侵袭功 能机 制研 究


中 国实验方剂学杂志 ，

２０ １ ４
，
２ ０ （８ ） ： １ ６９

－

１ ７２ ．

［ ６ ０ ］ＫｅＪ ，ＤｕａｎＲ ．Ｅｆｆｅ ｃ ｔ ｓｏ ｆｆ ｌ ａｖｏｎｏ ｉ ｄ ｓｆｒｏｍｓ ｅｍｅｎｃｕ ｓ ｃｕ ｔａｅｏｎｔｈ ｅ

ｈ ｉ ｐｐｏ ｃａｍｐａ ｌ
－

ｈｙｐｏ ｔｈａ ｌ ａｍ ｉ ｃ
－

ｐ ｉ ｔｕ ｉ ｔａｒｙ
－

ｏｖａｒ ｉ ａｎｓ ｅ ｘｈｏｒｍｏｎｅｒ ｅ ｃ ｅｐ ｔ ｏｒ ｓｉ ｎｆｅｍａ ｌ ｅｒａｔ ｓｅｘｐｏ ｓ ｅｄ

ｔｏｐ ｓ ｙｃｈｏ ｌ ｏ ｇ ｉ ｃａ ｌｓ ｔｒ ｅ ｓ ｓ ［ Ｊ ］ ．Ｃ ｌ ｉ ｎ ｉ ｃａ ｌａｎｄＥｘｐ ｅｒ ｉ ｍｅｎｔａ ｌＯｂ ｓ ｔｅ ｔｒ ｉ ｃ ｓａｎｄＧｙｎｅ ｃｏ ｌ ｏｇｙ ，

２０ １ ３
，４０ （２ ） ： ２ ７ １

－

２７４ ．

［ ６ １ ］ 罗克燕 ， 杨丹莉 ， 徐敏 ． 菟丝子总黄酮对排卵障碍大 鼠下丘脑
－垂体－

卵巢轴性激素水平的

影响 ［ Ｊ ］ ． 中 国实验方剂学杂志 ，

２ ０ １ ３
，１ ９ （ １ ３ ） ： ２ ５ ８

－

２６０ ．

［ ６ ２ ］ 秦达念 ， 佘运初 ． 菟丝子黄酮对实验动物及人绒毛组织生殖功能的影响 ［Ｊ ］ ． 中药新药与

临床药理 ，
２ ０００

，
１ １ （６ ） ： ３４９

－

３ ５ １ ．

［ ６ ３ ］ 罗克燕 ， 杨丹莉 ， 徐敏 ． 菟丝子总黄酮对大 鼠排卵障碍的治疗作用及其机制研宄 ［Ｊ ］ ． 现

代 中西医结合杂志 ，

２ ０ １ ３
，２ ２ （ ２０ ） ： ２ １ ８４

－

２ １ ８ ６ ．

［ ６４ ］ 马红霞 ， 尤昭玲 ，
王若光 ． 菟丝子总黄酮对大 鼠流产模型血清 Ｐ

，ＰＲ
，Ｔｈ ｌ ／Ｔｈ２ 细胞因子

表达的影响 ［Ｊ ］ ． 中药材 ，
２００８

，３ １（８ ） ：１ ２０ １

－

１ ２ ０４ ．

［ ６ ５ ］ 马红霞 ， 尤昭玲 ，
刘华 ， 等 ． 菟丝子总黄酮对早孕期人细胞滋养细胞增殖能力 的影响及其

信号机制 ［ Ｊ ］ ． 中药材 ，
２００９

，３ ２ （６ ） ： ９３９
－

９４ ３ ．

［ ６ ６ ］ 彭 申 明 ， 陈勤 ， 陈逸青 ， 等 ． 菟丝子总黄酮对 内分泌衰退痴呆模型小 鼠学 习记忆功能的影

响及保护作用机制 ［Ｊ ］ ． 激光生物学报 ，
２０ １ ４

，２ ３ （ ３ ） ： ２ １ ８
－

２２ ６ ．

［ ６ ７ ］ 彭 申 明 ． 菟丝子总黄酮对 内分泌衰退型小 鼠痴呆模型作用 以及相关作用机制 的研宄 ［Ｄ ］ ．

安徽大学 ，

２０ １ ４ ．

［ ６８ ］ 陈 林 林 ， 吴 春 ， 李 伟 ． 菟 丝 子 黄 酮 的 抗 氧 化 性 能 研 宄 ［ Ｊ ］ ． 食 品 工 业 科 技 ，

２００８ （ １ １ ） ： １ １ ６
－

１ １ ７ ．

［ ６９ ］ 吴春 ，
陈林林 ． 菟丝子黄酮体外清 除 自 由 基活性 的研宄 ［Ｊ ］ ． 天然产物研宄 与 开发 ，

２００６
，１ ７ （５ ） ： ５ ５ ３

－

５５ ６ ．

［ ７ ０ ］ 王晟 ， 秦达念 ． 菟丝子总黄酮对大 鼠睾丸 曲细精管无血清培养所致细胞凋亡的保护作用

［Ｊ ］ ． 中 国药理学通报 ，
２００６

，２ ２ （８ ） ： ９８４
－

９８ ７ ．

［ ７ １ ］ 胡小芳 ． 菟丝子黄酮抗大 鼠心肌梗死的药效评价及其机制研宄 ［Ｄ ］ ． 河南大学 ，
２０ １ ４ ．

［
７ ２

］ 刘海云 ， 崔艳茹 ， 伍庆华 ， 等 ． 菟丝子总黄酮对过氧化氢损伤的血管 内皮细胞的保护作用

［Ｊ ］ ． 中 国实验方剂学杂志 ，

２０ １ ３
，１ ９ （ １ ８ ） ： ２ １ ５

－

２ １ ８ ．

［ ７ ３ ］ 王晓敏 ，
王建红 ， 伍庆华 ， 等 ． 菟丝子黄酮对去势雌性大 鼠血清雌激素水平和血管平滑肌

细胞的影响 ［Ｊ ］ ． 天津医药 ，
２００ ５

，３３ （ １ ０ ） ： ６ ５０
－

６５２ ．

［ ７ ４ ］ 王晓敏 ，
王建红 ， 邹志坚 ， 等 ． 菟丝子黄酮对去势雌性大 鼠血脂和血管雌激素受体的影响

［Ｊ ］ ． 中成药 ，

２００８
，
３０ （ ２ ） ： ２ ５ ５

－

２ ５ ６ ．

［ ７ ５ ］ 王晓敏 ， 席晓甜 ， 刘海云 ， 等 ． 菟丝子总黄酮对血管平滑肌细胞凋亡及凋亡相关蛋 白 的影

响 ［ Ｊ ］ ． 中 国老年学杂志 ，
２０ １ ５

，

２０ ： ２ ６ ．

［ ７ ６ ］ 张 曼 ，
王 桂 敏 ． 菟 丝 子黄 酮对大 鼠 脑缺 血 再 灌注损 伤 后 细胞 凋 亡 及 Ｂｃ ｌ

－

２
，Ｂａｘ

，

Ｃａ ｓｐａｓ ｅ
－

３ 表达的影响 ［ Ｊ ］ ． 中药药理与临床 ，
２０ １ ４

，
３０ （ ５ ） ： ７８

－

８ １ ．

［ ７ ７ ］ 王桂敏 ， 翟宏颖 ． 菟丝子黄酮对心肌缺血再灌注损伤大 鼠 Ｂ ｃ ｌ

－

２
，Ｃａｓｐａ ｓ ｅ

－

３ 表达的影响

［Ｊ ］ ［ Ｊ ］ ． 中 国老年学杂志 ，

２ ０ １ ２
，
３ ２ （ ２ ） ： ３４ ３ ．

［ ７ ８ ］ 翟宏颖 ， 王桂敏 ． 菟丝子黄酮对缺血再灌注大 鼠心肌细胞凋亡的影响 ［ Ｊ ］ ． 中 国动脉硬化

杂志 ，
２ ０ １ １

，
１ ９ （ ３ ） ： ２ １ １

－

２ １ ５ ．

８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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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 ９ ］ 杨迪 ， 王桂敏 ， 翟宏颖． 菟丝子黄酮对脑缺血再灌注损伤模型大 鼠脑组织中炎症反应的影

响 ［Ｊ ］ ． 中 国药房 ，

２０ １ ３
，
２４ （ １ １ ） ： ９ ７９

－

９８２ ．

［ ８０ ］ 刘华 ， 韦炳华 ， 马红霞 ， 等 ． 菟丝子黄酮对流产大 鼠模型母胎免疫平衡 因子的影响 ［Ｊ ］ ．

世界中西医结合杂志 ，
２ ０ １ １

，
６ （ １ ０ ） ： ８ ３ ７

－

８４ １ ．

［８ １ ］ 马红霞 ， 尤昭玲 ，
王小云 ． 菟丝子总黄酮对大 鼠流产模型母

＿胎界面 Ｆａ ｓ／ＦａｓＬ ，
ＰＣＮＡ

，ＨＢ

—

ＥＧＦ表达的影响 ［Ｊ］ ． 中药材 ，
２００８

，
３ １ （ １ １ ） ： １ ７０６

－

１ ７０９ ．

［ ８２ ］ＫａｎｇＳＹ ，ＪｕｎｇＨＷ
，Ｌｅ ｅＭ ，ｅｔａ ｌ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ｔｈｅｓ ｅｍｅｎｅｘｔｒａｃ ｔｏｆＣｕ ｓｃｕｔａｃｈ ｉｎｅｎｓ ｉ ｓ

ｏｎｉｎｆ ｌ ａｍｍａｔｏｒｙ 
ｒｅ ｓｐｏｎｓ ｅ ｓｉｎＬＰＳ

－

ｓ ｔ ｉｍｕ ｌ ａｔ ｅｄ ＢＶ
－

２ｍ ｉ ｃｒｏｇ ｌ ｉ ａ ［Ｊ］ ．Ｃｈ ｉｎｅ ｓ ｅｊ ｏｕｒｎａ ｌｏｆ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ｍｅ ｄ ｉ ｃ ｉ ｎ ｅ ｓ
，２０ １ ４

，
１ ２ （８ ） ： ５ ７ ３

－

５ ８ １ ．

［８ ３ ］ 谢雁鸣 ， 秦林林 ，
于向东 ， 等 ． 骨碎补 ， 淫羊藿 ， 菟丝子总黄酮对成骨细胞体外培养影响

的 比较研宄 ［Ｊ ］ ． 中 国 中医药信息杂志 ，
２００ ５

，
１ ２

（ ７ ） ： ２２
－

２４ ．

［
８４ ］ 刘 芳 ． 菟 丝 子 总 黄 酮 对 成 骨 细 胞 骨 代 谢 的 影 响 ［Ｊ ］ ． 中 国 实 验 方 剂 学 杂 志

，

２０ １ １
，１

７ （ １ ９） ： ２ ３ ２
－

２３４ ．

［ ８５ ］Ｂｕｓｈａｔ ｉＮ
，ＣｏｈｅｎＳＭ ．ｍ ｉ ｃｒｏＲＮＡｆｕｎｃ ｔ ｉ ｏｎ ｓ ［Ｊ］ ．Ａｎｎｕ ．Ｒｅｖ ．Ｃｅ ｌ ｌＤｅｖ ．Ｂ ｉ ｏ ｌ ．

，

２００ ７
，
２３ ： １ ７ ５

－

２ ０５ ．

［８６ ］Ｊ ｉＬ
，Ｂｒｋ ｉ ｄＪ ，Ｌ ｉｕＭ

，ｅ ｔａ ｌ ．Ｐ ｌａｃ ｅｎｔａ ｌｔｒｏｐｈｏｂ ｌ ａｓ ｔｃ ｅ ｌ ｌｄ ｉ ｆｆｅｒ ｅｎ ｔ ｉ ａｔ ｉ ｏｎ ：

ｐｈｙ ｓ ｉ ｏ ｌ ｏｇ ｉ ｃａ ｌｒｅｇｕ ｌ ａｔ ｉ ｏｎａｎｄｐａｔｈｏ ｌｏｇ ｉ ｃａ ｌｒｅ ｌ ｅｖａｎｃｅｔ ｏｐｒ ｅ ｅｃ ｌａｍｐ ｓ ｉ ａ ［Ｊ ］ ，Ｍｏ ｌ ｅｃｕ ｌａｒ

ａｓｐｅｃ ｔ ｓｏｆｍｅｄ ｉ ｃ ｉ ｎｅ
，２０ １ ３

，３４ （５ ） ： ９８ １
－

１０２３ ．

［ ８７ ］Ｓｃｈ ｊ ｅｎｋｅｎＪＥ ，ＺｈａｎｇＢ ，ＣｈａｎＨＹ
，ｅｔａｌ ＿ｍ ｉＲＮＡＲｅｇｕ ｌａｔ ｉ ｏｎｏｆＩｍｍｕｎｅＴｏ ｌ ｅｒａｎｃ ｅｉｎ

Ｅａｒ ｌ ｙＰｒ ｅｇｎａｎｃｙ ［Ｊ］ ．Ａｍｅｒ ｉ ｃａｎＪｏｕｒｎａ ｌｏ ｆＲｅｐｒｏｄｕｃ ｔ ｉ ｖ ｅＩｍｍｕｎｏ ｌ ｏｇｙ ，２ ０ １ ６
，
７ ５ （３ ） ： ２ ７ ２

－

２８ ０ ．

［８８ ］ＺｈａｏＺ ，Ｍｏ ｌ ｅｙＫＨ ，Ｇｒｏｎｏｗｓｋ ｉＡＭ ．Ｄ ｉ ａｇｎｏ ｓ ｔ ｉ ｃｐｏ ｔ ｅｎｔ ｉ ａ ｌｆｏｒｍ ｉ ＲＮＡ ｓａｓｂ ｉ ｏｍａｒｋｅｒｓ

ｆｏｒｐｒｅｇｎａｎｃ ｙ
－

ｓ ｐｅｃ ｉ ｆ ｉ ｃｄ ｉ ｓｅａｓ ｅ ｓ ［Ｊ ］ ，Ｃｌ ｉｎ ｉ ｃａ ｌｂ ｉ ｏｃｈｅｍ ｉ ｓ ｔｒｙ ，２０ １ ３
，４６ （ １ ０ ） ： ９５ ３

－

９６０ ．

［８９ ］Ｍｏｒａ ｌ ｅ ｓ
－

Ｐｒ ｉ ｅ ｔ ｏＤＭ
，Ｏｓｐ ｉｎａ

－

Ｐｒ ｉ ｅ ｔｏＳ
，Ｃｈａ ｉｗａｎｇｙｅｎＷ ，ｅｔａ ｌ ．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

－

ａｓ ｓｏｃ ｉ ａｔ ｅｄ

ｍ ｉＲＮＡ
－

ｃ ｌ ｕｓ ｔｅｒ ｓ
［Ｊ ］ ．Ｊｏｕｒｎａ ｌｏｆｒｅｐｒｏｄｕｃ ｔ ｉ ｖ ｅｉｍｍｕｎｏ ｌ ｏｇｙ ，２０ １ ３

，
９ ７ （ １ ） ： ５ １

－

６ １ ．

［
９０ ］ＤｏｎｇＦ ，ＺｈａｎｇＹ ，Ｘ ｉ ａＦ

，ｅ ｔａｌ ．Ｇｅｎｏｍｅ
－

ｗ ｉ ｄ ｅｍｉ ＲＮＡｐｒｏｆ ｉ ｌ ｉｎｇｏｆｖ ｉ ｌ ｌｕ ｓａｎｄｄｅｃ ｉ ｄｕａ

ｏｆｒ ｅ ｃｕｒｒ ｅｎ ｔｓｐｏｎ ｔａｎｅ ｏｕ ｓａｂｏｒ ｔ ｉ ｏｎｐａ ｔ ｉ ｅｎｔ ｓ ［Ｊ ］ ，Ｒｅｐｒｏｄｕ ｃ ｔ ｉｏｎ
，２ ０ １ ４

，１ ４８ （ １ ） ： ３ ３
－

４ １ ．

［９ １ ］Ｅ ｌ
－

ＳｈｏｒａｆａＨＭ
，Ｓｈａｒ ｉ ｆＦＡ ．Ｌｅｖｅ ｌ ｓｏｆｍ ｉ Ｒ

－

２ １ ａｎｄｍ ｉ Ｒ
－

１ ８ ２ｉ ｎＵｎｅｘｐ ｌ ａ ｉ ｎｅｄＲｅｃｕｒｒ ｅｎｔ

Ｓｐｏｎｔａｎ ｅｏｕｓＡｂ ｏｒｔ ｉ ｏｎ ［Ｊ ］ ． Ｉｎｔ ｅｒｎａｔ ｉ ｏｎａ ｌＪｏｕｒｎａ ｌｏｆＣｈｅｍｉ ｃａ ｌａｎｄＬ ｉ ｆｅＳ ｃ ｉ ｅｎｃ ｅ ｓ
，

２０ １ ３
，
２ （０６ ） ： １ １ ８５

－

１ １ ８８ ．

［ ９２ ］ＷａｎｇＸ ，Ｌ ｉＢ
，ＷａｎｇＪ ，

ｅ ｔａ ｌ ．Ｅｖ ｉ ｄｅｎｃｅｔｈａｔｍ ｉ Ｒ
－

１ ３３ａｃａｕ ｓ ｅ ｓ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ｔｓｐｏｎｔａｎｅｏｕｓ

ａｂｏｒｔ ｉ ｏｎｂｙｒｅｄｕｃ ｉ ｎｇＨＬＡ
－

Ｇｅｘｐｒｅ ｓ ｓ ｉ ｏｎ ［Ｊ ］ ．Ｒｅｐｒｏｄｕｃ ｔ ｉ ｖｅｂ ｉ ｏｍｅｄ ｉ ｃ ｉ ｎｅｏｎ ｌ ｉｎｅ
，

２ ０ １ ２
，
２ ５ （４ ） ： ４ １ ５

－

４２４ ．

［ ９ ３ ］ＭａｋｅｙｅｖＥＶ
，Ｍａｎ ｉ ａｔ ｉ ｓＴ ．Ｍｕ ｌ ｔ ｉ ｌ ｅｖ ｅ ｌｒ ｅｇｕ ｌａｔ ｉ ｏｎｏｆｇｅｎｅｅｘｐｒｅ ｓ ｓ ｉ ｏｎｂ ｙｍ ｉ ｃｒｏＲＮＡｓ ［Ｊ ］ ．

Ｓｃ ｉ ｅｎｃｅ
，２００８

，３ １ ９ （５８ ７ １ ） ： １ ７８９
－

１ ７ ９０ ．

［ ９４ ］Ｌ ｉＰ
，Ｇｕｏｆｆ

，ＤｕＬ
，ｅ ｔａｌ ．ｍ ｉ ｃｒｏＲＮＡ

－

２９ｂｃｏｎ ｔｒ ｉｂｕ ｔ ｅ ｓｔｏｐｒｅ
－

ｅｃ ｌ ａｍｐ ｓ ｉ ａｔｈｒｏｕｇｈｉ ｔ ｓ

ｅ ｆｆｅｃ ｔ ｓｏｎａｐｏｐ ｔ ｏ ｓ ｉ ｓ
，ｉｎｖａ ｓ ｉ ｏｎａｎｄａｎｇ ｉｏｇｅｎｅ ｓ ｉ ｓｏｆｔｒｏｐｈｏｂ ｌ ａ ｓ ｔｃ ｅ ｌ ｌ ｓ ［Ｊ ］ ．Ｃ ｌ ｉ ｎ ｉ ｃ ａ ｌｓ ｃ ｉ ｅｎｃ ｅ

，

２０ １ ３
，１ ２４ （ １ ） ： ２ ７

－

４０ ．

［ ９ ５ ］ 李鹏飞 ． Ｍ ｉ Ｒ
－

２９ｂ 通过调控滋养层细胞功能参与 ＰＥ 发病机制 的研宄 ［Ｄ ］ ． 南京大学 ，

２ ０ １ ２ ．

［９６ ］Ｄａ ｉＹ
，Ｑ ｉ ｕＺ

，Ｄ ｉ ａｏＺ
，ｅ ｔａ ｌ ．Ｍ ｉ ｃｒｏＲＮＡ

－

１ ５ ５ｉｎｈ ｉｂ ｉ ｔ ｓｐｒｏ ｌ ｉ ｆｅｒａｔ ｉ ｏｎａｎｄｍ ｉ ｇｒａｔ ｉ ｏｎｏｆ

８６





策丝子总黄酮调控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 ６
－

３ ｐ 促进 滋 养细胞使袭 功 能机制研 究


ｈｕｍａｎｅｘ ｔｒａｖ ｉ ｌ ｌ ｏｕ ｓｔｒｏｐｈｏｂ ｌ ａ ｓ ｔｄｅｒ ｉ ｖ ｅｄＨＴＲ
－

８ ／ ＳＶｎ ｅｏｃ ｅ ｌ ｌ ｓｖ ｉ ａｄｏｗｎ
－

ｒ ｅｇｕ ｌ ａｔ ｉ ｎｇｃ ｙｃ ｌ ｉ ｎ

Ｄ １ ［Ｊ ］ ．Ｐ ｌ ａｃ ｅｎ ｔａ
，２０ １ ２

，
３ ３ （ １ ０ ） ： ８ ２ ４

－

８２ ９ ．

［ ９ ７ ］ＦｕＧ ，Ｙ ｅＧ
，Ｎａｄｅ ｅｍＬ

，ｅ ｔａ ｌ ．Ｍ ｉ ｃ ｒｏＲＮＡ
－

３ ７６ｃｉ ｍｐａ ｉ ｒｓｔｒａｎ ｓ ｆｏｒｍ ｉ ｎｇｇｒｏｗｔ ｈｆａｃ ｔｏｒ
－

Ｐａｎｄｎｏｄａ ｌｓ ｉ ｇｎａ ｌ ｉ ｎｇｔ ｏｐｒｏｍｏ ｔ ｅｔｒｏｐｈｏｂ ｌ ａ ｓ ｔｃ ｅ ｌ ｌｐｒｏ ｌ ｉ ｆｅｒａｔ ｉ ｏｎａｎｄｉ ｎｖａ ｓ ｉ ｏｎ ［Ｊ］ ．

Ｈｙｐｅｒ ｔ ｅｎ ｓ ｉ ｏｎ
，２０ １ ３

， 
６ １（４ ） ： ８６４

－

８ ７ ２ ．

［ ９８ ］Ｖｅｎ ｔｕｒａＷ ，Ｋｏ ｉ ｄ ｅＫ
，Ｈｏｒ ｉＫ

，ｅ ｔａ ｌ ．Ｐ ｌ ａｃ ｅｎ ｔａ ｌｅｘｐｒｅ ｓ ｓ ｉ ｏｎｏ ｆｍ ｉ ｃ ｒｏＲＮＡ
－

１ ７ａｎｄ
－

１ ９ｂｉ ｓ

ｄｏｗｎ
－

ｒ ｅｇｕ ｌ ａｔ ｅｄｉ ｎｅａｒ ｌ ｙｐｒ ｅｇｎａｎｃ ｙｌ ｏ ｓ ｓ ［ｊ ］ ．Ｅｕｒｏｐ ｅａｎＪｏｕｒｎａ ｌｏ ｆＯｂ ｓ ｔ ｅ ｔｒ ｉ ｃ ｓ＆Ｇｙｎ ｅ ｃｏ ｌ ｏｇｙ

ａｎ ｄＲｅｐｒｏｄｕｃ ｔ ｉ ｖ ｅＢ ｉ ｏ ｌ ｏｇｙ ，２０ １ ３
，１ ６９ （ １ ） ： ２８

￣

３ ２ ．

［ ９９ ］ 杨洋 ， 吴胜军 ， 雷蕾 ． ｍ ｉ Ｒ
－

ｌ Ｏｂ 对人正常滋养细胞浸润能力 的影响 ［ Ｊ ］ ． 山 西医科大学学

报 ，

２０ １ ４
，
４５

（
９ ） ： ７ ９ １

－

７ ９４ ．

［ １ ００ ］ＳｕｎＭ ，Ｃｈ ｅｎＨ ，Ｌ ｉ ｕＪ ，ｅ ｔａ ｌ ．Ｍ ｉ ｃｒｏＲＮＡ
￣

３ ４ａｉ ｎｈ ｉ ｂ ｉ ｔ ｓｈｕｍａｎｔｒｏｐｈｏｂ ｌ ａｓ ｔｃ ｅ ｌ ｌｉ ｎｖａｓ ｉ ｏｎ

ｂｙｔａｒｇ ｅ ｔ ｉ ｎｇＭＹＣ ［ Ｊ ］ ．ＢＭＣｃ ｅ ｌ ｌｂ ｉ ｏ ｌ ｏｇｙ ，２０ １ ５
，

１ ６ （ １ ） ：
２ １ ．

［ １ ０ １ ］ＹａｎＴ ，Ｌ ｉ ｕＹ
，Ｃｕ ｉＫ

，ｅ ｔａ ｌ ．Ｍ ｉ ｃｒｏＲＮＡ
－

１ ２６ｒｅｇｕ ｌ ａｔ ｅ ｓＥＰＣ ｓｆｕｎ ｃ ｔ ｉ ｏｎ ：Ｉ ｍｐ ｌ ｉ ｃａｔ ｉ ｏｎ ｓ

ｆｏｒａｒｏ ｌ ｅｏ ｆｍ ｉ Ｒ－１ ２６ｉ ｎｐｒ ｅｅ ｃ ｌ ａｍｐ ｓ ｉ ａ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 ｌｏｆｃ ｅ ｌ ｌ ｕ ｌ ａｒｂ ｉ ｏｃｈｅｍ ｉ ｓ ｔｒｙ ，

２ ０ １ ３
，

１ １ ４ （９ ） ： ２ １ ４８
－

２ １ ５ ９ ．

［
１ ０２ ］Ｘ ｉ ａｏＢ

，Ｘｕ ｅＸ
，ＨｕＦ

，ｅ ｔａ ｌ ．Ｅｘｐｒ ｅ ｓ ｓ ｉ ｏｎａｎ ｄｒｅ ｇｕ ｌ ａ ｔ ｏｒｙｍｅ ｃｈａｎ ｉ ｓｍｏ ｆｍ ｉ ｃｒｏＲＮＡ
－

１ ５ ５

ｉ ｎｔｈ ｅｖ ｉ ｌ ｌ ｉｏｆｐａ ｔ ｉ ｅｎ ｔ ｓｗ ｉ ｔｈｕｎ ｅｘｐ ｌ ａ ｉ ｎ ｅ ｄｒ ｅｃｕｒｒ ｅｎ ｔｓ ｐｏｎ ｔａｎ ｅ ｏｕ ｓａｂｏｒ ｔ ｉ ｏｎｐａｔ ｉ ｅｎ ｔ ｓ ［ Ｊ ］ ．

Ｚｈｏｎ ｇｈｕａｆｕｃｈａｎｋｅｚａｚｈ ｉ
，２０ １ ４

，
４９ （ ２ ） ： １ ３０ ．

［ １ ０３ ］ＷａｎｇＳ ｝ＡｕｒｏｒａＡＢ ，Ｊｏｈｎ ｓｏｎＢＡ
，ｅ ｔａ ｌ ．Ｔｈ ｅｅｎｄｏ ｔｈ ｅ ｌ ｉ ａ ｌ

－

ｓｐｅ ｃ ｉ ｆ ｉ ｃｍ ｉ ｃｒｏＲＮＡｍ ｉ Ｒ
－

１ ２６

ｇｏｖ ｅｒｎ ｓｖ ａｓ ｃｕ ｌ ａｒｉ ｎ ｔ ｅｇｒ ｉ ｔ ｙａｎｄａｎｇ ｉ ｏ ｇｅｎｅ ｓ ｉ ｓ ［ Ｊ ］ ．Ｄｅｖ ｅ ｌ ｏｐｍｅｎ ｔ ａ ｌｃ ｅ ｌ ｌ
，２ ００８

，１ ５ （ ２ ） ： ２ ６ １

－

２ ７ Ｌ

［ １ ０４ ］Ｍ ｅ ｉ ｓ ｔ ｅｒＪ ，Ｓ ｃｈｍ ｉ ｄ ｔＭＨ ．ｍ ｉ Ｒ
－

１ ２ ６ａｎ ｄｍ ｉ Ｒ
－

１ ２６＊ ：ｎｅｗｐ ｌ ａｙ ｅｒ ｓｉ ｎｃａｎｃ ｅｒ
［Ｊ ］ ．Ｔｈｅ

Ｓ ｃ ｉ ｅｎ ｔ ｉ ｆ ｉ ｃＷｏｒ ｌ ｄＪｏｕｒｎａ ｌ
，２ ０ １ ０

，１ ０ ： ２０９０
－

２ １ ００ ．

［ １ ０５ ］Ｅ ｌ

－

ＳｈｏｒａｆａＨＭ ．Ａｓ ｓ ｏｃ ｉ ａｔ ｉ ｏｎｂｅ ｔｗｅ ｅｎＳｅ ｌ ｅｃ ｔ ｅｄＭａｔ ｅｒｎａ ｌＰ ｌ ａｓｍａＭ ｉ ｃｒｏ
－

ＲＮＡ ｓａｎｄ

Ｉ ｄ ｉ ｏｐａｔｈ ｉ ｃＲ ｅｃｕｒｒｅｎｔＰｒｅｇｎａｎ ｃｙＬｏ ｓ ｓ ［ Ｄ ］ ．Ｉ ｓ ｌ ａｍ ｉ ｃＵｎ ｉ ｖ ｅ ｒ ｓ ｉ ｔ ｙ
－

Ｇａｚａ
，２０ １ ２ ．

［ １ ０ ６ ］Ｍｕ ｓ ｉ ｙ ｅｎｋｏＡ ，Ｂ ｉ ｔ ｋｏＶ
，
Ｂａｒ ｉ ｋＳ ．Ｅｃ ｔｏｐ ｉ ｃｅｘ ｐｒ ｅ ｓ ｓ ｉ ｏｎｏ ｆｍ ｉ Ｒ

－

１ ２６＊
，
ａｎｉ ｎ ｔ ｒｏｎ ｉ ｃｐｒｏ ｄｕ ｃ ｔ

ｏ ｆｔｈ ｅｖａｓ ｃｕ ｌ ａｒｅ ｎｄｏｔｈ ｅ ｌ ｉ ａ ｌＥＧＦ
－

ｌ ｉ ｋ ｅ７ｇ ｅｎｅ ，ｒ ｅｇｕ ｌ ａ ｔ ｅ ｓｐｒｏ ｓ ｔ ｅ ｉ ｎｔ ｒａｎ ｓ ｌ ａ ｔ ｉ ｏｎａｎｄ

ｉ ｎｖａ ｓ ｉ ｖ ｅｎｅ ｓ ｓｏｆｐｒｏ ｓ ｔａｔ ｅｃａｎｃｅｒＬＮＣａＰｃ ｅ ｌ ｌ ｓ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 ｌｏｆｍｏ ｌ ｅ ｃｕ ｌ ａｒｍｅｄ ｉ ｃ ｉ ｎ ｅ
，

２００８
，

８６ （ ３ ） ： ３ １ ３
－

３ ２２ ．

［
１ ０ ７

］Ｆｅｎｇ
Ｒ

，ＣｈｅｎＸ
，ＹｕＹ ，ｅ ｔａ ｌ ．ｍ ｉ Ｒ

－

１ ２６ｆｕｎ ｃ ｔ ｉ ｏｎｓａｓａｔ ｕｍｏｕｒｓ ｕｐｐｒ ｅ ｓ ｓ ｏｒｉ ｎｈｕｍａｎ
ｇａ ｓ ｔ ｒ ｉ ｃ

ｃａｎ ｃ ｅｒ ［ Ｊ ］ ，Ｃａｎｃ ｅｒｌ ｅ ｔ ｔ ｅｒ ｓ
，２０ １ ０

，
２９８ （ １ ） ： ５０

－

６ ３ ．

［ １ ０８ ］Ｂｒａ ｓ ｅＪＣ ，Ｗｕ ｔ ｔ ｉ ｇＤ ，Ｋｕｎ ｅ ｒＲ
，ｅ ｔａ ｌ ．Ｓ ｅ ｒｕｍｍ ｉ ｃ ｒｏＲＮＡ ｓａｓｎｏ ｎ

－

ｉ ｎ ｖ ａ ｓ ｉ ｖ ｅｂ ｉ ｏｍａｒｋ ｅ ｒｓ

ｆｏｒｃａｎ ｃ ｅｒ ［ Ｊ ］ ．Ｍｏ ｌ ｅｃｕ ｌ ａｒｃ ａｎ ｃ ｅｒ
，２０ １ ０

，

９ （ １ ） ： １ ．

［ １ ０９ ］ＣｈｅｎＨ
，Ｍ ｉ ａｏＲ

，ＦａｎＪ ，ｅ ｔａ ｌ ．Ｄｅ ｃｒｅａｓ ｅ ｄｅ ｘｐｒｅ ｓ ｓ ｉ ｏｎｏ ｆｍ ｉ Ｒ
－

１ ２６ｃ ｏｒｒｅ ｌ ａｔ ｅ ｓｗ ｉ ｔ ｈ

ｍｅ ｔａｓ ｔａ ｔ ｉ ｃｒｅ ｃｕｒｒ ｅｎｃ ｅｏｆｈ ｅｐａｔ ｏｃ ｅ ｌ ｌ ｕ ｌ ａｒｃａｒｃ ｉ ｎ ｏｍａ
［Ｊ ］ ．Ｃ ｌ ｉ ｎ ｉ ｃ ａ ｌ＆ｅｘ ｐｅｒ ｉ ｍｅ ｎ ｔａ ｌｍｅ ｔ ａ ｓ ｔａｓ ｉ ｓ

，

２ ０ １ ３
，
３０ （ ５ ） ： ６５ １

－

６５ ８ ．

［ １ １ ０ ］Ｔａｖａｚｏ ｉ ｅＳＦ
，Ａ ｌ ａｒ ｃ ６ｎＣ

，Ｏ ｓ ｋａｒ ｓ ｓｏｎＴ
，ｅ ｔａ ｌ ．Ｅｎｄｏ ｇｅｎｏｕ ｓｈｕｍａｎｍ ｉ ｃｒｏＲＮＡ ｓｔ ｈａ ｔｓｕｐｐｒ ｅ ｓ ｓ

ｂ ｒｅａ ｓ ｔｃａｎｃ ｅｒｍｅ ｔａｓ ｔａ ｓ ｉ ｓ ［ Ｊ ］
．ｎａ ｔｕｒ ｅ

，２ ００８
，４５ １ （ ７ １ ７ ５ ） ： １ ４ ７

－

１ ５ ２ ．

［ １ １ １ ］Ｓａ ｌ ａｊ ｅｇｈｅｈ Ａ
，Ｖｏｓ ｇｈａ Ｈ

，ＲａｈｍａｎＭＡ
，ｅ ｔａ ｌ ．Ｔｈ ｅｍｏｄｕ ｌ ａ ｔ ｏｒ ｙｒｏ ｌ ｅｏ ｆｍ ｉ ＲＮＡ１ ２ ６ｉ ｎｔ ｈ ｙｒｏ ｉ ｄ

ｃａｎｃ ｅｒａｎｇ ｉ ｏｇｅｎ ｅ ｓ ｉ ｓ ［ Ｊ ］ ．Ｃａｎｃ ｅｒＲｅ ｓ ｅａｒｃ ｈ
，２０ １ ４

，
７ ４ （ １ ９Ｓｕ ｐｐ ｌ ｅｍｅｎ ｔ ） ： ５ ２８ ．

［ １ １ ２ ］Ｈａｒｒ ｉ ｓＴＡ
，Ｙａｒａａｋｕ ｃ ｈ ｉＭ

，Ｆｅ ｒ ｌ ｉ ｔ ｏＭ
，ｅ ｔａ ｌ ．Ｍ ｉ ｃ ｒｏ ＲＮＡ

－

１ ２６ｒ ｅ ｇｕ ｌ ａｔ ｅ ｓｅｎｄｏ ｔｈ ｅ ｌ ｉ ａ ｌ

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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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ｘｐｒｅ ｓ ｓ ｉ ｏｎｏ ｆｖａｓ ｃｕ ｌ ａｒｃ ｅ ｌ ｌａｄｈ ｅ ｓ ｉ ｏｎｍｏ ｌ ｅｃｕ ｌ ｅ１ ［Ｊ］ ．Ｐｒｏ ｃ ｅ ｅｄ 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Ｎａｔ ｉ ｏｎａ ｌ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 ｆＳ ｃ ｉ ｅｎｃ ｅ ｓ
，２ ００ ８

，
１ ０ ５

（５ ） ： １ ５ １ ６
—

１ ５ ２ １ ．

［ １ １ ３ ］Ｕｈ ｌ ｅｍａｎｎ Ｍ
，Ｍｏｂ ｉｕ ｓ

－

Ｗ ｉｎｋ ｌ ｅ ｒＳ
，Ｆ ｉ ｋｅｎ ｚ ｅｒＳ

，ｅｔａ ｌ ．Ｃ ｉｒ ｃｕ ｌａｔ ｉ ｎｇ
ｍ ｉ ｃｒｏＲＮＡ

－

１２６ｉ ｎｃｒ ｅａ ｓｅ ｓ

ａｆｔ ｅｒｄ ｉ ｆｆｅｒ ｅｎ ｔｆｏｒｍｓｏｆｅｎ ｄｕｒａｎｃ ｅｅｘ ｅｒ ｃ ｉ ｓ ｅｉｎｈ ｅａ ｌ ｔｈｙａｄｕ ｌ ｔ ｓ ［Ｊ ］ ．Ｅｕｒｏｐ ｅａｎｊ ｏｕｒｎａ ｌｏｆ

ｐｒ ｅｖ ｅｎｔ ｉ ｖ ｅｃａｒｄ ｉ ｏ ｌ ｏｇｙ ，２０ １ ４
，２ １（４ ） ： ４ ８４

－

４９ １ ．

［ １ １４ ］Ｅ ｌ
－

ＳｈｏｒａｆａＨＭ
，Ｓｈａｒ ｉ ｆＦＡ ．Ｄｙ ｓ ｒ ｅｇｕ ｌ ａｔ ｉ ｏｎｏ ｆｍ ｉ ｃｒｏ

－

ＲＮＡｃｏｎｔｒ ｉ ｂｕｔ ｅ ｓｔｏｔｈｅｒ ｉ ｓ ｋｏｆ

ｕｎｅｘｐ ｌ ａ ｉｎｅｄｒ 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ｐｒｅｇｎａｎｃ ｙｌｏ ｓ ｓ ［ｊ ］
．Ｉｎ ｔＪＲｅｐｒｏｄＣｏｎｔｒａｃ ｅｐ ｔＯｂ ｓ ｔ ｅ ｔＧｙｎｅ ｃｏ ｌ

，

２ ０ １ ３
，
２ ： ３ ３０

－

３ ３ ５ ．

［ １ １ ５ ］Ｃｕ ｉＷ
，
Ｌ ｉＱ

，Ｆｅｎｇ
Ｌ

，ｅ ｔａ ｌ ．Ｍ ｉ Ｒ
－

１ ２ ６
－

３ｐｒｅｇｕ ｌ ａｔｅ ｓｐｒｏｇｅ ｓ ｔ ｅｒｏｎ ｅｒｅ ｃ ｅｐ ｔｏｒ ｓａｎｄｉｎｖｏ ｌｖｅ ｓ

ｄｅｖ ｅ ｌ ｏｐｍｅｎｔａｎｄｌ ａｃ ｔａｔ ｉ ｏｎｏｆ ｍｏｕ ｓ ｅｍａｍｍａｒｙｇ ｌ ａｎｄ
［Ｊ］ ．Ｍｏ ｌ ｅｃｕ ｌ ａｒａｎｄｃ ｅ ｌ ｌ ｕ ｌ ａｒｂ ｉ ｏｃｈｅｍｉ ｓ ｔｒｙ ，

２ ０ １ １
，３ ５ ５（ １

－

２ ） ： １ ７
－

２５ ．

［ １ １ ６ ］Ｋｎｏ ｆ ｌ ｅｒＭ
，Ｐｏ ｌ ｌｈｅ ｉｍｅｒＪ ．ＩＦＰＡＡｗａｒｄｉ ｎＰ ｌ ａｃ ｅｎｔｏ ｌ ｏｇｙｌ ｅｃ ｔｕｒｅ ：ｍｏ ｌ ｅｃｕ ｌ ａｒｒ ｅ ｇｕ ｌ ａｔ ｉ ｏｎ

ｏ ｆｈｕｍａｎｔｒｏｐｈｏｂ ｌ ａｓ ｔｉｎｖａｓ ｉ ｏｎ ．［ Ｊ ］ ．Ｐ ｌａｃ ｅｎｔａ
，２ ０ １ ２

，３ ３Ｓｕｐｐ ｌ （２ ） ： Ｓ ５ ５ ．

［ １ １ ７ ］ＶｅｎｔｕｒａＷ
，Ｋｏ ｉ ｄｅＫ

，Ｈｏｒ ｉＫ
，ｅｔａ ｌ ．Ｐ ｌａｃ ｅｎｔａ ｌｅｘｐｒ ｅ ｓ ｓ ｉ ｏｎｏ ｆｍ ｉ ｃｒｏＲＮＡ

－

１ ７ａｎｄ
－

１ ９ｂ

ｉ ｓｄｏｗｎ
－

ｒ ｅｇｕ ｌ ａｔ ｅｄｉｎｅａｒ ｌ ｙｐｒ ｅｇｎａｎｃｙｌ ｏ ｓ ｓ ．［Ｊ ］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Ｊｏｕｒｎａ ｌｏｆＯｂ ｓｔ ｅ ｔｒ ｉ ｃ ｓＧｙｎｅｃｏ ｌ ｏｇｙ

＆Ｒｅｐｒｏ ｄｕｃ ｔ ｉ ｖ ｅＢ ｉ ｏ ｌ ｏｇｙ ，２ ０ １ ３
，
１ ６９ （

１
） ： ２８

－

３２ ．

［ １ １ ８ ］Ｅ ｌＨ Ｍ ．Ｌｅｖ ｅ ｌ ｓｏｆｍ ｉＲ
－

２ １ ａｎｄｍ ｉ Ｒ
－

１ ８２ｉｎＵｎｅｘｐ ｌ ａ ｉｎｅｄ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ｔＳｐｏｎｔ ａｎｅｏｕ ｓＡｂｏｒｔ ｉ ｏｎ
［Ｊ ］ ．

Ｓｈｏｒａｆａ
，２０ １ ３ ．

［ １ １ ９ ］Ｈａｎ ｓ ｅｎＴＦ
，Ｓ０ｒ ｅｎｓ ｅｎＦＢ

，Ｌ ｉｎｄｅｂ
ｊ
ｅｒｇＪ ，ｅ ｔａ ｌ ．Ｔｈｅｐｒｅ ｄ ｉ ｃ ｔ ｉ ｖ ｅｖａ ｌｕｅｏｆｍ ｉ ｃｒｏＲＮＡ

－

１ ２６

ｉｎｒｅ ｌ ａｔ ｉ ｏｎｔ ｏｆ ｉ ｒ ｓ ｔｌ ｉｎｅｔｒ ｅａｔｍｅｎｔｗ ｉ ｔｈｃａｐ ｅ ｃ ｉ ｔａｂ ｉｎ ｅａｎｄｏｘａ ｌ ｉ ｐ ｌａｔ ｉｎｉｎｐａｔ ｉ ｅｎｔ ｓｗ ｉ ｔｈ

ｍｅ ｔａ ｓ ｔ ａｔ ｉ ｃｃｏ ｌ ｏｒ ｅｃ ｔａｌｃａｎｃ ｅｒ ［Ｊ ］ ，ＢＭＣＣａｎｃ ｅｒ
，２０ １ ２

，
１ ２ （ １ ） ： ８ ３ ．

［ １ ２０ ］Ｊｕ ｓ ｕｆｏｖ ｉ ｃＥ
，Ｒ ｉ

ｊ ａｖｅ ｃＭ ，Ｋｅ ｓ ｅｒＤ ，ｅ ｔａ ｌ ．ｌ ｅ ｔ
－

７ｂａｎｄｍｉＲ
—

１ ２６ａｒｅｄｏｗｎ
－

ｒｅｇｕ ｌ ａｔ ｅ ｄｉｎ

ｔｕｍｏｒｔ ｉ ｓ ｓｕｅａｎｄｃｏｒｒ ｅ ｌ ａｔ ｅｗ ｉ ｔｈｍ ｉ ｃｒｏｖｅ ｓ ｓ ｅ ｌｄｅｎｓ ｉ ｔｙａｎｄｓｕｒｖ ｉ ｖａ ｌｏｕｔ ｃ ｏｍｅ ｓｉｎ

ｎｏｎ
—

ｓｍａ ｌ ｌ
—

ｃ ｅ ｌ ｌｌ ｕｎｇｃａｎｃ ｅｒ ．［Ｊ ］ ．Ｐ ｌ ｏＳｏｎｅ
，２０ １ ２

，
７ （ ９ ） ： ｅ４５ ５ ７７ ．

［ １ ２ １ ］Ｆｒａｍｐ ｔ ｏｎＡＥ ，Ｋｒ ｅ ｌ ｌＪ ，ＪａｃｏｂＪ ，ｅ ｔａ ｌ ．Ｌｏ ｓ ｓｏ ｆｍｉＲ
－

１ ２６ｉ ｓｃｒｕｃ ｉ ａ ｌｔ ｏｐａｎｃｒ ｅａｔ ｉ ｃ

ｃａｎ ｃ ｅｒｐｒｏｇｒ ｅ ｓ ｓ ｉ ｏｎ ．［Ｊ ］ ．Ｅｘｐ ｅｒ ｔＲｅｖ ｉ ｅｗｏｆＡｎｔ ｉ ｃａｎｃ ｅｒＴｈｅｒａｐｙ ，２０ １ ２
，１ ２ （ ７ ） ： ８８ １

－

８８４ ．

［ １ ２ ２ ］ＹａｎＴ ，Ｌ ｉ ｕＹ
，Ｃｕ ｉＫ

，ｅ ｔａ ｌ ．Ｍ ｉ ｃｒｏＲＮＡ
－

１ ２６ｒ ｅｇｕ ｌ ａｔ ｅ ｓＥＰＣ ｓｆｕｎｃ ｔ ｉ ｏｎ ：ｉｍｐ ｌ ｉ ｃａｔ ｉ ｏｎｓｆｏｒ

ａｒｏ ｌ ｅｏｆｍ ｉＲ
－

１ ２６ ｉ ｎｐｒｅ ｅ ｃ ｌａｍｐ ｓ ｉ ａ ．［Ｊ ］ ．Ｊｏｕｒｎａ ｌｏ ｆＣｅ ｌ ｌｕ ｌ ａｒＢ ｉ ｏｃｈｅｍ ｉ ｓ ｔｒｙ ，

２ ０ １ ３
，
１ １ ４ （９ ） ： ２ １ ４８

－

２ １ ５９ ．

［ １ ２ ３ ］Ｅ ｌ ｓｈｏｒａｆａＨＭ
，Ｓｈａｒ ｉ ｆＦＡ ．Ｄｙｓｒ ｅｇｕ ｌ ａｔ ｉ ｏｎｏｆｍ ｉ ｃｒｏ

－

ＲＮＡｃｏｎ ｔｒ ｉ ｂｕ ｔ ｅ ｓｔｏｔｈｅｒ ｉ ｓｋｏｆ

ｕｎｅｘｐ ｌ ａ ｉ ｎｅ ｄｒｅ ｃｕｒｒｅｎ ｔｐｒ ｅｇｎａｎｃｙｌ ｏ ｓ ｓ ［Ｊ］ ，Ｉｎ ｔ ｅｒｎａｔ ｉ 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 ｌｏｆ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 ｉ ｏｎ

Ｃｏｎ ｔｒａｃ ｅｐ ｔ ｉ ｏｎＯｂ ｓｔ ｅｔｒ ｉ ｃ ｓ＆Ｇｙｎｅ ｃ ｏ ｌ ｏｇｙ ，２ ０ １ ３
，２ （３ ） ： ３ ３０

－

３ ３５ ．

［ １ ２４ ］Ｐ ｉ ｊ ｎｅｎｂｏｒｇＲ ，Ｂ ｌ ａｎｄＪＭ ，Ｒｏｂｅｒｔ ｓｏｎＷＢ
，ｅ ｔａ ｌ ．Ｕｔ ｅｒｏｐ ｌ ａｃ ｅｎｔａ ｌａｒ ｔ ｅ ｒ ｉ ａ ｌｃｈａｎｇｅ ｓ

ｒ ｅ ｌ ａｔ ｅｄｔ ｏｉｎ ｔ ｅｒ ｓ ｔ ｉ ｔ ｉ ａ ｌｔｒｏｐｈｏｂ ｌ ａｓ ｔｍ ｉ ｇｒａｔ ｉ ｏｎｉ ｎｅａｒ ｌ ｙｈｕｍａｎｐｒ ｅｇｎａｎｃｙ ［Ｊ］ ，Ｐ ｌ ａｃｅｎｔａ
，

１ ９８ ３
，

４ （４ ） ： ３９ ７
－

４ １ ３ ．

［
１ ２ ５ ］Ｌｕｎｇｈ ｉＬ

，Ｆｅｒｒｅ ｔ ｔ ｉＭＥ
，Ｍｅ ｄ ｉ ｃ ｉＳ

，ｅ ｔａ ｌ ．Ｃｏｎ ｔｒｏ ｌｏ ｆｈｕｍａｎｔｒｏｐｈｏｂ ｌ ａｓ ｔｆｕｎｃ ｔ ｉ ｏｎ
［Ｊ ］ ．

Ｒｅｐｒｏｄｕ ｃ ｔ ｉ ｖ ｅＢ ｉ ｏ ｌ ｏｇｙａｎｄＥｎ ｄｏｃｒ ｉ ｎｏ ｌ ｏｇｙ ，２００ ７
，
５ （ １ ） ： ６ ＜

［ １ ２ ６ ］Ｃｒｏ ｓ ｓＪＣ ，Ｈｅｍｂ ｅｒｇ ｅｒＭ ，ＬｕＹ
，ｅ ｔａ ｌ ．Ｔｒｏｐｈｏｂ ｌ ａ ｓ ｔｆｕｎｃ ｔ ｉ ｏｎ ｓ

，ａｎｇ ｉ ｏｇｅｎ ｅ ｓ ｉ ｓａｎｄ

ｒｅｍｏｄｅ ｌ ｉ ｎｇｏｆｔｈｅｍａｔ ｅｒｎａ ｌｖａｓ ｃｕ ｌ ａｔｕｒｅｉ ｎｔｈｅｐ ｌａｃ ｅｎｔａ ．［Ｊ ］ ，Ｍｏ ｌ ｅｃｕ ｌ ａｒ＆Ｃｅ ｌ ｌｕ ｌ ａｒ

Ｅｎ ｄｏｃｒ ｉ ｎｏ ｌ ｏｇｙ ，２ ０ ０２
，１ ８７ （ １

－

２ ） ： ２ ０ ７
－

２ １ ２ ．

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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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２ ６
－

３ ｐ 促进 滋 养细胞侵 袭 功 能机制研 究


［ １ ２ ７ ］Ｆｅｒｒ ｅ ｔ ｔ ｉＣ
，Ｂｒｕｎ ｉＬ

，Ｄａｎｇ ｌ ｅ ｓ
－

Ｍａｒ ｉ ｅＶ
，ｅ ｔａ ｌ ．Ｍｏ ｌ ｅ ｃｕ ｌ ａｒｃ ｉ ｒｃｕ ｉ ｔ ｓｓｈａｒｅｄｂｙｐ ｌ ａｃ ｅｎ ｔａ ｌ

ａｎｄｃａｎｃ ｅｒｃ ｅ ｌ ｌ ｓ
，ａｎｄｔｈ ｅ ｉ ｒｉｍｐ ｌ ｉ ｃａｔ ｉ ｏｎ ｓｉ ｎｔｈｅｐｒｏ ｌ ｉ ｆ ｅｒａｔ ｉ ｖ ｅ

，ｉ ｎ ｖａ ｓ ｉ ｖ ｅａｎｄｍ ｉ ｇｒａｔ ｏｒｙ

ｃａｐａｃ ｉ ｔ ｉ ｅ ｓｏｆｔ ｒｏｐｈｏｂ ｌ ａｓ ｔ ｓ ［ Ｊ ］ ．ＨｕｍａｎＲｅｐｒｏ ｄｕ ｃ ｔ ｉ ｏｎＵｐｄａｔ ｅ ，２ ００６
，１ ３ （２ ） ： １ ２ １

－

１ ４ １ ．

［ １ ２８ ］ 张玉珍 ， 罗颂平 ． 罗元恺教授调经 、 助孕 、 安胎的思路与方法 ［Ｊ ］ ． 广州 中 医药大学学报 ，

２００４
，
２ １ （ ５ ） ： ３ ５ ２

－

３ ５ ５ ．

［ １ ２ ９ ］ 罗颂平 ． 封藏之本 ， 静 以制动——论罗元恺教授安胎的思路与方法 ［Ｊ ］ ． 广州 中 医药大学学

报 ，
２００６

，
２ ３ （５ ） ： ３６ ３

－

３ ６ ５ ．

［ １ ３ ０ ］ 王云凤 ， 陆启滨 ． 补肾活血法治疗抗心磷脂抗体阳性免疫性流产的研宄进展 ［Ｊ ］ ． 西部中

医药 ，
２００８

，
２ １ （ １ ） ： ８

－

９ ．

［ １ ３ １ ］ 许秀平 ，
王文君 ， 归绥琪 ， 等 ． 补肾健脾方联合孕激素保胎效果分析 ［Ｊ ］ ． 复旦学报 （医学

版 ）
，

２ ０ １ ３
， 
４０ （４ ） ： ４５８

－

４６ ２ ．

［ １ ３ ２ ］ 郜洁 ． 寿胎丸的药物组成及其补肾安胎的药效学研宄 ［Ｄ ］ ． 广州 中 医药大学 ，
２００９ ．

［ １ ３ ３ ］ 郜洁 ， 罗颂平 ． 肾虚黄体
－抑制大鼠流产模型补肾安胎药效 的初步评价 ［ Ｊ ］ ． 内 蒙古 中医药 ，

２０ １ １
，
３ ０ （ １ ３ ） ：１ ４５

－

１ ４６ ．

［
１ ３ ４ ］ 曹 越 ， 彭 维 ， 苏薇 薇 ， 等 ． 续 断 药 材 指 纹 图 谱 的 研 究 ［ Ｊ ］ ． 中 药新 药 与 临床 药理 ，

２０ １ ０
，
２ １ （ １ ） ： ５０

－

５ ４ ．

［
１ ３５ ］ 曹 越 ， 彭 维 ， 苏 薇 薇 ， 等 ． 菟 丝 子 指 纹 图 谱 研 宄 新 进 展 ［ Ｊ ］ ． 生 物 产 业 技 术 ，

２００９ （６ ） ： ９ ０
－

９ ３ ．

［ １ ３６ ］ 曹越 ， 彭维 ， 苏薇薇 ， 等 ． 广 东 从化桑 寄 生药材 的 ＨＰＬＣ指 纹 图谱研 宄 ［ Ｊ ］ ． 中 药材 ，

２ ０ １ ０
，
３ ３ （４ ） ： ５ ３ ２

－

５ ３５ ．

［
１ ３ ７ ］ 刘新玉 ． 菟丝子及其有效部位提取物补肾安胎药效研宄 ［ Ｄ ］

． 广州 中医药大学 ，

２０ １ ２ ．

［ １ ３ ８ ］ 缪江霞 ． 续断有效部位的提取及其补肾安胎的药效学研究 ［ Ｄ ］ ． 广州 中 医药大学 ，
２ ０ １ ２ ．

［ １ ３ ９ ］ 黄长盛 ． 桑寄生及其有效部位的补肾安胎药效学研宄 ［Ｄ ］ ． 广州 中 医药大学 ，
２０ １ ２ ．

［ １ ４０ ］Ｄｏｎｎａｐｅ ｅＳ ，Ｌ ｉＪ ，ＹａｎｇＸ ，ｅ ｔａ ｌ ．Ｃｕ ｓ ｃｕｔａｃｈ ｉ ｎ ｅｎ ｓ ｉ ｓＬａｍ． ：Ａｓ ｙ ｓ ｔ ｅｍａ ｔ ｉ ｃｒ ｅｖ ｉ ｅｗｏｎ

ｅ ｔｈｎｏｐｈａｒｍａｃｏ ｌ ｏ ｇｙ ，ｐｈｙ ｔ ｏｃｈｅｍ ｉ ｓ ｔｒｙａｎｄｐｈａｒｍａｃ ｏ ｌ ｏｇｙｏ ｆａｎｉ ｍｐｏｒ ｔａｎ ｔｔ ｒａｄ ｉ ｔ ｉ ｏｎａ ｌｈ ｅｒｂａ ｌ

ｍｅ ｄ ｉ ｃ ｉ ｎｅ ．［Ｊ ］ ，Ｊｏｕｒｎａ ｌｏ ｆＥ ｔ ｈｎｏｐｈａｒｍａｃｏ ｌ ｏｇｙ ，２０ １ ４
，１ ５ ７ ： ２ ９ ２

－

３ ０８ ．

［ １ ４ １ ］Ｋ ｅＪ ，ＤｕａｎＲ ．Ｅｆ ｆｅ ｃ ｔ ｓｏｆｆ ｌ ａｖｏｎｏ ｉ ｄ ｓｆｒｏｍｓ ｅｍｅｎｃｕ ｓ ｃ ｕ ｔ ａｅｏｎｔｈｅ

ｈ ｉ ｐｐｏｃａｍｐａ ｌ

－

ｈｙｐｏ ｔｈａ ｌ ａｍ ｉ ｃ
－

ｐ ｉ ｔｕ ｉ ｔａｒｙ
－

ｏｖａｒ ｉ ａｎｓ ｅｘｈｏｒｍｏｎ ｅｒ ｅ ｃ ｅｐ ｔ ｏｒ ｓｉ ｎｆｅｍａ ｌ ｅｒａ ｔ ｓｅ ｘｐｏ ｓ ｅｄ

ｔ ｏｐ ｓ ｙ ｃｈｏ ｌ ｏｇ ｉ ｃａ ｌｓ ｔ ｒ ｅ ｓ ｓ ．［Ｊ ］
．Ｃ ｌ ｉ ｎ ｉ ｃａ ｌ＆Ｅｘｐｅｒ ｉ ｍｅｎ ｔａ ｌＯｂ ｓ ｔ ｅ ｔ ｒ ｉ ｃ ｓ＆Ｇｙｎｅ ｃ ｏ ｌ ｏｇｙ ，

２ ０ １ ３
，
４０ （ ２ ） ： ２ ７ １ ．

［ １ ４２ ］ 马红霞 ， 尤昭玲 ， 刘华 ， 等 ． 菟丝子总黄酮对早孕期人细胞滋养细胞增殖能力 的影响及其

信号机制 ［ Ｊ ］ ． 中药材 ，

２００ ９
，
３ ２ （６ ） ： ９３ ９

－

９４ ３ ？

［ １ ４３ ］许晓嘉 ， 徐丽媛 ，郭志勇 ， 等 ．ＨＰＬＣ法同时测定 中药菟丝子中五种黄酮类成分含量的研宂

［ Ｊ ］ ． 世界中 医药 ，

２０ １ ４ （４ ） ： ４９ １
－

４９ ３ ．

［ １ ４４ ］ 王达
，
王帅 ，

包永窨 ， 等 ． ＵＰＬＣ测定不 同产地菟丝子药材中 ６种黄酮类成分的含量 ［Ｊ ］ ． 中

国实验方剂学杂志 ，

２０ １ ６ （ ５ ） ： ９６
－

１ ００ ．

［ １ ４５ ］Ｓｈ ｅｋａｒｃｈ ｉＭ
，Ｋｏｎ ｄｏｒ ｉＢＭ

，Ｈａ ｊ
ｉ ｍｅｈ ｄ ｉ ｐｏｏｒＨ ，ｅ ｔａ ｌ ．Ｆ ｉ ｎｇ ｅｒＰｒ ｉ ｎ ｔ ｉ ｎｇａｎ ｄＱｕａｎ ｔ ｉ ｔａ ｔ ｉ ｖ ｅ

Ａｎａ ｌ ｙ ｓ ｉ ｓｏｆＦ ｌ ａｖｏｎｏ ｉ ｄＣｏｎ ｔ ｅｎ ｔ ｓｆｒｏｍＤ ｉ ｆｆｅｒ ｅ ｎ ｔＨｏ ｓ ｔ ｓｂ ｙＲＰ
－

ＨＰＬＣ ［Ｊ ］ ．Ｆｏｏｄ＆Ｎｕ ｔｒ ｉ ｔ ｉ ｏｎ

Ｓ ｃ ｉ ｅｎｃ ｅ ｓ
，２０ １ ４

，０ ５ （ １ ０ ） ： ９ １ ４
－

９ ２ １ ．

［ １ ４６ ］Ｈａｊ ｉｍｅｈｄ ｉ ｐｏｏｒＨ
，Ｋｏｎ ｄｏｒ ｉＢＭ

，Ａｍ ｉ ｎＧＲ
，ｅ ｔａ ｌ ．Ｄｅ ｖ ｅ ｌ ｏｐｍｅｎ ｔｏ ｆａｖａ ｌ ｉ ｄａｔ ｅｄＨＰＬＣｍｅ ｔ ｈｏｄ

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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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ｏｒｔｈｅｓ ｉｍｕ ｌ ｔａｎｅｏｕｓｄ ｅｔ ｅｒｍｉ ｎａｔ ｉ ｏｎｏｆｆ ｌ ａｖｏｎｏ ｉ ｄｓｉｎＣｕ ｓ ｃｕｔ ａｃｈ ｉｎｅｎ ｓ ｉ ｓＬａｍ．ｂｙ

ｕ ｌ ｔｒａ
－

ｖ ｉ ｏ ｌ ｅ ｔｄｅ ｔ ｅ ｃ ｔ ｉ ｏｎ ．［Ｊ ］ ，ＤＡＲＵＪｏｕｒｎａ ｌｏｆＰｈａｒｍａｃ ｅｕ ｔ ｉ ｃａｌＳｃ ｉ ｅｎｃｅ ｓ
，２ ０ １ ２

，
２０ （ １ ） ： ５ ７ ．

［ １ ４ ７ ］Ｃａｔａ ｌ ａｎｏＲＤ
，Ｃｒ ｉ ｔ ｃｈ ｌ ｅ ｙ

Ｈ０
，Ｈｅ ｉｋ ｉ ｎｈｅ ｉｍｏ０

，ｅ ｔａ ｌ ．Ｍ ｉ ｆｅｐｒ ｉ ｓ ｔｏｎｅｉ ｎｄｕｃ ｅｄ
ｐｒｏｇｅ ｓ ｔ ｅｒｏｎｅ

ｗ ｉ ｔｈｄｒａｗａ ｌｒｅｖ ｅａ ｌ ｓｎｏｖ ｅ ｌｒｅｇｕ ｌ ａｔ ｏｒｙｐａｔｈｗａｙ ｓｉ ｎｈｕｍａｎｅｎｄｏｍｅ ｔｒ ｉ ｕｍ ．［Ｊ ］ ．Ｍｏ ｌ ｅ ｃｕ ｌ ａｒＨｕｍａｎ

Ｒｅｐｒｏｄｕｃ ｔ ｉ ｏｎ
，

２００ ７
，１ ３ （９ ） ： ６４ １ 

－

６ ５４ ．

［ １ ４８ ］ 侯 自 红 ， 何双 ， 顾向应 ， 等． 米非司酮对人早孕不 同时期绒毛组织病理结构及 ｓｕｒｖ ｉ ｖ ｉ ｎ 、

ｃａ ｓｐａｓ ｅ
－

３表达的影响 ［Ｊ］ ． 中 国计划生育学杂志 ，
２０ １ ３

，
２ １ （９ ） ： ５８０

－

５８４ ．

［ １ ４９
］ 修瑞杰 ． 米非司酮对人早孕期绒毛组织结构及ＭＭＰ

－

２６ 、 Ｔ ＩＭＰ
－

４表达的影响 ［Ｄ ］ ． 天津医科大

学 ，
２ ０ １ ２ ．

［ １ ５０ ］ＨａｘｉＳ
，Ｓ ｉ ｄ ｅ ｌ ｌＮ ．ＲＵ４８ ６

－

ｉｎｄｕ ｃ ｅｄ
ｇｒｏｗｔｈｉｎｈ ｉ ｂ ｉ ｔ ｉ ｏｎｏｆ ｈｕｍａｎｅｎｄｏｍｅｔｒ ｉ ａ ｌｃ ｅ ｌ ｌ ｓｉ ｎｖｏ ｌ ｖｅ ｓ

ｔｈ ｅｎｕｃ ｌ ｅａｒｆａｃ ｔ ｏｒ
－

ｋａｐｐａＢｓ ｉ ｇｎａ ｌ ｉｎｇｐａｔｈｗａｙ ．［Ｊ ］ ．Ｊｏｕｒｎａ ｌｏｆＣ ｌ ｉｎ ｉ ｃａ ｌＥｎｄｏｃｒ ｉｎｏ ｌｏｇｙ＆

Ｍｅ ｔａｂｏ ｌ ｉ ｓｍ
，２００ ３

，
８８ （２ ） ： ７ １ ３

－

７ １ ９ ．

［ １ ５ １ ］ 唐薇 ，
王 自 能 ， 赵影庭 ． 米非司酮对孕 ７

？

９周人胎盘绒毛滋养细胞ＶＥＧＦ的影响 ［Ｊ ］ ． 中 国

热带医学 ，
２ ０ １ ０

，
１ ０

（５ ） ： ５８４
－

５８５ ．

［ １ ５ ２ ］ 楼湘莹 ，
王 自 能 ， 耿蔷 ． 米非司酮对早孕绒毛滋养细胞ＴＳＰ表达及绒毛间质血管生成的影

响 ： 第九次全国妇产科病理学术会议 ，
２００ ７ ［Ｃ ］ ．

［ １ ５ ３ ］Ｍｅ ｉ ｌ ｉ ｎｇＬ
，Ｘ ｉｎｑｕａｎＳ

，ＭｅｎｇｃｈｕｎＪ ．Ｄ ｉ ｆｆｅｒｅｎｔ ｉ ａ ｌ ｌ ｙｅｘｐｒｅ ｓ ｓ ｅｄｇｅｎｅ ｓｉｎｅａｒ ｌ ｙ

ｇｅ ｓ ｔａｔ ｉ ｏｎａ ｌｃｈｏｒ ｉ ｏｎ ｉ ｃｖ ｉ ｌ ｌ ｉａｆｔ ｅｒａｄｍｉｎ ｉ ｓ ｔｒａｔ ｉ ｏｎｏ ｆｍ ｉ ｆｅｐｒ ｉ ｓ ｔ ｏｎｅ ．［Ｊ ］ ．Ｇｙｎｅ ｃ ｏ ｌ ｏｇ ｉ ｃａ ｌ

Ｅｎｄｏｃｒ ｉ ｎｏ ｌ ｏｇｙｔｈｅＯｆｆ ｉ ｃ ｉ ａ ｌＪｏｕｒｎａ ｌｏｆｔｈ ｅＩｎ ｔ ｅｒｎａｔ ｉ ｏｎａ ｌＳｏｃ ｉ ｅ ｔｙｏｆＧｙｎｅ ｃ ｏ ｌ ｏｇ ｉ ｃａ ｌ

Ｅｎｄｏｃｒ ｉｎｏ ｌ ｏｇｙ ，

２ ０ １ １
，
２ ７ （６ ） ： ３ ７ １

－

３ ７８ ．

［ １ ５４ ］ＺｈｅｎｇＸ ，
ＳｕｎＹ

，ＺｈａｎｇＨ ，ｅｔａ ｌ ．Ｐｒｏ ｓｐｅｃ ｔ ｉｖｅｓ ｔｕｄｙｅｖａｌｕａｔ ｉｎｇｔｈｅｅｆｆｅｃ ｔｏｆ

ｍ ｉ ｆｅｐｒ ｉ ｓ ｔｏｎｅｏｎＥ
－

ｃａｄｈｅｒ ｉｎｅｘｐｒｅ ｓ ｓ ｉ ｏｎｉｎｖ ｉ ｌ ｌ ｉｉ ｎｅａｒ ｌｙｐｒ ｅｇｎａｎｃｙ ［Ｊ］ ．Ｅｕｒｏｐ ｅａｎＪｏｕｒｎａ ｌ

ｏｆＯｂ ｓ ｔ ｅ ｔｒ ｉ ｃ ｓＧｙｎｅｃｏ ｌ ｏｇｙ＆Ｒｅｐｒｏｄｕｃ ｔ ｉ ｖ ｅＢ ｉ ｏ ｌ ｏｇｙ ，２０ １ ５
，１ ９４ ： １ １ ５

－

１ １ ８ ．

［ １ ５５ ］Ｗｉ ｌ ｌ ｉａｍｓＫＲＣ
，Ｒｅｎ ｔｈａ ｌＮＥ

，ＣｏｎｄｏｎＪＣ ，ｅ ｔａ ｌ ．Ｍ ｉ ｃｒｏＲＮＡ
－

２００ａｓ ｅｒｖ ｅ ｓａｋｅｙｒｏ ｌ ｅ

ｉ ｎｔｈｅｄ ｅ ｃ ｌ ｉｎｅｏｆｐｒｏｇｅ ｓ ｔ ｅｒｏｎｅｒ ｅｃ ｅｐｔ ｏｒｆｕｎｃ ｔ ｉ ｏｎｌ ｅａｄ ｉｎｇｔｏｔ ｅｒｍａｎｄｐｒｅｔ ｅｒｍｌ ａｂ ｏｒ ［Ｊ］ ，

Ｐｒｏｃ ｅ ｅｄ ｉ ｎｇ ｓｏｆｔｈｅＮａ ｔ ｉ ｏｎａｌＡｃａｄｅｍｙｏ ｆＳ ｃ ｉ ｅｎｃ ｅｓｏｆｔｈｅＵｎ ｉ ｔ ｅｄＳ ｔａｔ ｅ ｓｏ ｆＡｍｅｒ ｉ ｃａ
，

２ ０ １ ２
，

１ ０９ （ １ ９ ） ： ７ ５２ ９
－

７ ５ ３４ ．

［ １ ５６ ］ＬｉｕＲ
，Ｓｈ ｉＰ

，Ｎ ｉ ｅＺ
，

ｅｔａ ｌ ．Ｍｉ ｆ ｅｐｒ ｉ ｓ ｔ ｏｎｅＳｕｐｐｒｅ ｓ ｓ ｅ ｓＢａｓａ ｌＴｒ ｉｐ ｌ ｅ
－

Ｎｅ ｇａｔ ｉ ｖ ｅＢｒ ｅａｓ ｔ

Ｃａｎｃ ｅｒＳ ｔ ｅｍＣｅ ｌ ｌ ｓｂｙＤｏｗｎ
－

ｒ ｅ ｇｕ ｌ ａｔ ｉｎｇＫＬＦ５Ｅｘｐｒ ｅ ｓ ｓ ｉ ｏｎ ［Ｊ ］ ，Ｔｈ ｅｒａｎｏ ｓ ｔ ｉ ｃ ｓ
，

２ ０ １ ６
，
６ （４） ： ５３ ３

－

５４４ ．

［ １ ５ ７ ］ 杨晓清 ， 张玉泉 ， 徐云钊 ， 等 ． 子宫 内膜间质细胞体外损伤模型的建立 ［Ｊ ］ ． 中华妇产科

杂志 ，

２０ １ ２
，４ ７ （４ ） ： ２７４

－

２８０ ．

［ １ ５８ ］Ｌ ｉ ｎＭ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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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ｏＪＨ ，ＨｏｏｄＬ ，ｅ ｔａ ｌ ．ＡＲｅｖ ｉ ｅｗｏ ｆＣｏｍｐｕ ｔａｔ ｉ ｏｎａ ｌＴｏｏ ｌ ｓｉ ｎｍ ｉ ｃｒｏＲＮＡ

Ｄ ｉ ｓ ｃ ｏｖ ｅｒｙ ［Ｊ ］ ．Ｆｒｏｎｔ ｉ ｅｒ ｓｉ ｎＧｅｎｅ ｔ ｉ ｃ ｓ
，２ ０ １ ２

，
４ ： ８ １ ．

［ １ ６６ ］Ｊ ｉ ｎＹ
，ＣｈｅｎＺ ，Ｌ ｉ ｕＸ

，ｅ ｔａ ｌ ．Ｅｖａ ｌ ｕａｔ ｉ ｎｇｔｈｅＭ ｉ ｃｒｏＲＮＡＴａｒｇｅ ｔ ｉｎｇＳ ｉ ｔ ｅ ｓｂ ｙＬｕ ｃ ｉ ｆｅｒａｓ ｅ

Ｒｅｐｏｒ ｔ ｅｒＧｅｎ ｅＡ ｓ ｓａｙ ［Ｊ ］ ．Ｍｅ ｔｈｏｄ ｓｉ ｎＭｏ ｌ ｅｃｕ ｌ ａｒＢ ｉ ｏ ｌ ｏｇｙ ，２ ０ １ ３
，

９３ ６ ： １ １ ７
－

１ ２ ７ ．

［ １ ６ ７ ］Ｂｒ ｅｎｎｅｃ ｋｅＪ ，Ｓ ｔａｒｋＡ
，Ｒｕ ｓ ｓ ｅ ｌ ｌＲＢ

，ｅ ｔａ ｌ ．Ｐｒ ｉ ｎｃ ｉ ｐ ｌ ｅ ｓｏｆｍ ｉ ｃ ｒｏＲＮＡ
－

ｔａｒｇｅ ｔ

ｒ ｅ ｃｏｇｎ ｉ ｔ ｉ ｏｎ ．［Ｊ ］ ．Ｐ ｌ ｏ ｓＢ ｉ ｏ ｌ ｏｇｙ ，２００５
，

３ （ ３ ） ： ｅ８ ５ ．

［ １ ６８ ］Ｊ ｉ ｎＹ
，ＣｈｅｎＺ ，Ｌ ｉ ｕＸ

，ｅ ｔａ ｌ ．Ｅｖａ ｌ ｕ ａｔ ｉ ｎｇｔ ｈｅＭ ｉ ｃｒｏＲＮＡＴａｒｇｅ ｔ ｉ ｎｇＳ ｉ ｔ ｅ ｓｂ ｙＬｕｃ ｉ ｆｅｒａｓ ｅ

Ｒ ｅｐｏｒ ｔ ｅｒＧｅｎ ｅＡ ｓ ｓ ａｙ ［ Ｊ ］ ．Ｍｅ ｔ ｈｏｄ ｓｉ ｎＭｏ ｌ ｅ ｃｕ ｌ ａｒＢ ｉ ｏ ｌ ｏｇｙ ，２０ １ ３
，
９ ３ ６ ： １ １ ７

－

１ ２ ７ ．

［ １ ６９ ］Ｈａｒｒ ｉ ｓ丁Ａ
，Ｙａｍａｋｕ ｃ ｈ ｉＭ

，Ｆｅｒ ｌ ｉ ｔ ｏＭ
，ｅ ｔａ ｌ ．Ｍ ｉ ｃｒｏＲＮＡ

－

１ ２ ６ｒｅｇｕ ｌ ａ ｔ ｅ ｓｅｎｄｏ ｔｈ ｅ ｌ ｉ ａ ｌ

ｅ ｘｐｒ ｅ ｓ ｓ ｉ ｏｎｏ ｆｖａｓ ｃｕ ｌ ａｒｃ ｅ ｌ ｌａｄｈｅ ｓ ｉ ｏｎｍｏ ｌ ｅ ｃｕ ｌ ｅ１ ．［ Ｊ ］ ．Ｐｒｏｃ ｅ ｅｄ ｉ ｎｇ ｓｏ ｆｔｈ ｅＮａｔ ｉ ｏｎａ ｌＡｃａｄ ｅｍｙ

ｏｆＳ ｃ ｉ ｅｎｃｅ ｓ
，２００８

，１ ０５ （５ ） ： １ ５ １ ６ ．

［ １ ７０ ］Ｚａｍｐｅ ｔａｋ ｉＡ
，ＭａｙｒＭ ．Ｍ ｉ ｃｒｏＲＮＡ ｓｉ ｎｖａ ｓ ｃｕ ｌ ａｒａｎ ｄｍｅ ｔａｂｏ ｌ ｉ ｃｄ ｉ ｓ ｅａｓ ｅ ．［ Ｊ ］ ．Ｃ ｉ ｒｃｕ ｌ ａ ｔ ｉ ｏｎ

Ｒ ｅ ｓ ｅａｒ ｃ ｈ
，２０ １ ２

ｔ１ １ ０ （ ３ ） ： ５０８
－

５２ ２ ．

［ １ ７ １ ］Ｐ ｉ ｔ ｚ ｌ ｅｒＬ
，Ａｕ ｌ ｅｒＭ

，Ｐｒｏｂ ｓ ｔＫ
，ｅ ｔａ ｌ ．ｍ ｉ Ｒ

－

１ ２６
－

３ｐｐｒｏｍｏ ｔ ｅ ｓｍａ ｔｒ ｉ ｘ
－

ｄ ｅｐｅｎｄ ｅｎ ｔ

ｐ ｅｒ ｉ ｖａ ｓ ｃｕ ｌ ａｒｃ ｅ ｌ ｌａｔ ｔａｃｈｍｅｎ ｔ
，ｍ ｉ ｇｒａ ｔ ｉ ｏｎａｎ ｄｉｎ ｔ ｅｒ ｃ ｅ ｌ ｌ ｕ ｌ ａｒｉ ｎ ｔ ｅｒａｃ ｔ ｉ ｏｎ ．［Ｊ ］ ．Ｓ ｔ ｅｍＣｅ ｌ ｌ ｓ

，

２ ０ １ ６
，
３４ （ ５ ） ： １ ２９ ７

－

１ ３０９ ．

［ １ ７２ ］ＬｅｃｈｍａｎＥＲ ，Ｇｅｎ ｔｎｅｒＢ
，ＮｇＳＷ ，ｅ ｔａ ｌ ．ｍ ｉ Ｒ

－

１ ２６Ｒｅｇｕ ｌ ａｔ ｅ ｓＤ ｉ ｓ ｔ ｉ ｎｃ ｔＳｅ ｌ ｆ
－

Ｒ ｅｎ ｅｗａ ｌ

Ｏｕ ｔ ｃ ｏｍｅ ｓｉ ｎＮｏｒｍａ ｌａｎ ｄＭａ ｌ ｉ ｇｎａｎ ｔＨｅｍａｔｏｐｏ ｉ ｅ ｔ ｉ ｃＳ ｔ ｅｍＣｅ ｌ ｌ ｓ ．［Ｊ ］ ，Ｃａｎ ｃ ｅｒＣｅ ｌ ｌ
，

２ ０ １ ６
，
２９ （ ２ ） ： ２ １ ４

－

２２８ ．

［ １ ７ ３ ］Ｒａｆｆｅ ｌＳ
，ＴｒｕｍｐｐＡ ．ｒａ ｉ Ｒ

－

１ ２ ６Ｄｒ ｉ ｖｅ ｓＱｕ ｉ ｅ ｓ ｃ ｅｎｃ ｅａｎｄＳｅ ｌ ｆ
－

Ｒ ｅｎ ｅｗａ ｌ ｉ ｎＬｅｕｋ ｅｍ ｉ ｃＳ ｔ ｅｍ

Ｃｅ ｌ ｌ ｓ ［Ｊ ］ ．Ｃａｎ ｃ ｅｒＣｅ ｌ ｌ
，２ ０ １ ６

，
２９ （ ２ ） ： １ ３ ３

－

１ ３ ５ ．

［ １ ７４ ］Ｘ ｉ ｏｎｇ
Ｙ

，Ｋｏ ｔ ｉ ａｎＳ
，Ｚ ｅ ｉ ｇｅｒＭＡ

，ｅ ｔａ ｌ ．ｍ ｉ Ｒ
－

１ ２６
－

３ｐＩ ｎｈ ｉ ｂ ｉ ｔ ｓＴｈ ｙｒｏ ｉ ｄＣａｎ ｃ ｅｒＣｅ ｌ ｌＧｒｏｗｔｈ

ａｎｄＭｅ ｔａｓ ｔａｓ ｉ ｓ
，ａｎｄＩ ｓＡ ｓ ｓｏ ｃ ｉ ａ ｔ ｅｄｗ ｉ ｔｈＡｇｇｒｅ ｓ ｓ ｉ ｖ ｅＴｈ ｙｒｏ ｉ ｄＣａｎｃ ｅｒ ［Ｊ ］ ．Ｐ ｌ ｏ ｓＯｎｅ

，

２０ １ ５
，１ ０ （８ ） ： ８ ２

－

９０ ．

［ １ ７ ５ ］ＬｅＡＰ ，Ｈｕａｎ ｇＹ ，Ｐ ｉ ｎ ｇ ｌ ｅＳＣ
，

ｅ ｔａ ｌ ，Ｐ ｌ ｅ ｘ ｉ ｎ
－

Ｂ２ｐｒｏｍｏ ｔ ｅ ｓｉ ｎ ｖａｓ ｉ ｖ ｅｇｒｏｗｔ ｈｏ ｆｍａ ｌ ｉ ｇｎａｎ ｔ

ｇ ｌ ｉ ｏｍａ ［ Ｊ ］ ．Ｏｎｃｏ ｔ ａｒｇｅ ｔ
，２０ １ ５

，
６ （９ ） ．

［ １ ７ ６ ］Ｃｏｎｒｏ ｔ ｔ ｏＰ
，Ｃｏｒ ｓ ｏＳ

，Ｇａｍｂ ｅｒ ｉ ｎ ｉＳ
，ｅ ｔａ ｌ ．Ｉ ｎ ｔ ｅｒｐ ｌ ａｙｂｅ ｔｗｅ ｅ ｎｓ ｃａｔ ｔ ｅ ｒｆａｃ ｔ ｏｒｒ ｅｃ ｅ ｐ ｔｏｒ ｓ

ａｎ ｄＢｐ ｌ ｅｘ ｉ ｎ ｓｃ ｏｎ ｔ ｒｏ ｌ ｓｉ ｎｖａｓ ｉ ｖ ｅｇｒ ｏｗｔｈ ．［Ｊ ］ ．Ｏｎｃ ｏ ｇｅｎｅ ，２ ００４
，２ ３ （３０ ） ： ５ １ ３ １

－

５ １ ３ ７ ．

［ １ ７ ７
］Ｓ ｉ ｎｇｈＨ ，Ａｐ ｌ ｉ ｎＪＤ ．Ｅｎｄｏｍｅ ｔｒ ｉ ａ ｌａｐ ｉ ｃａ ｌｇ ｌ ｙ ｃｏｐｒｏ ｔ ｅｏｍ ｉ ｃａｎａ ｌ ｙ ｓ ｉ ｓｒｅ ｖ ｅａ ｌ ｓｒｏ ｌ ｅ ｓｆｏｒ

ｃａｄｈｅｒ ｉ ｎ６
，

ｄｅ ｓｍｏｇ ｌ ｅ ｉ ｎ
－

２ａｎｄｐ ｌ ｅｘ ｉ ｎｂ２ｉ ｎｅｐ ｉ ｔｈｅ ｌ ｉ ａ ｌｉ ｎ ｔ ｅｇｒ ｉ ｔ ｙ ．［Ｊ ］ ．Ｍｏ ｌ ｅ ｃｕ ｌ ａｒＨｕｍａｎ

Ｒｅｐｒｏｄｕ ｃ ｔ ｉ ｏｎ
，２０ １ ５

，
２ １（ １ ）

： ８ １

—

９４ ．

［ １ ７８ ］Ｃｏｈ ｅｎＭ
，Ｍｅ ｉ ｓ ｓ ｅｒＡ

，Ｂ ｉ ｓ ｃ ｈｏ ｆＰ ．Ｍｅ ｔ ａ ｌ ｌ ｏｐｒｏ ｔ ｅ ｉ ｎａｓ ｅ ｓａｎｄｈｕｍａｎｐ ｌ ａｃ ｅｎ ｔ ａ ｌ

ｉ ｎｖａ ｓ ｉ ｖｅｎ ｅ ｓ ｓ ． ［ Ｊ ］
．Ｐ ｌ ａｃ ｅｎ ｔａ

，２００６
，２ ７ （ ８ ） ： ７ ８３

－

７９３ ．

［ １ ７９ ］Ｓ ｔａｕｎ
－

ＲａｍＥ
，Ｇｏ ｌ ｄｍａｎＳ

，Ｇａｂ ａｒ ｉ ｎＤ
，ｅ ｔａ ｌ ．Ｅｘｐｒ ｅ ｓ ｓ ｉ ｏｎａｎｄｉｍｐｏｒ ｔａｎｃ ｅｏ ｆｍａｔ ｒ ｉ ｘ

９ １





广 州 中 医 药 大学 ２０ １ ７ 届博士学位论文


ｍｅ ｔａ ｌ ｌ ｏｐｒｏｔ ｅ ｉ ｎａｓ ｅ２ａｎｄ９（ＭＭＰ
－

２ａｎｄ
－

９ ）ｉｎｈｕｍａｎｔｒｏｐｈｏｂ ｌ ａ ｓ ｔｉ ｎｖａｓ ｉ ｏｎ ［Ｊ ］ ，Ｒｅｐｒｏｄｕ ｃ ｔ ｉｖｅ

Ｂ ｉ ｏ ｌ ｏｇｙａｎｄＥｎｄｏｃｒ ｉｎｏ ｌ ｏｇｙ ，２００４
，
２

（ １ ） ； ５９ ．

［ １ ８０ ］Ｂ ｉ ｓ ｃｈｏｆＰ
，Ｍｅ ｉ ｓ ｓ ｅｒＡ

，ＣａｍｐａｎａＡ ．Ｃｏｎｔｒｏ ｌｏｆＭＭＰ
－

９ｅ ｘｐｒｅ ｓ ｓ ｉ ｏｎａｔｔｈｅｍａｔ ｅｒｎａ ｌ
－

ｆｅ ｔａ ｌ

ｉ ｎｔ ｅｒ ｆａｃ ｅ ．［Ｊ ］ ，Ｊｏｕｒｎａ ｌｏｆＲｅｐｒｏｄｕｃ ｔ ｉ ｖｅＩｍｍｕｎｏ ｌｏ ｇｙ ，２ ００２
，
５ ５ （ １

－

２ ） ： ３
－

１ ０ ．

［ １ ８ １ ］Ｐ ｌ ａｋｓＶ
，Ｒ ｉｎｋｅｎｂ ｅｒｇ ｅｒＪ ，Ｄａ ｉＪ ，ｅ ｔａ ｌ ．Ｍａｔｒ ｉ ｘｍｅ ｔａ ｌ ｌ ｏｐｒｏ ｔ ｅ ｉ ｎａ ｓ ｅ

－

９ｄ ｅｆ ｉ ｃ ｉ ｅｎ ｃ ｙ

ｐｈｅｎｏｃｏｐ ｉ ｅ ｓｆ ｅａｔｕｒｅ ｓｏ ｆ
ｐｒ ｅ ｅ ｃ ｌ ａｍｐ ｓ ｉ ａａｎｄｉ ｎ ｔｒａｕ ｔ ｅｒ ｉ ｎ ｅ

ｇｒｏｗｔｈｒｅ ｓ ｔｒ ｉ ｃ ｔ ｉ ｏｎ ［Ｊ］ ．Ｐｒｏｃ ｅ ｅｄ ｉｎｇ ｓ

ｏｆｔｈｅＮａｔ ｉ ｏｎａ ｌ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Ｓ ｃ ｉ ｅｎｃ ｅ ｓ
，２０ １ ３

，１ １ ０ （
２ ７ ） ： １ １ １ ０９

－

１ １ １ １ ４ ．

［ １ ８２ ］Ｊ ｉ ａＲＺ
，Ｄ ｉｎｇ

ＧＣ
，ＧｕＣＭ

，ｅ ｔａ ｌ ．ＣＤＸ２ｅｎｈａｎｃ ｅ ｓＨＴＲ
－

８／ＳＶｎｅｏｔｒｏｐｈｏｂ ｌ ａｓ ｔｃ ｅ ｌ ｌｉｎｖａｓ ｉ ｏｎ

ｂｙａ ｌ ｔ ｅｒ ｉｎｇｔｈ ｅｅｘｐｒｅ ｓ ｓ ｉ ｏｎｏｆｍａｔｒ ｉ ｘｍｅｔａ ｌ ｌ ｏｐｒｄ ｔ ｅ ｉｎａ ｓ ｅ ｓ ．［Ｊ］ ．Ｃｅ ｌ ｌｕ ｌ ａｒＰｈｙ ｓ ｉ ｏ ｌ ｏｇｙ＆

Ｂ ｉ ｏ ｃｈｅｍ ｉ ｓ ｔｒｙＩｎｔ ｅｒｎａｔ ｉ ｏｎａ 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 ｆＥｘｐ ｅｒ ｉｍｅｎ ｔａ ｌＣｅ ｌ ｌｕ ｌ ａｒＰｈｙ ｓ ｉ ｏ ｌ ｏｇｙＢ ｉ ｏｃｈｅｍｉ ｓ ｔｒｙ＆

Ｐｈａｒｍａｃ ｏ ｌ ｏｇｙ ，２０ １ ４
，３４ （ ３ ） ： ６２８

－

６３６ ．

［ １ ８３ ］Ｆ ｉ ｔ ｚｇｅｒａｌ ｄＪ ，Ｂｕ ｓｃｈＳ
，ＷｅｎｇｅｎｍａｙｅｒＴ ，ｅｔａｌ ．Ｓ ｉ ｇｎａｌＴｒａｎｓ ｄｕ ｃｔ ｉ ｏｎｉ ｎＴｒｏｐｈｏｂ ｌ ａｓ ｔ

Ｉｎｖａｓ ｉ ｏｎ ［Ｊ］ ，Ｃｈ ｅｍ ｉ ｃａ ｌＩｍｍｕｎｏ ｌｏｇｙ＆Ａ ｌ ｌ ｅｒｇｙ ，２００５
，
８８ （ １ ０ ） ： １ ８ １ ．

［ １ ８４ ］ＤａｏｕｄＧ
，ＡｍｙｏｔＭ ，Ｒａｓ ｓａｒｔＥ

，
ｅ ｔａ ｌ ．ＥＲＫ １／２ａｎｄｐ３ ８ｒｅ ｇｕ ｌ ａｔ ｅｔｒｏｐｈｏｂ ｌ ａｓ ｔ ｓ

ｄ ｉ ｆｆｅｒ ｅｎｔ ｉａｔ ｉ ｏｎｉｎｈｕｍａｎｔ ｅｒｍ
ｐ ｌ ａｃ ｅｎｔａ ．［Ｊ ］ ．Ｊｏｕｒｎａ ｌｏｆＰｈｙ ｓ ｉ ｏ ｌ ｏｇｙ ，２ ００５

，
５６６ （２ ） ： ４０９

－

４２ ３ ．

［
１ ８５ ］Ｑ ｉ ｕＱ

，ＹａｎｇＭ ，Ｔ ｓａｎｇＢＫ ，ｅ ｔａ ｌ ．ＥＧＦ
－

ｉｎｄｕｃ ｅｄｔｒｏｐｈｏｂ ｌａ ｓ ｔｓ ｅ ｃｒｅ ｔ ｉ ｏｎｏｆＭＭＰ
－

９ａｎｄ

Ｔ ＩＭＰ
－

１ｉｎｖｏ ｌｖｅ ｓａｃ ｔ ｉ ｖａｔ ｉ ｏｎｏｆｂｏｔｈＰ Ｉ ３ＫａｎｄＭＡＰＫｓ ｉ ｇｎａ ｌ ｌ ｉｎｇｐａｔｈｗａｙ ｓ ．［Ｊ ］ ．Ｒｅｐｒｏｄｕ ｃ ｔ ｉ ｏｎ
，

２００４
，
１ ２ ８ （ １ ２８） ： ３ ５ ５

－

３６ ３ ．

［ １ ８６ ］ＣｏｈｅｎＭ
，Ｍｅ ｉ ｓ ｓ ｅｒＡ

，Ｈａｅｎｇｇｅ ｌ ｉＬ
，ｅ ｔａ ｌ ．Ｉｎｖｏ ｌｖ ｅｍｅｎｔｏｆＭＡＰＫｐａｔｈｗａｙｉｎ

ＴＮＦ
－

ａ ｌｐｈａ
－

ｉ ｎｄｕｃｅｄＭＭＰ
－

９ｅｘｐｒｅ ｓ ｓ ｉ ｏｎｉｎｈｕｍａｎｔｒｏｐｈｏｂ ｌ ａｓ ｔ ｉ ｃｃｅ ｌ ｌ ｓ ． ［Ｊ ］ ，Ｍｏ ｌ ｅ ｃｕ ｌ ａｒＨｕｍａｎ

Ｒｅｐｒｏｄｕ ｃ ｔ ｉ ｏｎ
，２００６

，
１ ２ （４ ） ： ２ ２ ５ ．

［ １ ８７
］ＳｈａｎＮ

，ＺｈａｎｇＸ ，Ｘ ｉ ａｏＸ
，ｅｔａ ｌ ．Ｌａｍ ｉｎ ｉｎａ４（ＬＡＭＡ４ ）Ｅｘｐｒ ｅ ｓ ｓ ｉ ｏｎＰｒｏｍｏｔｅ ｓＴｒｏｐｈｏｂ ｌ ａｓ ｔ

Ｃｅ ｌ ｌＩｎｖａｓ ｉ ｏｎ
，Ｍ ｉ ｇｒａｔ ｉ ｏｎ

，ａｎｄＡｎｇ ｉ ｏ ｇｅｎｅ ｓ ｉ ｓａｎｄｉ ｓＬｏｗｅｒ ｅｄｉ ｎＰｒｅ
－

Ｅｃ ｌ ａｍｐ ｔ ｉ ｃＰ ｌ ａｃ ｅｎｔ ａ ｓ
［Ｊ］ ．

Ｐ ｌ ａｃ ｅｎｔ ａ
，２ ０ １ ５

，３６ （８ ） ： ８ ０９ ．

［ １ ８８ ］Ｈａ ｓ ｌ ｉ ｎｇｅｒＰ ，Ｈａ ｉ ｄｅｒＳ
，Ｓｏｎｄ ｅｒｅｇｇｅｒＳ ，ｅ ｔａ ｌ ．ＡＫＴＩ ｓ ｏｆｏｒｍｓ１ａｎｄ３Ｒｅｇｕ ｌ ａｔ ｅＢａｓａ ｌ

ａｎｄＥｐ ｉ ｄｅｒｍａｌＧｒｏｗｔｈＦａｃ ｔｏｒ
－

Ｓ ｔ ｉｍｕ ｌ ａｔ ｅｄＳＧＨＰＬ
－

５Ｔｒｏｐｈｏｂ ｌ ａ ｓ ｔＣｅ ｌ ｌＭ ｉ ｇｒａｔ ｉ ｏｎｉ ｎＨｕｍａｎ ｓ ｌ ［Ｊ ］ ．

Ｂ ｉ ｏ ｌ ｏ ｇｙｏｆＲｅｐｒｏ ｄｕｃ ｔ ｉ ｏｎ
，２０ １ ３

，８ ８ （３ ） ： １ ７８
－

１ ８２ ．

［ １ ８ ９ ］ＷａｎｇＨ ，ＣｈｅｎｇＨ ，ＳｈａｏＱ ，ｅ ｔａ ｌ ．Ｌｅｐ ｔ ｉ ｎ
－

ｐｒｏｍｏ ｔ ｅ ｄｈｕｍａｎｅｘ ｔｒａｖ ｉ ｌ ｌ ｏｕ ｓｔｒｏｐｈｏｂ ｌａｓ ｔ

ｉ ｎｖａｓ ｉ ｏｎｉ ｓＭＭＰ １ ４ｄ 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ａｎ ｄｒ ｅｑｕ ｉｒ ｅ ｓｔｈｅｃｒｏ ｓ ｓｔａ ｌｋｂ ｅ ｔｗｅ ｅｎＮｏ ｔ ｃｈ ｌａｎｄＰ Ｉ ３Ｋ／Ａｋｔ

ｓ ｉ ｇｎａ ｌ ｉ ｎｇ ．［Ｊ ］ ，Ｂ ｉ ｏｌ ｏ ｇｙｏ ｆＲｅｐｒｏｄｕｃ ｔ ｉ ｏｎ
，２０ １ ４

，
９０ （４） ： ７ ８ ．

［ １ ９０ ］Ｐａ ｌ ｏｍｅｒｏＴ
，ＦｅｒｒａｎｄｏＡ ．Ｏｎｃｏｇｅｎ ｉ ｃＮ０ＴＣＨ １ｃｏｎ ｔｒｏ ｌｏｆＭＹＣａｎｄＰ Ｉ ３Ｋ ：ｃｈａｌ ｌ ｅｎｇｅ ｓａｎｄ

ｏｐｐｏｒ ｔｕｎ ｉ ｔ ｉ ｅ ｓｆｏｒａｎ ｔ ｉ
－

Ｎ０ＴＣＨ １ｔｈｅｒａｐ ｙｉｎＴ
－

ｃｅ ｌ ｌａｃｕ ｔ ｅｌ ｙｍｐｈｏｂ ｌ ａ ｓ ｔ ｉ ｃｌ ｅｕｋ ｅｍ ｉ ａｓａｎｄ

ｌ ｙｍｐｈｏｍａｓ ．［Ｊ］ ，Ｃ ｌ ｉｎ ｉ ｃａ ｌＣａｎｃ ｅｒＲｅ ｓ ｅａｒ ｃｈ
，２００８

，
１ ４ （ １ ７ ） ： ５ ３ １ ４

－

５ ３ １ ７ ．

［
１ ９ １

］Ｈｕｎｋａｐ ｉ ｌ ｌ ｅｒＮＭ
，Ｇａｓｐ ｅｒｏｗ ｉ ｃ ｚＭ

，Ｋａｐ ｉ ｄｚ ｉ ｃＭ
，ｅ ｔａ ｌ ．Ａｒｏ ｌ ｅｆｏｒＮｏｔ ｃｈｓ ｉ ｇｎａ ｌ ｉｎｇｉ ｎ

ｔｒ ｏｐｈｏｂ ｌ ａ ｓ ｔｅｎｄｏｖａｓ ｃｕ ｌａｒｉｎｖａ ｓ ｉ ｏｎａｎｄｉｎｔｈｅｐａｔｈｏｇｅｎｅ ｓ ｉ ｓｏｆｐｒｅ
－

ｅ ｃ ｌ ａｍｐ ｓ ｉａ ．［Ｊ］ ．

Ｄｅｖ ｅ ｌ ｏｐｍｅｎｔ
，２０ １ １

，

１ ３ ８ （ １４） ： ２ ９８７
－

２９９８ ．

［ １ ９２ ］ＣｕｍａｎＣ ，Ｍｅｎｋｈｏｒ ｓ ｔＥ ，Ｗ ｉ ｎｓｈ ｉ ｐＡ ，ｅ ｔａｌ ．Ｆｅ ｔａ ｌ
－

ｍａｔ ｅｒｎａ ｌｃｏｍｍｕｎ ｉ ｃａｔ ｉ ｏｎ ：ｔｈｅｒｏ ｌ ｅｏ ｆ

Ｎｏ ｔ ｃｈｓ ｉ ｇｎａ ｌ ｌ ｉ ｎｇｉｎｅｍｂｒｙｏｉｍｐ ｌ ａｎｔａｔ ｉ ｏｎ ．［Ｊ ］ ．Ｒｅｐｒｏｄｕ ｃ ｔ ｉ ｏｎ
，２０ １ ４

，１ ４７ （３ ） ：
Ｒ７ ５

－

Ｒ８ ６ ．

［ １ ９ ３ ］ＺｈａｏＷＸ
，Ｌ ｉｎＪＨ ．Ｎｏ ｔ ｃｈｓ ｉ ｇｎａ ｌ ｉｎｇｐａｔｈｗａｙａｎｄｈｕｍａｎｐ ｌａｃｅｎｔ ａ ．［Ｊ ］ ，Ｉｎｔ ｅｒｎａｔ ｉ ｏｎａ ｌ

Ｊｏｕｒｎａ ｌｏ ｆＭｅｄ ｉ ｃａ ｌＳｃ ｉ ｅｎｃ ｅ ｓ
，２０ １ ２

，
９ （６ ） ： ４４７

－

４５２ ．

９２





策丝子总黄酮调控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６
－

３ｐ 促进 滋 养细胞侵袭 功 能机制研 究


［ １ ９４ ］Ｈａ ｉ ｄ ｅｒＳ
，Ｍｅ ｉ ｎｈａｒｄ ｔＧ

，Ｖ ｅ ｌ ｉ ｃｋｙＰ ，ｅ ｔａ ｌ ．Ｎｏ ｔ ｃｈｓ ｉ ｇｎａ ｌ ｉ ｎｇｐ ｌ ａｙ ｓａｃｒ ｉ ｔ ｉ ｃａ ｌｒｏ ｌ ｅｉｎ

ｍｏ ｔ ｉ ｌ ｉ ｔｙａｎｄｄ ｉ ｆｆｅｒｅｎ ｔ ｉ ａｔ ｉ ｏｎｏ ｆｈｕｍａｎｆ ｉ ｒ ｓ ｔ
－

ｔ ｒ ｉ ｍｅ ｓ ｔ ｅｒｃ ｙ ｔｏｔｒｏｐｈｏｂ ｌ ａｓ ｔ ｓ ．［Ｊ ］
．

Ｅｎｄｏｃｒ ｉ ｎｏ ｌ ｏｇｙ ，２ ０ １ ３
，
１ ５５ （ １ ） ： ２６３

－

２ ７４ ＊

［ １ ９５ ］Ｗａｇｅｎ ｅｒＪ ，ＹａｎｇＷ ，Ｋａｚｕ ｓ ｃｈｋｅＫ
，ｅ ｔａ ｌ ．ＣＣＮ３ｒ ｅｇｕ ｌ ａｔ ｅ ｓｐｒｏ ｌ ｉ ｆｅｒａ ｔ ｉ ｏｎａｎｄｍ ｉ ｇｒａｔ ｉ ｏｎ

ｐｒ ｏｐ ｅｒｔ ｉ ｅ ｓｉ ｎＪ ｅ ｇ３ｔｒｏｐｈｏｂ ｌ ａ ｓ ｔｃ ｅ ｌ ｌ ｓｖ ｉ ａＥＲＫ １ ／２（ ｅ ｘ ｔｒａｃ ｅ ｌ ｌ ｕ ｌ ａｒ
－

ｓ ｉ ｇｎａ ｌｒ ｅ ｇｕ ｌ ａｔ ｅｄｋ ｉ ｎａｓ ｅ

１ ／ ２ ） ，
Ａｋｔ（ｐｒ ｏｔ ｅ ｉ ｎｋ ｉ ｎａｓ ｅＢ ）ａｎｄＮｏ ｔ ｃｈｓ ｉ ｇｎａ ｌ ｌ ｉ ｎｇ 

［ Ｊ ］ ．Ｍｏ ｌ ｅ ｃｕ ｌ ａｒＨｕｍａｎＲｅｐｒｏｄｕ ｃ ｔ ｉ ｏｎ
，２０ １ ２ ．

［ １ ９６ ］Ｍａｓ ｓ ｉ ｍ ｉ ａｎ ｉＭ
，Ｖｅｃｃｈ ｉ ｏｎｅＬ

，Ｐ ｉ ｃ ｃ ｉ ｒ ｉ ｌ ｌ ｉＤ
，ｅ ｔａ ｌ ．Ｅｐ ｉ ｄｅｒｍａ ｌｇｒｏｗｔｈｆａｃ ｔｏｒ

－

ｌ ｉ ｋ ｅｄｏｍａ ｉ ｎ

７ｐｒｏｍｏｔ ｅ ｓｍ ｉ ｇｒａｔ ｉ ｏｎａｎ ｄｉ ｎｖ ａｓ ｉ ｏｎｏ ｆｈｕｍａｎｔｒｏｐｈｏｂ ｌ ａｓ ｔｃ ｅ ｌ ｌ ｓｔｈｒｏｕｇｈａｃ ｔ ｉ ｖａｔ ｉ ｏｎｏ ｆＭＡＰＫ
，

Ｐ Ｉ ３ＫａｎｄＮＯＴＣＨｓ ｉ ｇｎａ ｌ ｉ ｎｇｐａｔｈｗａｙ ｓ ．［Ｊ ］ ．Ｍｏ ｌ ｅ ｃｕ ｌ ａｒＨｕｍａｎＲｅｐｒｏ ｄｕ ｃ ｔ ｉ ｏｎ
，

２ ０ １ ５
，
２ １（５ ） ： ３ ９５ ７

－

３ ９６ ５ ．

［ １ ９ ７ ］ＹｕＹ
，Ｗａｎｇ

Ｌ
，Ｔａｎｇ

Ｗ
，ｅ ｔａ ｌ ．ＲＮＡｉ ｎ ｔｅｒｆｅｒｅｎｃ ｅ

－

ｍｅｄ ｉ ａｔ ｅｄｋｎｏｃｋｄｏｗｎｏｆＮｏ ｔ ｃ ｈ
－

１ｉ ｎｈ ｉ ｂ ｉ ｔ ｓ

ｍ ｉ ｇｒａｔ ｉ ｏｎａｎｄｉ ｎｖａ ｓ ｉ ｏｎ
，ｄｏｗｎ

－

ｒｅｇｕ ｌ ａｔ ｅ ｓｍａ ｔ ｒ ｉ ｘｍｅ ｔａ ｌ ｌ ｏｐｒｏ ｔ ｅ ｉ ｎａ ｓ ｅ ｓａｎｄｓ ｕｐｐｒ ｅ ｓ ｓ ｅ ｓＮＦ
－

ｋＢｓ ｉ ｇｎａ ｌ ｉ ｎｇｐａｔ ｈｗａｙｉ ｎｔｒｏｐｈｏｂ ｌ ａ ｓ ｔｃ ｅ ｌ ｌ ｓ ．［ Ｊ ］ ．Ａｃ ｔａＨ ｉ ｓ ｔ ｏｃｈ ｅｍ ｉ ｃ ａ
，２ ０ １ ４

，１ １ ６ （５ ） ： ９ １ １

－

９ １ ９ ．

［ １ ９８ ］ＹａｎＷ ，Ｚｈａｎｇ
Ｗ

，ＳｕｎＬ
，ｅ ｔａ ｌ ．Ｉ ｄ ｅｎ ｔ ｉ ｆ ｉ ｃａｔ ｉ ｏｎｏｆＭＭＰ

－

９ｓｐ ｅｃ ｉ ｆ ｉ ｃｍ ｉ ｃｒｏＲＮＡｅ ｘｐｒ ｅ ｓ ｓ ｉ ｏｎ

ｐｒｏｆ ｉ ｌ ｅａｓｐｏ ｔ ｅｎ ｔ ｉ ａ ｌｔａｒｇｅ ｔ ｓｏｆａｎｔ ｉ

－

ｉ ｎｖａｓ ｉ ｏｎｔ ｈ ｅｒａｐｙｉ ｎｇ ｌ ｉ ｏｂ ｌ ａｓ ｔｏｍａｍｕ ｌ ｔ ｉ ｆｏｒｍｅ ．［ Ｊ ］ ．

Ｂｒａ ｉ ｎＲｅ ｓ ｅａｒｃｈ
，２ ０ １ １

，
１４ １ １ （ ０ ： １ ０８

－

１ １ ５ ．

［
１ ９９ ］Ｊ ｉ ｎＪ ，

Ｃａ ｉＬ
，Ｌ ｉ ｕＺＭ

，
ｅ ｔａ ｌ ．ｒａ ｉ ＲＮＡ

－

２ １ ８ｉ ｎｈ ｉ ｂ ｉ ｔ ｓｏ ｓ ｔ ｅ ｏ ｓａｒｃ ｏｍａｃ ｅ ｌ ｌｍ ｉ ｇｒ ａ ｔ ｉ ｏｎａｎ ｄ

ｉ ｎｖａ ｓ ｉ ｏｎｂ ｙｄｏｗｎ
－

ｒｅｇｕ ｌ ａ ｔ ｉ ｎｇｏ ｆＴ ＩＡＭ １
，ＭＭＰ２ａｎｄＭＭＰ９ ．［Ｊ ］ ．Ａ ｓ ｉ ａｎＰａｃ ｉ ｆ ｉ ｃＪｏｕｒｎａ ｌｏ ｆＣａｎｃ ｅｒ

Ｐｒ ｅｖ ｅｎｔ ｉ ｏｎＡｐ ｊ ｃｐ ，２０ １ ３
，１ ４ （６ ） ： ３６８ １

－

３６８４ ．

［ ２００ ］ＹｕＹ ，ＷａｎｇＬ ，Ｌ ｉ ｕＴ
，ｅ ｔａ ｌ ，Ｍ ｉ ｃｒｏＲＮＡ

－

２０４ｓｕｐｐｒ ｅ ｓ ｓ ｅ ｓｔｒｏｐｈｏｂ ｌ ａ ｓ ｔ
－

ｌ ｉ ｋｅｃ ｅ ｌ ｌｉ ｎｖ ａｓ ｉ ｏｎ

ｂｙｔａｒ ｇｅ ｔ ｉ ｎｇｍａｔｒ ｉ ｘｍｅ ｔａ ｌ ｌ ｏｐｒｏ ｔ ｅ ｉ ｎａ ｓ ｅ
－

９ ．［ Ｊ ］ ，Ｂ ｉ ｏｃｈ ｅｍ ｉ ｃａ ｌ＆Ｂ ｉ ｏｐｈｙ ｓ ｉ ｃａ ｌＲ ｅ ｓ ｅａｒｃｈ

Ｃｏｍｍｕｎ ｉ ｃａｔ ｉ ｏｎ ｓ
，２０ １ ５

，
４６３ （ ３ ） ： ２８ 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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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１ ］ＳｕＭＴ ，Ｔｓａ ｉＰＹ

，Ｔ ｓａ ｉＨＬ
，ｅ ｔａ ｌ ．ｍ ｉ Ｒ

－

３４６ａｎｄｍ ｉ Ｒ
－

５８ ２
－

３ｐ
－

ｒ ｅｇｕ ｌ ａ ｔ ｅｄＥＧ
－

ＶＥＧＦ

ｅｘｐｒｅ ｓ ｓ ｉ ｏｎａｎｄｔｒｏｐｈｏｂ ｌ ａｓ ｔｉ ｎｖａｓ ｉ ｏｎｖ ｉ ａ ｍａｔｒ ｉ ｘｍｅ ｔａ ｌ ｌ ｏｐｒｏ ｔ ｅ ｉ ｎａ ｓ ｅ ｓ２ａｎｄ９ ［ Ｊ ］ ．Ｂ ｉ ｏ ｆａｃ ｔｏｒｓ
，

２０ １ ６ ．

［ ２０２ ］Ｄｏｎ ｔｕ ｌ ａＲ
，Ｄ ｉ ｎａ ｓａｒａｐｕＡ ，Ｃｈｅ ｔ ｔ ｙＣ ，ｅ ｔａ ｌ ．Ｍ ｉ ｃ ｒｏＲＮＡ２０ ３Ｍｏ ｄｕ ｌ ａｔ ｅ ｓＧ ｌ ｉ ｏｍａＣｅ ｌ ｌ

Ｍ ｉ ｇｒａｔ ｉ ｏｎｖ ｉ ａＲｏｂｏ ｌ ／ＥＲＫ／ＭＭＰ
－

９Ｓ ｉ ｇｎａ ｌ ｉ ｎｇ ［Ｊ ］ ．Ｇｅｎｅ ｓ＆Ｃａｎｃ ｅｒ
，２０ １ ３

，
４ （ ７

－

８ ） ： ２８ ５ ．

［ ２ ０３ ］Ｃｈ ｅｎＫＣ
，ＷａｎｇＹＳ ，ＨｕＣＹ

，ｅ ｔａ ｌ ．ＯｘＬＤＬｕｐ
－

ｒ ｅｇｕ ｌ ａｔ ｅ ｓｍ ｉ ｃｒｏＲＮＡ
－

２９ｂ
，ｌ ｅ ａｄ ｉ ｎｇｔｏ

ｅｐ ｉ ｇｅｎ ｅ ｔ ｉ ｃｍｏｄ ｉ ｆ ｉ ｃ ａｔ ｉ ｏｎ ｓｏ ｆＭＭＰ
－

２／ＭＭＰ
－

９ｇｅｎ ｅ ｓ ：ａｎｏｖ ｅ ｌｍｅ ｃ ｈａｎ ｉ ｓｍｆｏｒｃａｒｄ ｉ ｏｖａｓ ｃｕ ｌ ａｒ

ｄ ｉ ｓ ｅａｓｅ ｓ ［ Ｊ ］ ，Ｆａｓ ｅｂＪｏｕｒｎａ ｌ
，２０ １ １

，
２ ５ （ ５ ） ： １ ７ １ 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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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附 录 １ ： 中英文对照缩略词

￥文缩写
｜英文全称 ｜中文全称

胃

ＳＡ Ｓｐｏｎ ｔａｎｅｏｕｓａｂｏｒ ｔ ｉ ｏｎ 自 然流产

ＥＶＴ Ｅｘ ｔｒａｖ ｉ ｌ ｌ ｏｕ ｓｔｒｏｐｈｏｂ ｌ ａｓ ｔ续毛外滋养细胞

ＴＦＳＣＴｏｔａ ｌｆ ｌ ａｖｏｎｏ ｉ ｄｓｆｒｏｍｓ ｅｍｅｎｃｕ ｓ ｃｕｔａｅ黃丝子总黄酮

ＭＭＰ９Ｍａｔｒ ｉ ｘｍｅ ｔａ ｌ ｌ ｏｐｒｏｔｅ ｉｎａｓｅ９基质金属蛋 白酶９

ＥＲＫＥｘ ｔｒａｃ ｅ ｌ ｌｕ ｌ ａｒｒｅｇｕ ｌ ａｔ ｅｄｐｒｏｔ ｅ ｉｎ细胞外调节蛋 白激酶

ｋ ｉ ｎａｓ ｅ ｓ

ＨＰＬＣＨ ｉ ｇｈｐｅｒ ｆｏｒｍａｎｃ ｅｌ ｉ ｑｕ ｉ ｄｃｈｒｏｍａｔ ｏｇｒａｐｈｙ高效液相色谱法

ＭＴＴ ｔｈ ｉ ａｚｏ ｌ ｙ ｌｂ ｌｕｅｔ ｅ ｔｒａｚｏ ｌ ｉｕｍｂｒｏｍ ｉ ｄｅ噻唑蓝

ＲＴ Ｒｅｖｅｒ ｓ ｅｔｒａｎｓ ｃｒ ｉ ｔｏｎ逆转录反应
■

ＰＣＲ Ｐｏ ｌ ｙｍｅｒａｓ ｅＣｈａ ｉ ｎＲｅａｃ ｔ ｉ ｏｎ聚合酶链式反应

ＭＥＭ Ｍｏｄ ｉ ｆ ｉ ｅ ｄｅａｇ ｌ ｅｍｅ ｄ ｉｕｍ细胞培养基

ＦＢＳ Ｆｅ ｔａ ｌｂｏｖ ｉ ｎｅｓ ｅｒｕｍ胎牛血清

ＰＢＳ Ｐｈｏ ｓｐｈａｔ ｅｂｕｆｆｅｒｅ ｄｓａ ｌ ｉｎｅ隣酸盐缓冲液

ＥＤＴＡＥｔｈｙ ｌ ｅｎｅｄ ｉａｍ ｉｎｅｔ ｅｔｒａａｃ ｅ ｔ ｉ ｃａｃ ｉ ｄ乙二胺四 乙酸二钠

ＤＭＳＯ Ｄ ｉｍｅ ｔｈｙ ｌｓｕ ｉｐｈｏｘ ｉ ｄｅ二 甲基亚讽

ＳＤＳＳｏｄ ｉｕｍｄｏｄｅｃｙ ｌｓｕ ｌ ｆａｔ ｅ ，ｓ ｏｄ ｉｕｍｓａ ｌ ｔ十二焼基硫酸钠

ＤＣＮ ｄｅ ｃｏｒ ｉ ｎ 核心蛋 白 多糖

ＩＧＦＢＰ５ Ｉｎｓｕ ｌ ｉ ｎ
－

ｌ ｉｋｅｇｒｏｗｔｈｆａｃ ｔｏｒｂ ｉｎｄ ｉｎｇ胰岛素样生长因子结合蛋 白５

ｐｒｏｔｅ ｉｎ５

ＣＣＲ １ ＣＣ
－

ｃｈｅｍｏｋ ｉｎｅｒｅ ｃ ｅｐｔｏｒ１细胞表面趋化因子受体 １

Ｍ ＩＦＭａｃｒｏｐｈａｇｅｍｉｇｒａｔ ｉ ｏｎｉｎｈ ｉ ｂ ｉ ｔｏｒｙｆａｃ ｔｏｒ巨嗤细胞移动抑制因子

ＮＡＶ Ｉ Ｎｅｕｒｏｎｎａｖ ｉ ｇａｔ ｏｒ１神经细胞引领蛋 白
■

ＰＬＸＮＢ２
■

 Ｐ ｌ ｅｘ ｉ ｎ
－

Ｂ２ 神经丛蛋 白Ｂ２
．

ＰＥＸ５ Ｐｅｒｏｘ ｉ ｓｏｍａｌｔａｒｇｅｎｔ ｉ ｎｇｓ ｉ ｇｎａ ｌ１过氧化物酶体生物合成因子 ５

ｒｅｃ ｅｐ ｔｏｒ

ＶＥＧＦＡＶａｓ ｃｕ ｌａｒｅｎｄｏｔｈｅ ｌ ｉ ａ ｌｇｒｏｗ ｔｈｆａｃ ｔｏｒＡ血管内皮生长因子 Ａ

ＳＤＣ２ Ｓｙｎｄｅ ｃａｎ
－

２ 多配体聚糖
－

２

Ｇ０ＬＰＨ３ Ｇｏ ｌ ｇ ｉｐｈｏ ｓｐｈｏｐｒ ｏ ｔ ｅ ｉ ｎ３高尔基体磷蛋 白３

ＳＬＣ７Ａ５Ｌａｒｇｅｎｅｕ ｔｒａ ｌａｍ ｉｎｏａｃ ｉ ｄ ｓｔｒａｎｓｐｏｒ ｔ ｅｒ ＣＤ９８轻链１

ｓｍａ ｌ ｌｓｕｂｕｎ ｉ ｔ１

Ｐ ＩＫ３Ｒ２Ｐｈｏ ｓｐｈａｔ ｉ ｄｙ ｌ ｉ ｎｏ ｓ ｉ ｔｏ ｌ３
－

ｋ ｉｎａｓ ｅ憐酸化憐脂醜肌醇激酶ｐ８５Ｐ

ｒ ｅｇｕ ｌ ａｔｏｒｙｓｕｂｕｎ ｉ ｔｂ ｅ ｔａ

Ｉ ＴＧＡ６ Ｉｎｔ ｅｇｒ ｉ ｎａ ｌ ｐｈａ
－

６整合素 ａ
－

６

ＳＭＵＲＦ２Ｅ３ｕｂ ｉ ｑｕ ｉ ｔ ｉｎ
－

ｐｒｏ ｔ ｅ ｉ ｎｌ ｉ ｇａｓｅ Ｓｍａｄ蛋 白Ｅ３泛素连接酶２

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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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２ ： 菟丝子总黄酮检测报告

Ｎ ａ ｎ
ｊ

ｉ ｎ ｇ Ｉ

＇

ｕＶＢ ｉ ｏ ｌ ｏ
ｇ

ｉ ｃａ ｌ Ｔｅｃ ｈｎｏ ｌｏ
ｇｙＣＯ ．

，
ＬＴＤ

南 京 务 作 兮 物 蚪 政 鳟 味 Ｖ 司

／ｒｒｎ

 ｜

， ０  ＞
－＊＿ ＴＥＬ  ＋ ＳＧ －０ ２ ５ －

ｒ
＞８８８Ｇ７ ４ ２＋ ＳＧ －０２ ５ － ３ ｃＳ８８６ ７ ４ ３

卢
曰 ｌ 『Ｏ Ｚｔ：

 ｒ ．＼Ｘ ：＾ｅ ＞ －０ ２ ３ － ５Ｓ８８６ ７４ ０Ｗｅｂ ：Ｈ ｎ
ｐ

： ／ ／ ｖｖｗｗ ． ｎ ａｎ
ｉ

ｉ ｎ
ｇｐ

ｕ
ｙ

ｉ
． ｃｏｍ

检验报告单 （ ｅ ｒ ｔ ｉ ｆ丨 ｃ ａ ｔ ｅ （ ’ ｆ Ａ ｎ ａ 丨

〉
ｓ ｉ ｓ

：

产 品 名称 Ｐ ｒｏｄ ｕｃ ｔ Ｎ ａｍ ｅ菟丝子提取牧 Ｓ ｃ 丨 ｎｅｎ Ｃ ｕ ｓ ｃ ｕ ｔ ａ ｅＥｘ ｔ ｒ

ｇｇ
＿

生产批 号Ｂ ａ ｔ ｃ ｈ Ｎ ｏ ． ＰＹ０ Ｉ ５ ０８２ ５ Ｍａｎ ｕ ｆａｃ ｔ ｕ ｒ ｉ ｎ
ｇ 
Ｄａ ｔ ｅ


Ａ ｕ
ｇ

． ２ ５ ， ２０ １

ｊ

生产批 ｌｌ＾ｒＱ ｕａｍ ｉ ｔｙ３ 〇〇ｇ  Ｊ 

７ｔｌ吿 日 期Ｄａ ｔ ｅ ｏ ｆ Ｃｅｒｔ ｉ ｆ ｉ ｃａ ｔ ｅ


ｊ
＼ ｕ

ｇ
． ２ ５ ， ２〇 ｌ

ｊ

检测项 目 Ｉ ｔ ｅｍ ｓ 检测标 ／
ｔ
Ｔｓｐｅｃ ｉ ｆ ｌ ｃａ ｔ ｉ ｏｎ ｓ— 丨

七测
＿

结 果 Ｒｅ ｓ ｕ ｌ ｔ ｓ


ｊ

黄酮检测Ｆ ｌ ａ ｖｏｎｏ ｉ ｄｓ Ａ ｓｓａ
＞＜ ８ ５ ． ００％




｜

Ｊ
ｉ ７ ．〇６ ／〇



ｊ

检测方法 Ｔｅｓ 丨 Ｍ ｅ ｔ ｈｏｄ
—

ＵＶ





符合巧，——
一

运取溶剂 Ｅｘ ｔｒａｃ ｔ ｉ ｏｎ Ｓ ｏ ｌ
ｖｅ ｎ ｔ

乙醉 和水Ｅ ｉ ｈ ａ ｎ ｏ—
 

符 合 Ｃｏ ｎｆｏ ｒｍ
＾

性状检査Ｏ ｒ
ｇ
ａｎｏ ｌ ｅｐ

ｔ ｉ ｃ








：



外 观 Ａ ｐｐｅａｒａｎ ｃｅ 丨

稍细粉末Ｆ ｉ ｎ ｅ Ｐｏｗｄｅ ｒ



Ｃｏ ｎ ｆｏ ｒｍｓ


ｉＳＨｆｅ Ｃｏ ｌｏ ｒ



 Ｙｅ ｌ ｌｏｗ
＾

Ｃ ｏｎ ｆｏ ｒｍ ｓ


１味
Ｑｄｏ ｒ




特殊 Ｃ ｈａｒａｃ ｉ ｃ ｒ ｉ ｓ ｉ ｉ ｃ


＾＾＜Ｔ Ｃ ｏｎ ｔ ｏ〇ｐ ｓ


味道 Ｔａｓ ｔｅ


１ 

特硃 Ｃ ｈ ａｒａｃ ｉ ｅ ｒ ｉ ｓ ｔ ｉ ｃ

 ｜

符 合 Ｃｏ ｎ ｆ
ｑｇｊ＾

物理性状 Ｐｈｙ ｓ ｉ ｃａ 丨 Ｃ ｈａｒａｃ ｔ ｒ ｉ ｓ ｉ ｉ ｃ ｓ



 


；



粒径Ｐａｒｔ ｉ ｃａ ｌ Ｓ ｉ ｚｅ ［

Ｔ〇０％通过 抑 目 １ ００％Ｔ ｈ ｒｏｕ
ｇ
ｈ ８０ Ｍ ｅｓｈ符 ｎＣ ｏ ｎｆｏ ｒｍ ｓ



千燦失重Ｌｏｓｓ ｏｎ Ｄｒｙ ｉ ｎｇ ｊ

＜ ５ ． ０％ —

ｊＲ分Ａ ｓ ｔ ｉ Ｃｏｎ ｔ ｅｍ １＿＿＿
＿


—

Ｉ

溶剂残留Ｓｏ ｌ
ｖｅ ｎ ｔＲｅｓ ｉ ｄ ｕ ｅ 

＾Ｊ＾ ｎ ｆ ｏｍ
ｉ
ｓ
 ，

药残 留Ｐｅｓ ｔ ｉ ｃ ｉ ｄ ｅ Ｒ ｅ ｓ ｉ ｄ ｕ ｅ


Ｎ ｅｇ ａ ｔｉ
ｖ ｅ


Ｎ ｅ
ｇ
ａｎ ｖ ｅ


重金属Ｈ ｅ ａｖｖ Ｍ ｅｔａ ｌ ｓ




 １




总董 Ｔｏ ｔａ ｌ Ｈ ｅａｖｖＭ ｅ ｔａ ｌ ｓ


＾ １ 〇ＰＰｍ

１Ｃ ｏ ｎ ｆｏ ｒｍ ｓ


砷 Ａ ｓ＾ ２ ｎｐｍ


｜
＾ ＾ Ｃｏ ｎｆｏｍｉ

ｓ


ＩＱ Ｐ ｂ
—

彡 ２ｐｐｍ




｜


符合 Ｃｏ ｒ＾ｏ ｒ

？＾

丨

微生物检测Ｍ ｉ ｃｒｏｂ ｉ ｏ ｌ ｏｇ ｉ ｃａ ｌ Ｔｅ ｓ ｔｓ





菌 落总数 Ｔｏ ｔａ ｌ Ｐ ｌ ａ ｔ ｅ Ｃｏｕｎ ｔ


＾ ｌ ＯＯＯｃ ｆｕ＾ 

母 蘭及ｇ 菌Ｔｏ ｔａ 丨 Ｙｅ ａｓｔ ＆Ｍ ｏ ｌ ｄ


＾ ｌ
ＯＯｃ ｆｕ／

＾
ｉ

｜

符台

丨

大 杆猫Ｅ ．Ｃｏ ｌ ｉ
． ｜

未检 出Ｎｃｇａｊｊｘｃ
 Ｌ



３ 门 £ 閑Ｓａ 丨 ｍｏｎｅ ｌ ｉ ａ


Ｎ ｅｇａ ｔ ｉ
ｖｅ


Ｎ ｃ
ｇ
ａ ｌ ｉ

ｖｅ


葡 ￡ｊ 球菌Ｓ ｔａ
ｐ
ｈｙ

ｌ ｏｃｏｃｃ ｕ ｓ三 丨

未检 土Ｎｅ
ｇ
ａ ｔ ｉ ｖ ｅ



｜Ｎｅ
ｇａ ｔ ｉ ｖｅ


结 论 Ｃ ｏｎ ｃ ｌ ｕｓ ｉ ｏｎ


Ｚ
符 《１

＂

惶测标准 Ｃ〇 ｎ ｆ〇ｎＴ ＞  丨 ０

ｌｙ ＾ Ｔ／＾ Ｓ ｔ ｏ ｒａ＾故 ？ＨＴ 悅通 风处 ， 避 免太阳 扣 照射 Ｓｍ ｒｅ 丨 丨 〗 ａｃｏｏ ｌａ ｎ ｄ 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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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３
－

ｗ

统计学审核证明

学号 ： ２ ０ １ ４ ２ １ ０ １ ０ １ ０

广州 中 医药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统计学审核证 明

兹有 博 士研 究 生高 飞 霞 （ 导 师 罗 颂平 ） 的 学位论文 《菟

丝子总黄酮调控 ｍ ｉ ＲＮＡ
－

１ ２ ６
－

３ ｐ 促进滋养细胞侵袭功 能机 制研

究 》 中 有关统计学方 面 的 内容 ， 经 我部 门 审定合格 ， 特此证 明 。

广 州 中 医 药大学 临床药理研究所

负 责人 ：

二 〇一 ＂
？

ｂ年四 月三 十 曰

９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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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校期间发表论文情况

［ １ ］ 高飞霞 ， 巫海旺 ， 郜洁 ， 罗颂平 ． 寿胎丸治疗先兆流产
－

随机对照试验的 ｍｅ ｔａ

分析 ［Ｊ ］ ， 中华中医药学刊 ， ２０ １ ６
，３４ （ １ １ ） ，

２６ ３ ７
－

２６４２ ．

［２ ］ 高飞霞 ， 郜洁 ， 巫海旺等 ． 月 经过少 中西医病因 的相关性及致病因素研宄 ［ Ｊ ］ ，

辽宁中医杂志 ， ２ ０ １ ６
，
４ ３ （ ５ ） ，９ １ ９

－

９２ ２ ．

［ ３ ］ 高飞霞 ， 朱玲 ， 郜洁 ． 罗颂平教授预培其本 、 固冲安胎的经验 ［Ｊ ］ ， 南京中医药

大学学报 ， ２ ０ １ ６
，３ ２ （ １ ） ，

９０
－

９２ ．

［４ ］Ｊ ｉ ｅＧａｏ
，ＣｈｕｎＺｈｏｕ ，Ｙａｄ ｉＬ ｉ

，Ｆｅ ｉ ｘ ｉ ａＧａｏｅ ｔａ ｌ ．Ａ ｓｐｅｒｏ ｓａｐｏｎ ｉ ｎＶ Ｉｐｒｏｍｏ ｔ ｅ ｓ

ｐｒｏｇｅ ｓ ｔ ｅｒｏｎ ｅｒ ｅ ｃ ｅｐ ｔｏｒｅｘｐｒｅ ｓ ｓ ｉ ｏｎｉ ｎｄ ｅｃ ｉ ｄｕａ ｌｃ ｅ ｌ ｌ ｓｖ ｉ ａｔｈ ｅｎｏ ｔ ｃ ｈｓ ｉ ｇｎａ ｌ ｉ ｎｇ

ｐａｔｈｗａｙ Ｌｊ ］ ，Ｆ ｉ ｔｏ ｔ ｅｒａｐ ｉ ａ
，１ １ ３（２０ １ ６ ）５８

－

６ ３ ．

［ ５ ］ 高飞霞等 ， 罗颂平产后裔方调理经验撷粹 ［Ｊ ］ ， 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 ， 录用待刊 。

在校期间获奖情况 ：

《月 经过少与性激素 、 子宫 内膜厚度相关性研宄及中医诊治 》
一

文获得
“

第 １ ６ 次全

国 中医妇科年会暨第二届青年论坛
”

优秀奖 。

９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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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

毕业季 ， 终究是个伤感而感慨万千 的季节 ， 而时间如淳淳流水 ， 总在不经意间在

之间划走 ， 不知不觉 ， 走进罗 氏 团 队 己经将近六年矣 ！

回想起六年前 ， 至今仍记得 ， 还在本科阶段的我 ， 揣着
一

颗紧张 的心 ， 跟早 己崇

拜 己久 的罗颂平老师
“

表 白
”

， 希望有机会拜在罗老师 门下 ， 这个愿望 ， 自 大学 以来

从未间断过 ， 而在那时 ， 才知道距离罗老师招硕士生 己是 １ ０ 年前 ， 其实并不敢确定

是否能有幸进入 门 内 ， 经过长时间 的跟诊 ， 或许是我的真诚与坚持打动 了 罗老师 ， 罗

老师最终 同意 了 当我的导师 ， 对于这份恩赐 ， 至今心里还怀着感恩的心去感受 ， 久久

回味 。 也正是这份感恩 ， 支持我从还对科研懵懂不知 的小硕
一

直走到至今博士生涯的

即将结束 ， 罗老师对科研的严谨时时刻刻鞭策着我 ， 对临床的热忱时时刻刻渲染着我 ，

这
一

路 ， 有苦 ， 有累 ， 有辛酸 ， 有快乐 ， 也有欣喜和绝望 ， 走过了 ， 体会过 了 ， 才会

觉得这
一

切过得这么充实 ， 这么刻骨铭心 ！

在这期间 ， 有多少个夜晚 ， 辗转反侧 ， 为课题的设计而失眠 ； 又有多少个哭泣 ，

蜷缩角落 ， 为得不到满意的实验结果而嗷嚎大哭 ， 然而 ， 都经历过来 了 ， 正是罗老师

的嘘寒微暖让我充满无限的动力 ， 体会到罗教授平时的辛苦与努力 ， 就鼓励 自 己有什

么理 由可 以不坚持呢 ； 也依然还有我的爱人李昶博士背后无限的支持与无限 的信任 ，

无数的夜里熬夜陪我处理数据 ， 帮我打气 ， 才让我有继续坚持的勇气和信心 。 而在这

完成实验 ， 做完整个课题过程中 ， 感谢郜洁老师
一

直 以来对课题的指导和课题所需提

供的无限帮助 ， 以及在课题进展不顺利时候给予 的信心 ； 同时 ， 在整个课题执行的过

程 ， 真得很谢谢南方医科大学的周春老师 ， 从课题的设计和课题的执行 ， 甚至课题 问

题的解决 ， 都提供了 详细而认真的解答 ， 从我对实验基本
一

无所知 ， 到
一

手教会我所

需要的实验技能 ， 就像是强心针 ， 才会让我如此快速进入状态坚持完成这个博士课题 ，

这份教导与恩情 ， 无 以言谢 。

曾几何时 ， 看着
一

届届毕业的师姐 ， 心里的焦躁 ， 感叹何时才能轮到 自 己 ， 而如

今 ， 在此刻 ， 真正等到 自 己要毕业了 ， 不是体会到终点的欢乐 ， 而是更多 的不舍与害

怕 。 不舍得这给我平 台发展的罗 氏 团 队 ， 也不舍得
一

起奋斗 的小伙伴 ， 也害怕着未来

的不确定 ， 生怕 自 己不能胜任 ； 但这将近六年的时间 ， 教会 了我成长 ， 教会 了我思考 ，

教会了我面对 ， 相信在 以后 的 日 子里 ， 可 以继续用这份耐心从容应付 。

都说只有吃过苦的博士生活才是真正的博士 ， 但在体会实验苦的过程 中 ， 也充满

着欣喜与快乐 ， 因为在这里 ， 不仅赠与我
一

份珍贵的 回忆 ， 同时也收获 了
一

起奋战过

的友情 ， 这里要感谢的人太多太多 ， 有着庞大罗 氏的 团队 ， 罗老师犹如慈母 ， 在学 习

和生活中 ，

一

次次的指 引 我 ； 有着 曾诚老师 ， 朱玲老师和赵颖老师的鼓励指导与关心 ；

有着许丽绵老师 、 叶敦敏老师和李莉老师的 引领我走入妇科 ； 郜洁老师给我们课题的

９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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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与指导 ， 时时刻刻的为我们着想 ； 李婧老师 ， 曹蕾老师 ， 曾 蕾老师给我的实验和

临床指导 ； 更有着互相帮忙 ， 互相进步的巫海旺师弟 ， 给予我生活上和实验上的巨大

帮忙 ；
还有着

一

帮可爱的师妹 ， 丘维钰 ， 杜鑫 ， 林炜娴 ， 给予我热忱鼓励和实验上的

协助 ； 以及其他同 门李亚迪 ， 杨利林 ， 李佩琼 ， 蔡逸苗 ， 丘敏 ， 彭晋婷 ， 刘方 ， 李元

琪平 日 里 的关切陪伴与帮助 ； 另外 ， 还想感谢中 山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的韩博炜博士 ，

在课题的思路设计和方法提供 了重要的建议 ；
还要感谢博士班伙伴李洁 ， 左强 ， 张嘉

晔等博士的帮忙与关心 ；
还有许许多多 的朋友和 同学的关心与帮助……

在此 ， 还想感谢几位闺蜜 ， 汪金玲 ， 郑慧敏 ， 汪德琴 ， 在郁闷时候可 以互相倾诉

与鼓励 ， 得此友谊也是我此生的福气 。 最后 ， 还想深深的致敬我的家人 ， 父母 ， 弟弟

妹妹 ，

一

直鼓励着我完成 自 己的梦想 ， 让我远离生活上的忧愁 ， 总能给我提供最好的

明路 ， 在困难的时候总是能得到第
一

时间 的解决 ， 在压抑的时候总是能第
一

时间给予

鼓励 ， 为 自 己在这个家庭里而 自 豪 ； 与此同时 ， 还想感谢我的婆婆 ， 在求学的这 ２ 年 ，

任劳任怨 ， 不顾 自 己的辛劳 ， 和蔼认真地照顾我的女儿 ， 我为没有太多时间陪伴你们

致以深深的歉意 。 最后的最后 ， 再次感谢生命里最重要的陪伴我走过的李昶博士 ， 谢

谢你 ！

衷心感谢在论文评审和答辩的专家老师 ， 感谢您在百忙之中 的指导 ！

本研究感谢在国家 自 然科学基金面上项 目 （ ＮＯ ．８ １ ３ ７ ３６ ７ ２ ） 资助下独立完成 ！

路漫漫其修远兮 ， 吾将上下而求索 ， 这六年 ， 终将会在思绪里慢慢汇成
一

股暖暖

的热流 ，

一

份满满感动 的 回忆 ！

９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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