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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　 构建大鼠的动脉粥样硬化模型ꎮ 方法　 将载脂蛋白 Ｅ(ＡｐｏＥ)缺陷(ＡｐｏＥ－ / －)大鼠共 １６ 只ꎬ均分

为两组作为实验组和对照组ꎬ均予高脂饲料喂养 １２ 周ꎮ 实验组在前 ４ 周予 Ａｌｚｅｔ 渗透泵植入大鼠皮下ꎬ内部填充

血管紧张素Ⅱ(ＡｎｇⅡ)ꎬ以 １ μｇ / (ｋｇｍｉｎ)的速率匀速释放ꎮ 对照组仅予等量生理盐水处理ꎮ 第 １２ 周麻醉后测

体重、取血并处死ꎬ检测炎症因子及血脂ꎬ取心脏及主动脉组织ꎬ切片作 ＨＥ、油红 Ｏ、Ｍａｓｓｏｎ 染色ꎮ 结果　 实验组大

鼠出现动脉粥样硬化斑块ꎬ对照组无类似表现ꎬ两组之间在其他方面无统计学差异ꎮ 结论　 ＡｐｏＥ－ / －大鼠予高脂饮

食饲养并予 ＡｎｇⅡ刺激ꎬ可成功造成大鼠动脉粥样硬化模型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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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脉粥样硬化( ａｔｈｅｒｏｓｃｌｅｒｏｓｉｓꎬＡｓ)疾病的动物

实验研究始于上个世纪初ꎬＩｇｎａｔｏｗｓｋｉ 等[１]使用含胆

固醇的高脂饲料喂养家兔并发现 Ａｓ 斑块ꎬ首次成功

建立了食饵性 Ａｓ 动物模型ꎬ开创了 Ａｓ 动物实验的

先河ꎮ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ꎬ Ｗｉｓｓｌｅｒ 等研究者使用

Ｃ５７ＢＬ / ６Ｊ 小鼠喂养高脂、高胆固醇饲料后ꎬ在实验

动物主动脉内膜发现少量脂纹ꎬ从而第一次建立了

小鼠的 Ａｓ 模型ꎮ 其后ꎬＰｌｕｍｐ 等研究者于 １９９２ 年

又成功构建了 ＡｐｏＥ 缺陷(ＡｐｏＥ－ / －)小鼠ꎬ为 Ａｓ 的

研究再提供了一种较好的动物模型ꎮ 但长期以来

一直没有成熟的大鼠 Ａｓ 动物模型[２￣４]ꎮ 大鼠因其

生理指标及生活习性与人类更接近ꎬ更适合用于心

血管研究ꎬ如自发性高血压大鼠已成为高血压研究

的重要模型ꎮ 我们在前期研究中ꎬ使用 ＳＤ 大鼠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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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录激活子样效应因子核酸酶技术(ｔｒａｎ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ａｃ￣
ｔｉｖａｔｏｒ￣ｌｉｋｅ ｅｆｆｅｃｔｏｒｓ ｎｕｃｌｅａｓｅｓꎬＴＡＬＥＮ)构建了ＡｐｏＥ－ / －

大鼠模型[５]ꎬ采用 Ｓａｎｇｅｒ 法测序确定 ＡｐｏＥ 基因成

功敲除ꎬ经高脂饮食喂养 ３ 个月后未见粥样斑块形

成ꎬ推测其原因可能是大鼠内皮细胞对高脂饮食抵

抗ꎮ 本实验仍沿用 ＡｐｏＥ－ / －大鼠作为实验动物ꎬ采用

血管紧张素Ⅱ(ａｎｇｉｏｔｅｎｓｉｎⅡꎬＡｎｇⅡ)诱导血管内皮

损伤和后续的血管壁慢性炎症ꎬ旨在构建大鼠 Ａｓ 模
型ꎬ为 Ａｓ 的研究提供新的工具ꎮ

１　 材料和方法

１.１　 实验动物

　 　 健康且体重约 ２００ ｇ 的雄性 ＡｐｏＥ－ / －大鼠 １６ 只

系沿用本实验室前期方法[５]构建ꎮ
１.２　 动物分组与喂养

将实验大鼠均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ꎬ各组 ８ 只ꎬ
均以高脂饲料喂养 １２ 周ꎮ 饲料配方:２％胆固醇ꎬ
１０％猪油ꎬ０.５％胆酸钠ꎬ１０％蛋黄粉ꎬ０.１％丙基硫氧

嘧啶ꎬ５％白糖ꎬ７２.４％基础饲料ꎮ
１.３　 渗透泵皮下植入术

实验开始第 １ 周ꎬ两组实验动物均予 ４％水合

氯醛ꎬ按每 １００ ｇ 体重 １ ｍＬ 的剂量腹腔麻醉ꎬ并予

碘伏消毒ꎬ背部肩胛骨下 ０.５ ｃｍ 处ꎬ横行剪开皮肤

１.５ ｃｍꎬ皮下植入 ２００４ 型 Ａｌｚｅｔ 渗透泵 １ 枚ꎮ 该型

渗透泵容量 ２００ μＬꎬ可以 ０.２５ μＬ / ｈ 的速率稳定释

放填充液体达 ２８ 天ꎮ 实验组渗透泵填充 ＡｎｇⅡ ２００
μＬ(２.５ ｍｇ)ꎬ对照组填充生理盐水 ２００ μＬꎮ 在渗透

泵植入第 ２ 周初首次监测鼠尾动脉血压ꎬ以后分别

于第 ４ 周、第 ８ 周及第 １２ 周末复查血压ꎮ
１.４　 血液采集和检测

实验第 １２ 周末ꎬ各组动物禁食过夜ꎬ水合氯醛

麻醉ꎬ用浸泡于 １０００ ｋＵ / Ｌ 的肝素钠溶液中的医用

玻璃毛细管ꎬ作双侧内眦静脉采血 ３ ~ ５ ｍＬꎬ并予

３０００ ｒ / ｍｉｎ 离心 １５ ｍｉｎ ꎮ 按照操作手册ꎬ取适量血

清使用 ＥＬＩＳＡ 试剂盒分别检测标本炎症因子白细

胞介素 １β( ｉｎｔｅｒｌｅｕｋｉｎ￣１βꎬＩＬ￣１β)、肿瘤坏死因子 α
( ｔｕｍｏｒ ｎｅｃｒｏｓｉｓ ｆａｃｔｏｒ ａｌｐｈａꎬＴＮＦ￣α)及血脂总胆固醇

( ｔｏｔａｌ ｃｈｏｌｅｓｔｅｒｏｌꎬＴＣ)、甘油三酯( ｔｒｉｇｌｙｃｅｒｉｄｅꎬＴＧ)、
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ｈｉｇｈ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ｌｉｐｏｐｒｏｔｅｉｎ ｃｈｏｌｅｓ￣
ｔｅｒｏｌꎬＨＤＬＣ)、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ｌｏｗ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ｌｉｐｏ￣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ｃｈｏｌｅｓｔｅｒｏｌꎬＬＤＬＣ)和空腹血糖( ｆａｓｔｉｎｇ ｂｌｏｏｄ
ｇｌｕｃｏｓｅꎬＦＢＧ)ꎮ
１.５　 标本的制备和病理学观察

取直至髂总动脉分叉处ꎬ立即用 ４％多聚甲醛

固定ꎬ作主动脉全段油红 Ｏ 染色ꎬ检查 Ａｓ 斑块染色

情况ꎮ 取心脏作冰冻切片ꎬ层厚 ５ μｍꎬ分别作 ＨＥ、
油红 Ｏ 及 Ｍａｓｓｏｎ 染色ꎬ使用 Ｌｅｉｃａ ＤＭ３０００ 正置光

学显微镜系统拍照ꎬ作光镜下形态学检查ꎮ
１.６　 统计学方法

数据采用ｘ±ｓ 表示ꎬ利用 ＳＰＳＳ １７.０ 统计软件作

方差分析ꎬＰ<０.０５ 认为具有统计学差异ꎬＰ<０.０１ 为

具有显著统计学差异ꎮ

２　 结　 果

２.１　 体重及生化指标

　 　 实验组大鼠收缩压 ( ｓｙｓｔｏｌｉｃ ｂｌｏｏｄ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ꎬ
ＳＢＰ)为 １４２±５ ｍｍＨｇꎬ对照组大鼠收缩压为 １１０±３
ｍｍＨｇꎬ两组之间有统计学差异(Ｐ<０.０５)ꎮ 而两组

体重、空腹血糖、血清炎性因子及血脂指标ꎬ均未发

现统计学差异(Ｐ>０.０５ꎻ表 １ 和表 ２)ꎮ

表 １. 两组大鼠体重比较(ｘ±ｓꎬｇ)
Ｔａｂｌｅ 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ｂｏｄｙ ｗｅｉｇｈｔ ｉｎ ｒａｔｓ ｏｆ ｔｗｏ ｇｒｏｕｐｓ(ｘ
±ｓꎬｇ)

时间 对照组(ｎ＝ ８) 实验组(ｎ＝ ８)

１ 周 １９８.５±５０.３ ２００.２±４３.７
４ 周 ２５５.３±３６.２ ２３７.８±５５.６
８ 周 ３００.５±５０.２ ２９７.５±４４.２
１２ 周 ３２９.７±５４.６ ３３８.４±５４.９

表 ２. 两组大鼠生化指标比较(ｘ±ｓ)
Ｔａｂｌｅ 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ｂｌｏｏｄ ｌｉｐｉｄｓꎬ ＦＢＧ ａｎｄ 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ｉｎ ｒａｔｓ ｏｆ ｔｗｏ ｇｒｏｕｐｓ(ｘ±ｓ)

生化指标 对照组(ｎ＝ ８) 实验组(ｎ＝ ８)

ＴＧ(ｍｍｏｌ / Ｌ) ２.１５±０.２８ ２.３７±０.２６
ＴＣ(ｍｍｏｌ / Ｌ) ２.６５±０.２３ ２.８９±０.３６
ＬＤＬＣ(ｍｍｏｌ / Ｌ) ３.６９±０.３７ ４.０３±０.３９
ＨＤＬＣ(ｍｍｏｌ / Ｌ) １８.４３±１.４３ １８.４８±１.７１
ＦＢＧ(ｍｍｏｌ / Ｌ) ８.５±１.７ ７.４±１.５
ＩＬ￣１β(ｎｇ / Ｌ) ６.４±０.６ ６.４±０.６
ＴＮＦ￣α(ｎｇ / Ｌ) ６１.２±１.３０ ６１.２±１.３０

２.２　 病理改变

实验组大鼠主动脉窦部可见少量动脉粥样斑

块形成ꎬ经油红 Ｏ 染色ꎬ呈鲜艳的红色斑块(图 １)ꎮ
这些 Ａｓ 斑块ꎬ多形成于易出现湍流的部位ꎬ特别是

主动脉壁与瓣膜交界处ꎮ 斑块内有少量纤维组织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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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经 Ｍａｓｓｏｎ 染色染为蓝色ꎮ 斑块内可见细胞成分ꎬ
在 ＨＥ 染色下易见ꎬ细胞形态不均一ꎮ 相对而言ꎬ对
照组大鼠未发现任何类似表现ꎬ提示对照组大鼠主

动脉窦部无 Ａｓ 改变ꎮ
但主动脉大体油红 Ｏ 染色ꎬ实验组和对照组均

未发现明显的 Ａｓ 斑块(图 ２)ꎮ

图 １. 大鼠主动脉窦部组织病理改变　 　 Ａ 为实验组油红 Ｏ 染色(４０×)ꎬ可见三个主动脉瓣ꎬ箭头所指处可见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形成ꎻＢ
为对照组油红 Ｏ 染色(４０×)ꎬ未见斑块ꎮ Ｃ、Ｄ、Ｅ 均为 Ａ 图上方箭头所指病变处放大图示(２００×)ꎬ可见 Ａｓ 斑块被油红 Ｏ 染为红色(Ｃ)ꎬ被
Ｍａｓｓｏｎ 染料染为蓝色(Ｄ)ꎬＨＥ 染色可见其中细胞成分(Ｅ)ꎮ

Ｆｉｇｕｒｅ １. Ａｔｈｅｒｏｓｃｌｅｒｏｓｉｓ ｐｌａｑｕｅｓ ｉｎ ａｏｒｔｉｃ ｓｉｎｕｓ ｏｆ ＡｐｏＥ－ / － Ｒａｔｓ

图 ２. 大鼠主动脉大体油红 Ｏ 染色 　 　 Ａ 为实验组ꎬＢ 为对

照组ꎮ

Ｆｉｇｕｒｅ ２. Ｅｎｆａｃｅ ｏｉｌ ｒｅｄ Ｏ ｓｔａｉｎｉｎｇ ｏｆ ｗｈｏｌｅ ａｏｒｔａｓ ｏｆ ｒａｔｓ

３　 讨　 论

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Ａｓ 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ｄｉｓｅａｓｅꎬ ＡＳＣＶＤ)己成为工业化国家的首位死因ꎮ
这使得 Ａｓ 疾病的研究ꎬ成了当今公共卫生的一个重

要课题ꎮ 在 Ａｓ 的基础研究中ꎬ动物模型必不可少ꎮ
其中ꎬＡｐｏＥ－ / －小鼠ꎬ是美国洛克菲勒大学生化遗传

与代谢实验室和北卡罗莱那大学病理遗传实验室ꎬ
应用胚胎干细胞基因敲除技术ꎬ于 １９９２ 年成功培育

出的新型 Ａｓ 动物模型ꎮ 该小鼠在饲喂含胆固醇的

高脂饮食后ꎬ可出现显著的自发性 Ａｓ 斑块ꎬ成了一

种新型的、成熟的 Ａｓ 疾病研究的实验动物模型ꎮ 但

以该小鼠构建 Ａｓ 动物模型仍有诸多缺陷ꎮ 其体型

太小而不易进行血管腔内手术操作ꎬ难以出现易损

斑块ꎬＡｓ 斑块在主动脉树的分布以及斑块的组分与

人的 Ａｓ 斑块存在较大差异等问题[６￣７]ꎬ限制了它的

使用ꎬ这使得 ＡｐｏＥ－ / －小鼠不能完全满足 Ａｓ 基础研

究的需要ꎮ 而大鼠体型较大ꎬ特别是颈总动脉等血

管较粗ꎬ能满足血管腔内球囊损伤及血管支架植入

等手术操作要求ꎬ这使得构建 Ａｓ 大鼠模型的需求持

续存在ꎮ
动物种属与其抗 Ａｓ 的能力相关ꎮ 研究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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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８]ꎬ动物抗 Ａｓ 能力呈以下趋势:大鼠>豚鼠>狗>
兔>猪ꎮ 鼠类缺乏胆固醇酯转运蛋白(ＣＥＴＰ)ꎬ因而

其血脂主要成份为对血管具有保护作用的 ＨＤＬꎬ而
不易形成 Ａｓ 病变ꎬ使得大鼠 Ａｓ 模型难以建立ꎮ 因

此ꎬ改造大鼠脂质调控的相关基因表达ꎬ从而改变

其脂代谢基础ꎬ将有利于大鼠 Ａｓ 疾病模型的建立ꎮ
ＡｐｏＥ 是 １９７３ 年 Ｓｈｏｒｅ 等[９]ꎬ在正常人的 ＶＬＤＬ

中首次发现的ꎬ其基因定位于第 １９ 对染色体长臂

上ꎬ可翻译为 ２９９ 个氨基酸的成熟蛋白ꎮ 目前认为

ＡｐｏＥ 具有抗 Ａｓ 的作用[１０]ꎮ 故而通过技术手段敲

除 ＡｐｏＥ 基因可成功引起实验动物血脂升高[１１]ꎬ使
实验大鼠在高脂饮食的诱导之下出现显著的高脂

血症[５]ꎮ 本研究基于以上观点ꎬ采用 ＴＡＬＥＮ 技术

构建 ＡｐｏＥ－ / －大鼠ꎮ ＴＡＬＥＮ 技术是近几年的新型基

因敲除方法ꎬ它采用 ＴＡＬＥ 蛋白核酸结合域的特异

性氨基酸序列ꎬ与其靶位点核酸序列之间存在对应

关系ꎬ组装出能特异性结合任意 ＤＮＡ 序列的模块化

蛋白ꎮ 其操作方便ꎬ理论上可以修饰任意内源性基

因序列[１２￣１３]ꎮ
在 Ａｓ 的形成过程中ꎬ脂代谢紊乱和内皮损伤是

目前公认的主要始动因素[１４￣１６]ꎮ 早在 １８６３ 年ꎬＶｉｒ￣
ｃｈｏｗ 即提出 Ａｓ 的发生与血浆脂质水平升高相关ꎮ
过多的血浆脂质可进入并沉积于动脉管壁(主要是

胆固醇)ꎬ同时伴随着巨噬细胞、淋巴细胞以及中膜

的平滑肌细胞等的参与ꎮ 炎症细胞通过吞噬作用

清除脂质成分ꎬ同时逐渐泡沫化ꎬ形成泡沫细胞(包
括巨噬细胞源性泡沫细胞和平滑肌细胞源性泡沫

细胞)ꎬ并由此形成脂质核心ꎬ引起动脉粥样斑块的

形成ꎮ 同时还可刺激动脉管壁的细胞外基质成分

增生ꎬ引起动脉内膜增厚ꎬ血管硬化ꎮ 其斑块内纤

维帽的变薄ꎬ大的脂质核心以及炎细胞浸润增加等

因素ꎬ均是促使斑块破裂并形成局部血栓的重要因

素[１７]ꎮ 血脂水平与 Ａｓ 发病率呈正相关ꎮ 所以通过

升高血脂将有望成功造成 Ａｓ 动物疾病模型ꎮ 本实

验使用 ＡｐｏＥ－ / －大鼠目的是为了通过脂质代谢紊乱

增加脂质沉积ꎬ进而引起 Ａｓ 发生ꎮ 在既往国内外相

关研究中ꎬ尚缺乏成熟的大鼠 Ａｓ 模型ꎮ 目前国内外

学者多采用添加丙基硫氧嘧啶的高脂饲料造模ꎬ但
未取得令人信服和满意的效果[７]ꎮ 该实验添加丙

基硫氧嘧啶的目的是为确保和进一步升高血脂ꎬ在
此基础上 Ａｓ 斑块的出现ꎬ证明 Ａｓ 的发生与丙基硫

氧嘧啶本身无明显关联ꎬ而与脂代谢紊乱相关性大ꎮ
另外ꎬ内皮损伤在 Ａｓ 动物模型的建立过程中同

样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ꎮ 机械、免疫等多种因素可

以引起内皮损伤ꎬ并引起其功能的紊乱甚至剥落ꎬ

进而引起内膜的完整性与通透性障碍ꎮ 在此基础

上ꎬ血浆中的脂质成分将更容易在内膜损伤处得以

富集ꎬ进而被单核巨噬细胞等炎症细胞吞噬并形成

泡沫细胞ꎬ并使 Ａｓ 斑块得以形成并进展[１８￣１９]ꎮ 利

用该机制造模较为成功的方式有ꎬ使用机械损

伤[２０]、免疫损伤[２１￣２２]、 ＶＤ３ 注射[２３￣２４]、 卡介苗注

射[２５]等方式ꎮ 但因损伤大ꎬ实验动物种属和遗传特

性等方面问题ꎬ造模成功率较低ꎬ实验动物死亡率

较高ꎮ
血管紧张素Ⅱ在 Ａｓ 发病机制中的作用早有研

究[２６￣２７]ꎬ其参与 Ａｓ 发生发展的作用是值得肯定的ꎮ
目前认为ꎬＡｎｇⅡ可通过诱导内皮细胞氧化应激反

应[２８]ꎬ降低内皮细胞的抗纤溶功能并使其纤溶 /抗
纤溶系统失衡[２９]ꎬ以及激活内皮 ＮＦ￣κＢ 而促发内

皮炎症反应等机制[３０]ꎬ诱导 Ａｓ 形成ꎬ故本实验采用

ＡｎｇⅡ协同诱导 Ａｓ 斑块构建大鼠 Ａｓ 模型的实验设

计是可行的ꎮ
本建模方式可使既往难以形成 Ａｓ 斑块的大鼠

出现 Ａｓ 表现ꎬ操作简单ꎬ实验大鼠均可出现不同程

度 Ａｓ 斑块表现ꎬ不会因为以上实验操作出现动物死

亡ꎮ 两组大鼠体重增加情况无统计学差别ꎬ提示

ＡｎｇⅡ对大鼠的生长发育无明显不良影响ꎮ Ａｓ 的发

生涉及到细胞炎症等因素的参与[３１]ꎮ 但本实验中ꎬ
在整体水平上ꎬ未发现实验组和对照组间有统计学

差异ꎮ 考虑在 Ａｓ 发生及发展过程中ꎬ其炎症表现在

整体水平上并不显著ꎬ仅仅在动脉管壁等局部可能

有表现ꎬ若取主动脉组织作 ｑ￣ＰＣＲ 检测其炎症因子

表达则有望出现阳性结果ꎮ 在本实验中出现的 Ａｓ
斑块均较小ꎬ考虑其原因主要与建模周期短有关ꎬ
如延长血管紧张素Ⅱ的使用时间和高脂饲料喂养

时间ꎬ则有望增加 Ａｓ 斑块的大小ꎬ形成更有利于实

验研究的 Ａｓ 斑块ꎮ 对于 ＡｐｏＥ－ / －小鼠而言ꎬ一般高

脂饮食饲养 ３ 个月可出现显著的 Ａｓ 斑块[１１]ꎮ 对于

大鼠而言ꎬ其本身具有抗 Ａｓ 能力ꎬ且动物体型越大ꎬ
Ａｓ 模型建立起来需要的时间也会越长ꎮ 如本实验

建模时间延长到 ４ 至 ６ 个月ꎬ则 Ａｓ 斑块有望更加明

显ꎮ 另外ꎬ在本研究中两组实验动物 ＨＤＬＣ 水平均

远高于 ＴＣ 和 ＬＤＬＣ 水平ꎬ不排除其高水平的 ＨＤＬＣ
对该种实验动物抗 Ａｓ 起了重要作用ꎬ这可能是大鼠

Ａｓ 斑块难以形成的原因之一ꎮ
本实验结果表明:ＡｐｏＥ－ / － 大鼠ꎬ在含胆固醇高

脂饲料饲养以及 ＡｎｇⅡ的双重作用下ꎬ可出现典型

的 Ａｓ 斑块ꎮ 与 ＡｐｏＥ－ / －小鼠相比ꎬＡｐｏＥ－ / －大鼠体积

较大ꎬ满足血管腔内手术等操作的需要ꎬ与兔及猪

等实验动物相比ꎬ其价格便宜ꎬ繁殖快速ꎬ取材方

１８ＣＮ ４３￣１２６２ / Ｒ　 中国动脉硬化杂志 ２０１７ 年第 ２５ 卷第 １ 期



便ꎬ可为国内外 Ａｓ 的研究提供一个新型的动物模型

以供参考ꎮ

[参考文献]
[１] Ｉｇｎａｔｏｗｓｋｉ Ａ. Üｂｅｒ ｄｉｅ Ｗｉｒｋｕｎｇ ｄｅｓ ｔｉｅｒｉｓｃｈｅｎ Ｅｉｗｅｉβｅｓ ａｕｆ ｄｉｅ Ａｏｒｔａ

ｕｎｄ ｄｉｅ ｐａｒｅｎｃｈｙｍａｔöｓｅｎ Ｏｒｇａｎｅ ｄｅｒ Ｋａｎｉｎｃｈｅｎ[Ｊ]. Ｖｉｒｃｈｏｗｓ Ａｒｃｈ
Ｐａｔｈ Ａｎａｔꎬ １９０９ꎬ １９８(２): ２４８￣２７０.

[２] Ｂｒａｇｄｏｎ Ｊ Ｈꎬ Ｍｉｃｋｅｌｓｅｎ Ｏ.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ａｔｈｅｒｏｓｃｌｅｒｏｓｉｓ ｉｎ ｔｈｅ ｒａｔ
[Ｊ] . Ａｍ Ｊ Ｐａｔｈｏｌꎬ １９５５ꎬ ３１: ９６５￣９７３.

[３] Ｐａｎｇ Ｊꎬ Ｘｕ Ｑꎬ Ｘｕ Ｘꎬ ｅｔ ａｌ. Ｈｅｘａｒｅｌｉｎ ｓｕｐｐｒｅｓｓｅｓ ｈｉｇｈ ｌｉｐｉｄ ｄｉｅｔ
ａｎｄ ｖｉｔａｍｉｎＤ３￣ｉｎｄｕｃｅｄ ａｔｈｅｒｏｓｃｌｅｒｏｓｉｓ ｉｎ ｔｈｅ ｒａｔ [ Ｊ] . Ｐｅｐｔｉｄｅｓꎬ
２０１０ꎬ ３１: ６３０￣６３８.

[４ ] Ｅｋｕｎｉ Ｄꎬ Ｙｏｎｅｄａ Ｔꎬ Ｅｎｄｏ Ｙꎬ ｅｔ ａｌ. Ｏｃｃｌｕｓａｌ ｄｉｓｈａｒｍｏｎｙ
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ｅｓ ｔｈｅ ｎｉｔ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ｔｈｅｒｏｓｃｌｅｒｏｓｉｓ ｉｎ ａｐｏＥ ｋｎｏｃｋｏｕｔ ｒａｔｓ
[Ｊ] . Ｌｉｐｉｄｓ Ｈｅａｌｔｈ Ｄｉｓꎬ ２０１４ꎬ １３: １４４.

[５] Ｗｅｉ Ｓꎬ Ｙａｎｇ Ｙꎬ Ｍａ Ｓꎬ ｅｔ ａｌ. Ａｐｏｌｉｐｏｐｒｏｔｅｉｎ Ｅ￣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ｔ ｒａｔ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ａｔｈｅｒｏｓｃｌｅｒｏｔｉｃ ｐｌａｑｕｅｓ ｉｎ ｐａｒｔｉａｌｌｙ ｌｉｇａｔｅｄ ｃａｒｏｔｉｄ ａｒｔｅｒｉｅｓ
[Ｊ] . Ａｔｈｅｒｏｓｃｌｅｒｏｓｉｓꎬ ２０１５ꎬ ２４３(２): ５８９￣５９２.

[６] Ｇｅｔｚ Ｇ Ｓꎬ Ｒｅａｒｄｏｎ Ｃ Ａ. Ａｎｉｍａｌ ｍｏｄｅｌｓ ｏｆ ａｔｈｅｒｏｓｃｌｅｒｏｓｉｓ [Ｊ] . Ａｒｔｅ￣
ｒｉｏｓｃｌｅｒ Ｔｈｒｏｍｂ Ｖａｓｃ Ｂｉｏｌꎬ ２０１２ꎬ ３２(５): １ １０４￣１１５.

[７] Ｓａｎｔｏｓ￣Ｇａｌｌｅｇｏ Ｃ Ｇꎬ Ｂａｄｉｍｏｎ Ｊ Ｊꎬ Ｉｂａｎｅｚ Ｂ.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ｍｏｄｅｌｓ ｏｆ
ａｔｈｅｒｏｓｃｌｅｒｏｓｉｓ [Ｊ] . Ｒｅｖ Ｅｓｐ Ｃａｒｄｉｏｌꎬ ２０１３ꎬ １３: ９.

[８] Ｇｒｏｅｎｅｒ ＪＥꎬ Ｂａｘ Ｗꎬ Ｓｔｕａｎｉ Ｃꎬ ｅｔ ａｌ.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ｉｎ ｓｕｂｓｔｒａｔｃ ｓｐｅｃｉ￣
ｆｉｃｉｔｙ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ｈｕｍａｎ ａｎｄ ｍｏｕｓｅ ｌｙｓｏｓｏｍａｌ ａｃｉｄ ｌｉｐａｓｅ: ｌｏｗ ａｆｆｉｎｉｔｙ
ｆｏｒ ｃｈｏｌｅｓｔｅｒｙｌ ｅｓｔｅｒ ｉｎ ｍｏｕｓｅ ｌｙｓｏｓｏｍａｌ ａｃｉｄ ｌｉｐａｓｅ [ Ｊ] . Ｂｉｏｃｈｉｍ
Ｂｉｏｐｈｙｓ Ａｃｔａꎬ ２０００ꎬ １４８７(２￣３): １ ５５２￣５６２.

[９] Ｓｈｏｒｅ ＶＧꎬ Ｓｈｏｒｅ Ｂ.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ｐｌａｓｍａ ｖｅｒｙ ｌｏｗ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ｌｉｐｏｐｒｏｔｅｉｎｓ 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ｄｉｆｆｅｒｉｎｇ ｉｎ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
[Ｊ] . Ｂｉ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ꎬ １９７３ꎬ １２(３): ５０２￣５０７.

[１０] Ｓｔａｎｎａｒｄ ＡＫꎬ Ｒｉｄｄｅｌｌ ＤＲꎬ Ｓａｃｒｅ ＳＭꎬ ｅｔ ａｌ. Ｃｅｌｌ￣ｄｅｒｉｖｅｄ ａｐｏｌｉ￣
ｐｏｐｒｏｔｅｉｎ Ｅ (ＡｐｏＥ)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ｉｎｈｉｂｉｔ 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ｃｅｌｌ ａｄｈｅｓｉｏｎ ｍｏｌｅ￣
ｃｕｌｅ￣１ (ＶＣＡＭ￣１)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ｉｎ ｈｕｍａｎ ｅｎｄｏｔｈｅｌｉａｌ ｃｅｌｌｓ [ Ｊ] . Ｊ
Ｂｉｏｌ Ｃｈｅｍꎬ ２００１ꎬ ２７６(４９): ４６ ０１１￣０１６.

[１１] Ｐｌｕｍｐ ＡＳꎬ Ｓｍｉｔｈ ＪＤꎬ Ｈａｙｅｋ Ｔꎬ ｅｔ ａｌ. Ｓｅｖｅｒｅ ｈｙｐｅｒｃｈｏｌｅｓｔｅｒｏｌｅｍｉａ
ａｎｄ ａｔｈｅｒｏｓｃｌｅｒｏｓｉｓ ｉｎ ａｐｏｌｉｐｏｐｒｏｔｅｉｎ Ｅ￣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ｔ ｍｉｃｅ ｃｒｅａｔｅｄ ｂｙ
ｈｏｍｏｌｏｇｏｕｓ ｒｅ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ＥＳ ｃｅｌｌｓ [ Ｊ] . Ｃｅｌｌꎬ １９９２ꎬ ７１(２):
３４３￣３５３.

[１２] 应春妹ꎬ 陈艺升ꎬ 郑 冰. ＴＡＬＥＮｓ 技术在基因功能研究中的应

用[Ｊ] . 检验医学ꎬ ２０１４ꎬ ２９(５): ４６４￣４６３.
[１３] Ｓｕｎｇ Ｙ Ｈꎬ Ｂａｅｋ Ｉ Ｊꎬ Ｋｉｍ Ｄ Ｈꎬ ｅｔ ａｌ. Ｋｎｏｃｋｏｕｔ ｍｉｃｅ ｃｒｅａｔｅｄ ｂｙ

ＴＡＬＥＮ￣ｍｅｄｉａｔｅｄ ｇｅｎｅ ｔａｒｇｅｔｉｎｇ [ Ｊ] . Ｎａｔ Ｂｉｏｔｅｃｈｎｏｌꎬ ２０１３ꎬ ３１
(１): ２３￣２４.

[１４] 杨永宗ꎬ 阮长耿ꎬ 唐朝枢ꎬ 等. 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病—基

础与临床 ２ 版[Ｍ]. 北京: 科学出版社ꎬ ２００９ꎻ ５３￣１０２.
[１５] Ｔｏｍｃｚｙｋ Ｍꎬ Ｎｏｗａｋ Ｗꎬ Ｊａｚｗａ Ａ. Ｅｎｄｏｔｈｅｌｉｕｍ ｉｎ 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ｉｒｙ ａｎｄ

ｐａｔｈｏｇｅｎｅｓｉｓ ｏｆ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 [ Ｊ] . Ｐｏｓｔｅｐｙ Ｂｉｏｃｈｅｍꎬ ２０１３ꎬ ５９(４):
３５７￣３６４.

[１６]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 ＪＫꎬ Ｓｕｋｈｏｖａ ＧＫꎬ Ｈｅｒｒｉｎｇｔｏｎ ＤＭꎬ ｅｔ ａｌ. Ｐｒａｖａｓｔａｔｉｎ ｈａｓ
ｃｈｏｌｅｓｔｅｒｏｌ ｌｏｗｅｒｉｎｇ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ｎ ｔｈｅ ａｒｔｅｒｙ ｗａｌｌ ｏｆ ａｔｈｅｒ￣
ｏｓｃｌｅｒｏｔｉｃ ｍｏｎｋｅｙｓ [ Ｊ ] . Ｊ Ａｍ Ｃｏｌｌ Ｃａｒｄｉｏｌꎬ １９９８ꎬ ３１ ( ３ ):
６８４￣６９１.

[１７] 王浩然ꎬ 于春江. 动脉粥样硬化发生机制及治疗药物的研究进

展[Ｊ] . 首都医科大学学报ꎬ ２０１０ꎬ ３１(６): ８２８￣８３３.
[１８] Ｒｏｓｓ Ｒ. Ａｔｈｅｒｏｓｃｌｅｒｏｓｉｓ￣￣ａｎ 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 ｄｉｓｅａｓｅ [ Ｊ] . Ｎ Ｅｎｇｌ Ｊ

Ｍｅｄꎬ １９９９ꎬ ３４０(２): １１５￣１２６.
[１９] Ｌｉｂｂｙ Ｐ. 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ａｔｈｅｒｏｓｃｌｅｒｏｓｉｓ [ Ｊ] . Ａｒｔｅｒｉｏｓｃｌｅｒ Ｔｈｒｏｍｂ

Ｖａｓｃ Ｂｉｏｌꎬ ２０１２ꎬ ３２: ２ ０４５￣０５１.
[２０] Ｓｈｅｕ ＪＲꎬ Ｗｕ ＣＨꎬ Ｃｈｅｎ ＹＣꎬ ｅｔ ａｌ.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ｈｉｂ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ｅｏｉｎｔｉｍａｌ ｈｙｐｅｒｐｌａｓｉａ ｗｉｔｈ ｔｒｉｆｌａｖｉｎ ｉｎ ａ ｒａｔ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ｂａｌｌｏｏｎ ａｎ￣
ｇｉｏｐｌａｓｔｙ [Ｊ] . Ｊ Ｌａｂ Ｃｌｉｎ Ｍｅｄꎬ ２００１ꎬ １３７(４): ２７０￣２７８.

[２１] Ｃａｓｔｅｌｌａｎｏｓ Ｅꎬ Ｓｕｅｉｓｈｉ Ｋꎬ Ｔａｎａｋａ Ｋꎬ ｅｔ ａｌ. Ｕｌｔ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ｆ ｒａｔ ａｒｔｅｒｉｏｓｃｌｅｒｏｓｉｓ ｉｎｄｕｃｅｄ ｂｙ 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ｉｍｍｕｎ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ｗｉｔｈ ｏｖａｌｂｕｍｉｎ [Ｊ] . Ａｃｔａ Ｐａｔｈｏｌꎬ １９９１ꎬ ４１: １１３￣１２１.

[２２] Ｂｌｅｓｓｉｎｇ Ｅꎬ Ｌｉｎ ＴＭꎬ Ｃａｍｐｂｅｌｌ ＬＡꎬ ｅｔ ａｌ. Ｃｈｌａｍｙｄｉａ ｐｎｅｕｍｏｎｉａｅ
ｉｎｄｕｃｅｓ 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ｈｅａｒｔ ａｎｄ ａｏｒｔａ ｏｆ ｎｏｒｍｏｃｈｏｌ￣
ｅｓｔｒｅｌｅｍｉｃ Ｃ５７ＢＬ / ６Ｊ Ｍｉｃｅ [ Ｊ ] . Ｉｎｆｅｃｔ Ｉｍｍｕｎꎬ ２０００ꎬ ６８４
７６５￣７６８.

[２３] 温进坤ꎬ 韩 梅ꎬ 杜玮南ꎬ 等. 一种快速建立大鼠动脉粥样硬化

模型的实验方法[Ｊ] . 中国老年学杂志ꎬ ２００１ꎬ ２１(１): ５０￣５２.
[２４] 郭延松ꎬ 吴宗贵ꎬ 杨军柯ꎬ 等. 三种大鼠动脉粥样硬化模型复

制方法比较[Ｊ] . 中国动脉硬化杂志ꎬ ２００３ꎬ １１(５): ４６５￣４６９.
[２５] Ｄｉｃｈｔｅｌｍüｌｌｅｒ Ｈꎬ Ｒｕｄｎｉｃｋ Ｄꎬ Ｋｌｏｆｔ Ｍ. Ｉｎ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ｉｐｉｄ ｅｎｖｅ￣

ｌｏｐｅｄ ｖｉｒｕｓｅｓ ｂｙ ｏｃｔａｎｏｉｃ ａｃｉｄ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ｉｍｍｕｎｏｇｌｏｂｕｌｉｎ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Ｊ] .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ꎬ ２００２ꎬ ３０(２): １３５￣１４２.

[２６] Ｍｉｙａｚａｋｉ Ｍꎬ Ｔａｋａｉ Ｓ. Ｉｎｖｏｌｖ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ａｎｇｉｏｔｅｎｓｉｎⅡｉ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ａｔｈｅｒｏｓｃｌｅｒｏｓｉｓ [Ｊ]. Ｎｉｈｏｎ Ｒｉｎｓｈｏꎬ ２００２ꎬ ６０(１０): １ ９０４￣９１０.

[２７] 何继强ꎬ 王绿娅ꎬ 刘晓惠. 血管紧张素Ⅱ与动脉粥样硬化形成

的研究进展[Ｊ] . 中国动脉硬化杂志ꎬ ２００４ꎬ １２(３): ３６０￣３６２.
[２８] Ｚａｌｂａ Ｇꎬ Ｓａｎ Ｊｏｓé Ｇꎬ Ｍｏｒｅｎｏ ＭＵꎬ ｅｔ ａｌ. Ｏｘｉｄａｔｉｖｅ ｓｔｒｅｓｓ ｉｎ ａｒｔｅｒｉａｌ

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ｏｎ: ｒｏｌｅ ｏｆ ＮＡＤＰ(Ｈ) ｏｘｉｄａｓｅ[Ｊ]. 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ｏｎꎬ ２００１ꎬ
３８: １ ３９５￣３９９.

[２９] Ｖａｕｇｈａｎ ＤＥꎬ Ｌａｚｏｓ ＳＡꎬ Ｔｏｎｇ Ｋ. Ａｎｇｉｏｔｅｎｓｉｎ Ⅱ ｒｅｇｕｌａｔｅｓ ｔｈｅ ｅｘ￣
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ｐｌａｓｍｉｎｏｇｅｎ ａｃｔｉｖａｔｏｒ 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１ ｉｎ ｃｕｌｔｕｒｅｄ ｅｎｄｏｔｈｅｌｉａｌ
ｃｅｌｌｓ.Ａ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ｌｉｎｋ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ｒｅｎｉｎ￣ａｎｇｉｏｔｅｎｓｉ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ｔｈｒｏｍｂｏｓｉｓ [Ｊ] . Ｊ Ｃｌｉｎ Ｉｎｖｅｓｔꎬ １９９５ꎬ ９５(３): ９９５￣１ ００１.

[３０] Ｒｕｉｚ￣Ｏｒｔｅｇａ Ｍꎬ Ｌｏｒｅｎｚｏ Ｏꎬ Ｒｕｐｅｒｅｚꎬ ｅｔ ａｌ. Ｒｏｌｅ ｏｆ ｒｅｎｉｎ￣ａｎｇｉｏｔｅｎ￣
ｓｉｎ ｓｙｓｔｅｒｍ ｉｎ 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ｄｉｓｅａｓｅ [ Ｊ] . 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ｏｎꎬ ２００１ꎬ ３８: １
３８２￣３８７.

[３１] Ｈａｎｓｓｏｎ ＧＫ. 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ｉｏｎꎬ ａｔｈｅｒｏｓｃｌｅｒｏｓｉｓꎬ ａｎｄ ｃｏｒｏｎａｒｙ ａｒｔｅｒｙ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Ｊ] . Ｎ Ｅｎｇｌ Ｊ Ｍｅｄꎬ ２００５ꎬ ３５２(１６): １ ６８５￣６９５.

(此文编辑　 许雪梅)

２８ ＩＳＳＮ １００７￣３９４９ Ｃｈｉｎ Ｊ ＡｒｔｅｒｉｏｓｃｌｅｒꎬＶｏｌ ２５ꎬＮｏ １ꎬ２０１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