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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研究!

芎芍胶囊含药血清对
EF)!;$

!

6

源性

泡沫细胞胆固醇流出的影响

梅$俊#

$周庆兵!

$徐凤芹!

摘要$目的$观察芎芍胶囊大鼠含药血清中脂质对
EF)!;$

!

6

巨噬细胞源性泡沫细胞胆固醇流出的

影响" 方法$采用
5" =GCH

氧化低密度脂蛋白#

1I

#

HAH

$诱导巨噬细胞
!$ J

%建立
EF)!;$

!

6

源性泡沫细

胞模型%添加大鼠含药血清%将细胞分为对照组#正常巨噬细胞$&模型组#

5" =GCH 1I

#

HAH

$&正常血清组

#

#"K

正常大鼠血清$及正常血清对照组#

5" =GCH 1I

#

HAH L#"K

正常大鼠血清$&辛伐他汀组#

5" =GCH 1I

#

HAH L#"K

辛伐他汀血清$&芎芍胶囊血清组#

5" =GCH 1I

#

HAH L#"K

芎芍胶囊血清$" 通过油红
B

染色

观察细胞内胆固醇分布'以胆固醇检测试剂盒检测正常血清组&辛伐他汀血清组&芎芍胶囊血清组血清总胆

固醇#

(%

$及游离胆固醇#

M%

$含量%检测各组细胞内
(%

及
M%

含量" 结果$模型组细胞形态及染色结果符

合泡沫细胞标准'正常血清组&正常血清对照组&辛伐他汀血清组&芎芍胶囊血清组细胞内均含有大量脂滴%

且各组细胞内脂质着色无明显差异" 与正常血清组比较%辛伐他汀血清&芎芍胶囊血清组
(%

差异均无统计

学意义#

N O"

!

"8

$%辛伐他汀血清组
M%

含量升高#

N P"

!

"#

$%芎芍胶囊血清组
M%

含量降低#

N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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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对照组比较%模型组&正常血清组&正常血清对照组&辛伐他汀血清组细胞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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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量均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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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芎芍胶囊血清组细胞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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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模型组比

较%芎芍胶囊血清组细胞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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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量有所降低#

N Q"

!

"7$

$%

M%

含量浓度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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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正常血清对照组比较%芎芍胶囊血清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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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量降低#

N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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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含量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N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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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大鼠源性血清本身含有大量脂质%可造成
E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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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出现胆固醇蓄积%甚至泡沫化%掩盖了芎芍

胶囊可能促进泡沫细胞胆固醇流出的作用%不适用于探索
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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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性泡沫细胞胆固醇流出的药物

研究"

关键词$芎芍胶囊' 含药血清' 泡沫细胞' 胆固醇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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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复方防治动脉粥样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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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已历时数十年!其抗
FW

疗效在临床及动物实

验中均已被明确验证'

#

"

7

(

) 自
!"

世纪
9"

年代开始!随

着血清药理学概念及实验方法的确立!中药含药血清药

理研究方法逐渐成为中药复方在体外细胞实验中的主

要方法) 其中在抗
FW

研究领域!含药血清药理研究方

法也同样被视为中药复方干预泡沫细胞胆固醇流出实

验的有效手段'

$

(

!如李彤等'

8

(使用含药血清药理研究方

法观察黄连解毒汤调控巨噬细胞和泡沫细胞亚型分化

的作用)

然而本课题组在预实验中发现!大鼠血清中含有

一定浓度的脂质!会对药物疗效产生一定的干扰!可能

不适合用于探索泡沫细胞胆固醇流出的研究) 辛伐他

汀具有明确的抗
FW

作用!同时在体外实验中也被证

实具有促进
EF)!;$

!

6

源性泡沫细胞胆固醇外流的

作用'

;

(

!常被用作研究胆固醇外流的阳性对照药) 芎

芍胶囊是陈可冀院士根据*血府逐瘀汤+精简而来!实

验发现其在不影响脂蛋白水平时能够促进胆固醇跨膜

转运!抗
FW

作用确切'

6

(

)

因此!为了进一步探索大鼠含药血清中脂质在泡

沫细胞胆固醇流出研究中的影响!本实验选用

EF)!;$

!

6

巨噬细胞细胞株作为研究材料!在通过氧

化低密度脂蛋白$

1I>]>c:] 21b

#

]:,U>S/ 2>V1V.1S:>,

!

1I

#

HAH

%诱导成为泡沫细胞后!加入一定浓度的辛伐

他汀及芎芍胶囊含药血清进行干预!并特别设立正常

血清组 $只加入正常大鼠血清处理
EF)!;$

!

6

细

胞%!进而观察大鼠源性含药血清对
EF)!;$

!

6

巨噬

细胞源性泡沫细胞的影响) 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材料与方法

#

$动物与细胞$

!$

只
WNM

级
5

周龄
)>US+.

雄

性大鼠!体重$

#9"

%

!#"

%

G

!采购自北京维通利华实

验动物技术有限公司!许可证号#

W%Te

$京%

!"#;

"

""";

!饲养于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临床基础医学研究

所动物室$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实验动物环

境设施标准-二级标准%!实验前适应性饲养
#

周!自

由摄食摄水!喂养环境温度恒定为
#5

%

!!

&!湿度恒

定为
8"K

%

;"K

) 本实验由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临

床基础医学研究所动物实验伦理委员会审查通过

$

413 !"#6

"

";5

%)

EF)!;$

!

6

细胞采购自国家实

验细 胞 资 源 共 享 服 务 平 台 $ 北 京 总 部!

413

!"#6";"67878

%)

!

$药物$芎芍胶囊$每粒胶囊含生药川芎
8 G

.

赤芍
!

!

8 G

%!复方水煎浓缩液$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

医院制剂室协助制备%&辛伐他汀片$

!" =GC

片!杭州

默沙东制药有限公司!批号#

*"!7;7!

%)

7

$主要试剂及仪器$主要试剂#细胞培养液

$

A<*<

高糖培养液
L#"K

胎牛血清%!

A<*<

高糖培

养液$美国
Y/%21,:

公司!批号#

F_e8;5$7#

%及胎

牛血清$美国
_>\@1

公司!批号#

#9#$96"

%!

1I

#

HAH

$广东奕源生物科技公司!批号#

!"#5

"

"!

"

#7

%&

"

!

!8K

含
<A(F

胰蛋白酶消化液$南京恩晶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批号#

<_!"#5"#!9

%!油红
B

染料$

W>G=+

公司!批号#

WH`N8!$50

%!总胆固醇$

S1S+2 @J12:U

#

S:.12

!

(%

%及游离胆固醇$

R.:: @J12:US:.12

!

M%

%检测

试剂盒 $北京普利莱基因技术有限公司!批号#

<#""8!"#5"!!5

!

<#"";!"#5"!!$

%!

`%F

蛋白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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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测定试剂盒$上海碧云天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批号#

N""#!W

%&主要仪器#超净台 $哈东联公司!型号#

W%`

#

#7;"

%!恒温
%B

!

培养箱$日本
WF4fB

公司!型

号#

*%B

#

#8F%

%!水浴锅$邦西仪器公司!型号#

YY

#

5

%!低温离心机$德国
<VV:,]1.R

公司!型号#

<VV:,

#

]1.R @:,S.>R-G: 85#"E

%!倒置相差显微镜$德国
H:>

#

@+

公司!型号#

A*'E`

%!酶标仪$美国
`>1(:d

公司!

型号#

W/,:.G/ Y#

%!细胞计数仪$深圳博大博聚科技

公司!型号#

&Wf

#

W%

#

"!#Y

%)

$

$含药血清的制备$

!$

只
)>US+.

大鼠适应性

喂养
6

天后!对大鼠进行标记!并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

生理盐水组.辛伐他汀组.芎芍胶囊组!每组
5

只) 据

,药理实验方法学-

'

5

(中动物与人体剂量折算系数表!

以成人推荐每日正常用量$辛伐他汀
!" =GC]

&芎芍胶

囊!每天
7

次!每次
!

粒%计算!给药量相当于成人日

用量的
8

!

95

倍!即辛伐他汀
! =GC

$

dG

"

]

%.芎芍胶

囊生药剂量
$

!

8 GC

$

dG

"

]

%!生理盐水组
5 =HC]

!每

天给药
!

次!每次
5 =H

!连续给药
7

天!末次给药后

# J

麻醉!对各组大鼠进行腹主动脉采血!室温静置

7" =>,

!

$

&

7 """ . C=>,

离心
#8 =>,

!将血清按组

别分类!提取组内所有大鼠血清至
#

支
8" =H

离心管

中!

8;

&水浴
7" =>,

!

"

!

!! !=

除菌滤器过滤后!得

到正常大鼠血清.辛伐他汀血清.芎芍胶囊血清!分装

冻存于"

!"

&冰箱备用)

8

$

EF)!;$

!

6

细胞的处理$

EF)!;$

!

6

细胞

呈类圆形!于细胞培养液中贴壁生长!接种于
9;

孔培养

板!

1I

#

HAH

诱导
EF)!;$

!

6

细胞成为泡沫细胞后!实

验分为
;

组!每组
7

个复孔!分别为对照组$正常巨噬细

胞%.模型组$

5" !GC=H 1I

#

HAH

%.正常血清组$

#"K

正常大鼠血清%及正常血清对照组 $

5" !GC=H 1I

#

HAH L#"K

正常大鼠血清%.辛伐他汀组$

5" !GC=H

1I

#

HAH L #"K

辛伐他汀血清%.芎芍胶囊血清组

$

5" !GC=H 1I

#

HAH L #"K

芎芍胶囊血清%!每孔

#"" !H

!适应性培养
!$ J

后!吸出培养液!对照组及

正常血清组加入
#"" !H

细胞培养液!其余
$

组均加

入含
5" !GC=H 1I

#

HAH

的
#"" !H

培养液进行泡沫

细胞造模!孵育
!$ J

后吸出培养液!并用
N`W

洗涤

!

次!对照组与模型组分别加入
#"" !H

细胞培养液!

其余
$

组分别加入含有
#"K

各组血清的细胞培养

液'

7

(

!再次孵育
!$ J

后!用
N`W

洗涤
!

次后进行油

红
B

染色!显微镜下观察各组之间染色效果)

;

$油红
B

染色方法$以异丙醇配制浓度为

"

!

8 bCa

油红原液!以油红原液'去离子水 (

7

'

!

比例

稀释为所需油红染液!滤纸过滤
!

次!室温放置

#" =>,

)先小心轻缓吸出
9;

孔板中培养液!加
$K

多

聚甲醛固定
7" =>,

&吸出多聚甲醛残液后!加入油红

B

染液
8" !HC

孔染色
#" =>,

!覆盖住板底&用自来水

缓慢漂洗!除去多余的染料以对背景进行脱色!而后倒

置显微镜下观察)

6

$血清及细胞内
(%

及
M%

含量测定$方法同

8

!另将
EF)!;$

!

6

细胞接种于
;

孔板中!分为
;

组!

分别为对照组.模型组.正常血清组.正常血清对照组.

辛伐他汀血清组.芎芍胶囊血清组!每孔
! =H

!适应性

培养
!$ J

后!对照组.正常血清组加入
! =H

细胞培

养液!其余各组加入含
5" !GC=H 1I

#

HAH

的
! =H

培

养液!经过
!$ J

孵育!弃培养液!

N`W

洗涤
!

次!对照

组.模型组加入
! =H

培养液!正常血清组.正常血清

对照组.辛伐他汀血清组.芎芍胶囊血清组依次加入含

有
#"K

正常血清的
! =H

培养液.含有
#"K

正常血清

的
! =H

培养液.含有
#"K

辛伐他汀血清的
! =H

培

养液.含有
#"K

芎芍胶囊血清的
! =H

培养液!孵育

!$ J

后!

N`W

洗涤
!

次!用
"

!

!8K

含
<A(F

胰蛋白

酶消化液消化后收集细胞!按照脂质测定试剂盒说明

书分别检测各组细胞内
(%

.

M%

!检测正常血清组.辛

伐他丁血清组.芎芍胶囊血清组血清
(%

及
M%

含量!

而后根据
`%F

蛋白浓度检测试剂盒检测结果校正细

胞内
(%

.

M%

) 每组重复
$

次)

5

$统计学方法$采用
WNWW !"

!

"

统计软件分

析数据!各组
(%

及
M%

实验数据以
I

)

U

表示!采用

B,:

#

)+/ F4B0F

分析!组间比较采用
W4e

检验)

N P"

!

"8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

$各组细胞油红
B

染色结果比较$图
#

%$对照

组细胞无着色&模型组细胞形态呈类圆形!细胞形态呈

空泡样!胞内可见大量红色脂滴!符合泡沫细胞标准&

与对照组比较!正常血清组.正常血清对照组.辛伐他

汀血清组及芎芍胶囊血清组细胞内均含有大量红色脂

滴!且正常血清对照组.辛伐他汀组及芎芍胶囊血清组

细胞内脂质着色无明显差异)

!

$各组血清
(%

及
M%

比较$表
#

%$与正常血清

组比较!辛伐他汀血清组.芎芍胶囊血清组
(%

差异均

无统计学意义$

N O"

!

"8

%!辛伐他汀血清组
M%

含量升

高$

N P "

!

"#

%!芎芍胶囊血清组
M%

含量降低$

N P

"

!

"8

%)

7

$各组细胞内
(%

及
M%

比较$表
!

%$与对照组

比较!模型组.正常血清组.正常血清对照组.辛伐他汀

血清组
(%

.

M%

含量均增加$

N P"

!

"#

%!芎芍胶囊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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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

F

为对照组&

`

为模型组&

%

为正常血清组&

A

为正常血

清对照组&

<

为辛伐他汀血清组&

M

为芎芍胶囊血清组

图
#

#各组细胞油红
B

染色结果$$ *

!""

%

表
#

#各组血清
(%

及
M%

比较$$

!=12CH

!

I

)

U

%

组别
, (% M%

正常血清
7 $5$

+

##

)

8!

+

"! !"7

+

;#

)

##

+

;"

辛伐他汀血清
7 $5;

+

5!

)

$!

+

8$

!8!

+

#6

)

9

+

;;

!!

芎芍胶囊血清
7 8$6

+

"8

)

!!

+

9!

#65

+

86

)

##

+

"6

!

$$注#与正常血清组比较!

!

N P"

!

"8

!

!!

N P"

!

"#

组
(%

含量差异无明显增加$

N Q"

!

"9

%!

M%

含量增加

$

N P"

!

"8

%) 与模型组比较!芎芍胶囊血清组
(%

含

量降低$

N Q"

!

"7$

%!

M%

含量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N Q

"

!

$65

%&正常血清组.正常血清对照组.辛伐他汀血清

组
(%

.

M%

浓度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N O "

!

"8

%) 与正

常血清对照组比较!芎芍胶囊血清组
(%

含量降低

$

N Q"

!

"!;

%!

M%

含量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N Q

"

!

78$

%!辛伐他汀血清组
(%

.

M%

浓度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

N O "

!

"8

%)

表
!

#各组细胞内
(%

及
M%

比较$$

!=12CH

!

I

)

U

%

组别
, (% M%

对照
$ !;

+

6!

)

7

+

6# !!

+

55

)

7

+

;!

模型
$

$7

+

"8

)

8

+

$#

!!

7$

+

;9

)

7

+

55

!!

正常血清
$

75

+

5!

)

7

+

96

!!

7"

+

;;

)

7

+

5"

!!

正常血清对照
$

$$

+

"9

)

5

+

5$

!!

78

+

9"

)

8

+

88

!!

辛伐他汀血清
$

$$

+

!6

)

6

+

5;

!!

$"

+

#;

)

$

+

"!

!!

芎芍胶囊血清
$

77

+

55

)

!

+

6"

"#

7!

+

!#

)

#

+

!#

!

$$注#与对照组比较!

!

N P"

!

"8

!

!!

N P"

!

"#

&与模型组比较!

"

N P

"

!

"8

&与正常血清对照组比较!

#

N P"

!

"8

讨$$论

本次实验根据文献及前期研究经验以
5" !GC=H

1I

#

HAH

诱导
EF)!;$

!

6

细胞建立泡沫细胞'

#"

(

!采

用具有明确抗
FW

作用的辛伐他汀.芎芍胶囊复方制

备含药血清!旨在探索大鼠源性含药血清中脂质对泡

沫细胞胆固醇流出研究的影响!油红
B

染色结果发现

模型组.正常大鼠血清组.正常大鼠血清对照组.辛伐

他汀血清组.芎芍胶囊血清组细胞内均可见大量红色

脂滴!出现泡沫化特征!其中正常大鼠血清组.正常大

鼠血清对照组.辛伐他汀血清组.芎芍胶囊血清组细胞

内脂质着色显著多于模型组!且各组之间未见明显差

异!提示采用血清干预后的细胞内脂质含量可能高于

模型组!辛伐他汀含药血清.芎芍胶囊血清不能促进泡

沫细胞胆固醇外流!反而造成
EF)!;$

!

6

细胞脂质沉

积更加严重) 本实验以空白细胞.模型细胞及一定浓度

的
7

组血清$

#"K

正常血清.

#"K

辛伐他汀血清及
#"K

芎芍胶囊血清%分别干预空白细胞.泡沫细胞后细胞内

的
(%

.

M%

!但干预措施中仅有
7

组血清中的脂质含量

不明确!故实验对
7

组血清中的
(%

.

M%

进行了检测!结

果发现大鼠含药血清本身含有大量脂质!其中正常大鼠

血清 内
(%

.

M%

浓 度 分 别 为 $

$5$

!

##

)

8!

!

"!

%.

$

!"7

!

;#

)

##

!

;"

%

!=12CH

) 模型组.正常血清组.正常

大鼠血清对照组.辛伐他汀血清组细胞内
(%

.

M%

较对

照组增加!且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提示大鼠源性血

清可造成
EF)!;$

!

6

细胞泡沫化)

有研究证实辛伐他汀与芎芍胶囊均有促进泡沫细

胞胆固醇外流'

#

!

##

!

#!

(

!然而本次含药血清体外实验与

动物实验结果不一致!原因在于胆固醇体外体内代谢

的差异性) 在实验动物体内!胆固醇主要通过胆固醇

逆转运途径完成代谢!即外周动脉硬化斑块或泡沫细

胞中通过高密度脂蛋白转运到肝脏中!代谢转化为胆

汁排出体外'

#7

(

) 而在体外实验中!泡沫细胞的胆固醇

外流主要依靠
F`%F#

的主动运输和脂质的被动扩

散'

#$

(

!当细胞处于胆固醇丰富的培养基中!细胞内外

胆固醇会存在一定的浓度差!使细胞被动摄取培养基

中的胆固醇) 因此在观察胆固醇流出的体外实验研究

中!泡沫细胞诱导完成后!加入药物干预的环节中!应

更换培养液!尽可能排除残余脂质对细胞内外胆固醇

浓度差的干扰!减少对实验结果的影响!以一般的化药

为例!研究人员会使用磷酸缓冲盐溶液或者不含脂质

的培养基对细胞洗涤
!

%

7

次'

#8

(

) 而本次体外实验的

干预措施为大鼠含药血清!大鼠血清含有较多脂质!细

胞外胆固醇含量高于细胞内!可增加泡沫细胞对胆固

醇的摄取!出现胆固醇蓄积!甚至泡沫化) 因此!采用

大鼠含药血清的给药方式!就会出现药物成分与血清

中的脂质共同存在!影响给药效果!掩盖辛伐他汀.芎

芍胶囊可能促进泡沫细胞胆固醇流出的作用!造成体

外实验与动物实验结果的不一致)

职玉娟'

#;

(

.燕珊'

#6

(

.王光明等'

#5

(在中药复方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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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血清干预泡沫细胞的实验中!油红染色结果均提示

正常大鼠血清可导致巨噬细胞泡沫化!但三项研究均

未检测细胞内
(%

和
M%

含量!未能客观评价中药复方

含药血清是否会导致巨噬细胞泡沫化)

本研究采用油红
B

染色以呈现细胞内脂质分布!

并对正常大鼠血清及细胞内
(%

.

M%

进行定量分析!

全面评价含药血清对
EF)!;$

!

6

细胞的影响!发现

正常大鼠血清本身含有一定的脂质!大鼠含药血清的

体外实验方式会导致药物与脂质共存!影响药物对泡

沫细胞胆固醇外流的实验结果) 因此!含药血清药理

研究法可能不适合作为理想的体外实验给药方式用来

观察复方中药对泡沫细胞胆固醇流出的影响)

中药复方对泡沫细胞影响的体外细胞实验方法

中!目前主要有三种给药方式#含药血清药理研究方

法.中药复方水煎提取物.中药的单体有效组分等)

三种给药方式各有利弊!含药血清药理研究方法优

势在于其模拟了中药复方在体内的代谢过程!然而

血清本身含有许多活性因子和脂质!而且药物之间

的量效关系较差!严重干扰了实验结果的可靠性!因

此相比较含药血清药理研究方法!中药复方水煎提

取物或中药的单体有效组分可能更适合作为观察影

响泡沫细胞胆固醇流出的干预药物)

利益冲突#除前文所列资助基金外!本研究成果未

受其他公司赞助&本文所有作者及其配偶.子女或工作

伙伴不存在影响研究结果的财务关系)

参 考 文 献

'

#

($佘一鸣! 胡永慧! 张莉野! 等
3

中药调血脂的研究进展

'

&

(

3

中草药!

!"#6

!

$5

$

#6

%#

7;7;

"

7;$$3

'

!

($袁蓉! 王燕! 丛伟红! 等
3

芎芍胶囊治疗心血管病研究

进展'

&

(

3

中国中药杂志!

!"#6

!

$!

$

$

%#

;$"

"

;$73

'

7

($胡楠! 张威! 于睿! 等
3

中药复方治疗颈动脉粥样硬化

斑块临床疗效
*:S+

分析 '

&

(

3

中华中医药学刊!

!"#5

!

7;

$

9

%#

!"59

"

!"973

'

$

($张灵娜! 林兵! 宋洪涛
3

中药血清药理学.血清药物化

学的研究概况及展望'

&

(

3

中草药!

!"#8

!

$;

$

#6

%#

!;;!

"

!;;;3

'

8

($李彤! 韩俊燕! 王蓓蓓! 等
3

黄连解毒汤调控单核.巨噬

细胞及泡沫细胞分化的实验研究'

&

(

3

中国中西医结合

杂志!

!"#$

!

7$

$

9

%#

#"9;

"

##"!3

'

;

($

f+,G T

!

f>, *

!

f- H

!

:S +23 W>=a+US+S>, >,J>\>S:

#

]1IHAH

#

>,]-@:] V.1+SJ:.1G:,>@ :RR:@SU SJ.1-GJ

@+2V+>,

#

#

#

NNFE"

#

%A7; V+SJb+/

'

&

(

3 %+, & NJ/U>12

NJ+.=+@12

!

!"#;

!

9$

$

#!

%#

#

"

53

'

6

($张艳虹
3

芎芍胶囊对动脉粥样硬化兔胆固醇逆向转运及

炎症反应的影响'

A

(

3

北京# 北京中医药大学!

!"#$3

'

5

($魏伟! 吴希美! 李元建! 等主编
3

药理实验方法学'

*

(

3

第
$

版
3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

#

;9

"

6#3

'

9

($李仪奎
3

中药血清药理学实验方法的若干问题'

&

(

3

中

药新药与临床药理!

#999

!

#"

$

!

%#

7#

"

7$3

'

#"

($周云! 沃兴德!卢德赵
3 EF)!;$

!

6

巨噬细胞源性泡沫

细胞模型的建立及鉴定 '

&

(

3

中国动脉硬化杂志!

!"#"

!

#5

$

9

%#

;56

"

;9"3

'

##

($祝骥! 滕耀红! 王萍儿! 等
3

川芎嗪对泡沫细胞胆固醇

逆转运的影响 '

&

(

3

中国中药杂志!

!"#$

!

79

$

6

%#

#!88

"

#!893

'

#!

($唐菀泽! 马卫列! 丁航! 等
3

氧化芍药苷对泡沫细胞胆

固醇流出的影响'

&

(

3

中国现代医学杂志!

!"#6

!

!6

$

#;

%#

;

"

##3

'

#7

($

*>22:. 4<

!

0>22: FH

!

%.11d A3 A>.:@S :a>]:,@: SJ+S

.:a:.U: @J12:US:.12 S.+,UV1.S >U =:]>+S:] \/

J>GJ

#

]:,U>S/ 2>V1V.1S:>, >, .+\\>S

'

&

(

3 4+S-.:

!

#958

!

7#$

$

;"";

%#

#"9

"

###3

'

#$

($

a+, ]:. 0:2]: F<

!

_.1:, Fe3 WJ>RS>,G G:+.U

#

2>a:.

WE

#

`' ].>a:U .:a:.U: @J12:US:.12 S.+,UV1.S >,

=+@.1VJ+G:U

'

&

(

3 & %2>, ',a:US

!

!""8

!

##8

$

#"

%#

!;99

"

!6"#3

'

#8

($刘芳
3 F`%_#

基因表达对巨噬细胞功能影响及在动脉

粥样硬化中作用的研究 '

A

(

3

北京# 北京协和医学

院!

!"#$3

'

#;

($职玉娟! 黄水清
3

黄芪.当归药对及当归补血汤对小鼠

巨噬细胞吞噬氧化低密度脂蛋白的作用'

&

(

3

广州中医

药大学学报!

!"#7

!

7"

$

!

%#

!""

"

!"!

!

!";

!

!573

'

#6

($燕珊! 陈群! 王剑
3 7

种化痰方剂含药血清超滤组分对

(YN

#

#

源性巨噬细胞活性及泡沫化的影响'

&

(

3

广州中

医药大学学报!

!"#8

!

7!

$

#

%#

5#

"

58

!

#563

'

#5

($王光明! 李明强! 王琪! 等
3

连梅方含药血清抑制氧化

型低密度脂蛋白诱导的巨噬细胞泡沫化及机制研究

'

&

(

3

中药新药与临床药理!

!"#6

!

!5

$

8

%#

8;$

"

8;63

$收稿#

!"#5

"

"$

"

"8

$在线#

!"#9

"

"8

"

!6

%

责任编辑# 白$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