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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根等中药对高糖作用下牛视网膜微血管周细胞增殖抑制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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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  观察葛根等中药对高糖培养下牛视网膜微血管周细胞的保护作用。方法  采

用MTT法测定葛根等对损伤牛视网膜微血管周细胞增殖的影响。结果  葛根(1 ms／mL)、胡黄连

(o．1 ms／mL)、知母(1 ms／mL)及生地黄(0．1 mS／mL)组MTT测定A值均较模型组增高。结论  

葛根等中药能有效保护周细胞免受高糖所致的增殖抑制。 

【关 键 词】中药； 视网膜微血管周细胞； 糖尿病视网膜病变 

【作者介绍】作者单位：1．210093，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2003级博士后 2．210025，南京中医

药大学国家规范化药理实验室 

    视网膜微血管周细胞的选择性消失是糖尿病微血管病变的最早期的病理改变之一，周细胞结构和

功能的完整对维持视网膜毛细血管的稳定性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周细胞镶嵌在毛细血管周围的基底

膜内侧，有两个功能：一是它被包在内皮细胞外面，两者的相互作用维持血管的完整性，控制血管生

长；二是周细胞是可收缩性细胞，可控制流经细胞膜血管的血流[1]。 

   高血糖是各型糖尿病的共同特征，高血糖可引起周细胞代谢途径发生变化，使其结构和功能发生

改变，从而导致周细胞数量显著减少甚至消失。 

   中医药对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治疗有着悠久的历史，各医家的治疗各有重点，但其治则不离清热

润燥，养阴生津。我们在充分整理分析文献的基础上，筛选临床用于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此类常用中

药葛根、胡黄连等，对其在高糖作用下牛视网膜微血管周细胞增殖抑制的影响进行了研究，以期了解

治疗的作用靶点。 

1  实验材料 

1．1  主要试剂 

   DMEM培养基(Gibco)；羟乙基哌嗪乙硫磺酸(Sigma)；L—谷氨酰胺(Sigma)；胎牛血清(FBS，杭州

四季青血清厂)；胶原酶—分散酶(Sigma)；胰蛋白酶(Gibco)；噻唑蓝(MTT，Sigma)；二甲亚砜

(Sigma)；中药提取液喷雾干燥粉末<天江药业有限公司提供)。 

1．2  仪器 

    C02培养箱，NAPC05410，PRECISION SCI—ENTIFIC；倒置显微镜，XSZ—D2，重庆光学仪器厂；

超净工作台，苏州百神科技网络系统有限公司，苏州市洁净技术研究所；酶标仪，BIO—RADmodel 

550。 

1．3  牛视网膜周细胞的培养 

   参照Ruggierok2j方法稍作修改。连续培养3代后获得较纯净的周细胞用于实验。 

2  葛根等中药对高糖所致周细胞增殖抑制的影响 

   周细胞用含10％胎牛血清的DMEM培养液配成单个细胞悬液，以每孔2X104／mL细胞接种于96孔培养

板内。细胞贴壁后更换无血清培养液，24h后每组在加终浓度为60mM葡萄糖的同时分别给予浓度为1 

mZ／mL、0．1 mR／mL、0．01 me／mL、0．001mR／mL的药物，同一水平组以4吼并列，并设加葡萄糖

不加药物之模型组及只加DMEM的空白组。然后，再置入37cC含5％C02及100％湿度培养箱内培养48h。

取出后每孔加入5mg／mL的MTT溶液20pL，继续培养4h。终止培养后，小心吸弃孔内培养上清液，并每

孔加人150／xL二甲亚砜终止反应，微型震荡器震荡5min，使结晶物充分溶解。立即在酶标仪上波长



490am处进行光密度定量检测，以光密度值反映细胞增殖水平。 

   由表1可见，60mM葡萄糖可明显抑制视网膜周细胞的增殖，葛根、胡黄连、生地黄及知母对高糖所

致周细胞增殖的抑制均有不同程度保护作用。 

  表1  中药对高糖作用下牛视网膜 

   微血管周细胞增殖的影响    (x±s，n=4) 

   

 与正常组比较，*P<0．05，**P<0．01，；与高糖组比较，#P< 

0．05，##P<0．01。 

3  讨论 

   研究发现高浓度葡萄糖改变飞周细胞内肌醇磷酸脂的形式，抑制磷酸肌醇酶的活性，进而抑制周

细胞内肌醇的转运，使细胞内肌醇含量下降，因而作为第二信使的肌醇磷脂产物，三磷肌醇和二酰甘

油亦减少，调控细胞增殖的功能也发生紊乱，终致周细胞有丝分裂和生长速度下降。另外高糖的波动

可使周细胞氧化产物产生增加，抗氧化能力下降而导致周 

细胞凋亡[3.4]。 

   周细胞和内皮细胞的联合培养发现周细胞的存在可以抑制内皮细胞的增殖，但只有两者接触后或

相距很近时才有可能有效抑制，接触后的培养液中产生出活化的转化生长因子能强烈抑制内皮细胞增

殖。可见周细胞的死亡不仅破坏了毛细血管的完整性，还可以引起内皮细胞的增生失去控制，进而导

致增殖性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发生[5.6]。 

   综上可见，周细胞与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若对周细胞有保护作用的药物则

可能延缓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进程。本实验观察了几种中药对高糖所致周细胞损伤的影响，表明葛

根，胡黄连、生地黄及知母具有一定保护作用，此可能是这些药物在临床有一定疗效的机制之一。 

 (收稿日期：2004-0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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