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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钙化性主动脉瓣疾病是老年人群中最常见的一种心脏瓣膜疾病ꎬ目前尚无有效药物逆转或预防其发病

过程ꎮ 钙化性主动脉瓣疾病致病过程高度类似于骨代谢和骨发育ꎬ但其具体致病机制尚不完全清楚ꎮ ｌｎｃＲＮＡ 是

一种长度大于 ２００ 个核苷酸的非编码 ＲＮＡꎬ具有重要的生物学功能ꎮ 诸多研究表明 ｌｎｃＲＮＡ 在钙化性主动脉瓣疾

病中有表达差异ꎬ并通过不同机制参与钙化性主动脉疾病的发生ꎮ 本文将综述近年来 ｌｎｃＲＮＡ 与钙化性主动脉瓣

疾病的重要进展ꎬ为进一步理解钙化性主动脉瓣疾病发生发展的分子机制提供依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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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完成ꎬ研究人员发现人

类基因组中约有 ９８％的转录产物为非编码 ＲＮＡ
(ｎｏｎ￣ｃｏｄｉｎｇ ＲＮＡꎬｎｃＲＮＡ)ꎬ其中长度大于 ２００ 个核

苷酸的 ｎｃＲＮＡ 被称为长链非编码 ＲＮＡ( ｌｏｎｇ ｎｏｎ￣
ｃｏｄｉｎｇ ＲＮＡｓꎬｌｎｃＲＮＡ) [１￣２]ꎮ 起初研究人员认为ꎬｌｎ￣
ｃＲＮＡ 是基因转录时产生的副产物ꎬ不参与蛋白质

的合成ꎬ因而并不具有生物学功能ꎮ 但近年来的研

究发现ꎬｌｎｃＲＮＡ 在转录激活、染色质修饰、Ｘ 染色体

沉默及核内运输等过程中至关重要[３]ꎬ并参与调控

个体的生长发育及细胞的分化、增殖、凋亡等重要

的生命活动[４]ꎮ 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ꎬｌｎｃＲＮＡ 与人

类疾病的关系也逐渐被认知ꎮ 钙化性主动脉瓣疾

病是老年人群中最常见的一种心脏瓣膜疾病ꎮ 最

新研究发现 ｌｎｃＲＮＡ 的异常表达与钙化性主动脉瓣

疾病密切相关ꎮ ｌｎｃＲＮＡ 调控钙化性主动脉瓣疾病

的作用和机制逐渐被阐明ꎮ 本文对已知的 ｌｎｃＲＮＡ
在钙化性主动脉瓣疾病发生中的作用和机制进行

综述ꎮ

１　 钙化性主动脉瓣疾病

钙化性主动脉瓣疾病常见于老年人群ꎮ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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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ꎬ在美国 ６５ 岁以上人群中ꎬ钙化性主动脉瓣疾

病患病率高达 ２５％[５]ꎮ 钙化性主动脉瓣膜疾病呈

进行性发展ꎬ早期的主要病理表现为主动脉瓣硬

化ꎬ后期则逐渐发展成主动脉狭窄ꎮ 目前尚无有效

药物能够预防和逆转钙化性主动脉瓣疾病的发病

过程ꎮ 钙化性主动脉疾病的致病机制十分复杂ꎬ曾
被认为是在衰老过程中被动发生的退行性病变过

程ꎮ 但近年来的研究发现其是一种主动的可调控

的细胞介导过程ꎬ高度类似于骨发育和骨代谢[６]ꎮ
瓣膜间质细胞(ｖａｌｖｅ ｉｎｔｅｒｓｔｉｔｉａｌ ｃｅｌｌｓꎬＶＩＣ)是主

动脉瓣的主要细胞成分ꎬ在钙化性主动脉瓣疾病发

病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ꎮ 在正常生理状态下ꎬ瓣
膜间质细胞是静止的成纤维细胞样细胞ꎬ而在高血

磷、炎症等致病因素的刺激下ꎬ瓣膜间质细胞被激

活并向成骨样细胞转分化ꎬ这是钙化性主动脉瓣疾

病发生的关键过程[７]ꎮ 随着近年来研究的不断深

入ꎬ一些调控瓣膜间质细胞向成骨样细胞转分化的

重要分子及信号通路逐渐被认识ꎬ如 Ｎｏｔｃｈ１、ＢＭＰ２ /
Ｓｍａｄ４ 信号通路、 Ｗｎｔ 信号通路以及转录因子

Ｒｕｎｘ２ 等[８]ꎮ 它们在钙化性主动脉瓣疾病发生过程

中发挥着关键作用ꎮ

２　 ｌｎｃＲＮＡ 的生物学功能及机制

ｌｎｃＲＮＡ 占 ｎｃＲＮＡ 的大多数ꎬ其长度可达数万

至数十万个核苷酸ꎬ二级结构较非编码小 ＲＮＡ 更为

复杂ꎮ 近年来的研究表明ꎬｌｎｃＲＮＡ 在生物体内广泛

参与 ＤＮＡ 甲基化、组蛋白修饰、染色质重塑等重要

的生物学过程ꎬ并可直接与转录因子、ｍｉＲＮＡ、染色

质修饰复合物等相互作用ꎬ在转录水平、转录后水

平及表观遗传学上调控下游靶基因的表达[９]ꎮ ｌｎ￣
ｃＲＮＡ 数量庞大ꎬ种类繁多ꎬ调控基因表达的方式不

尽相同ꎬ主要包括以下五类:①与蛋白质相互作用ꎬ
作为支架分子招募多种蛋白质形成核糖核蛋白复

合物对染色质进行修饰并调控基因表达ꎻ②与基因

组 ＤＮＡ 调控元件直接相互作用ꎬ间接影响基因的转

录和表达ꎻ③与 ｍＲＮＡ 相互作用影响其剪切、编辑、
细胞内定位及稳定性ꎬ 可作为 “ 海绵体” 吸附

ｍｉＲＮＡꎬ影响 ｍｉＲＮＡ 对下游靶基因的调控ꎻ④小部

分 ｌｎｃＲＮＡ 可编码成具有生物学功能的肽段ꎻ⑤可

作为催化性 ＲＮＡꎬ参与 ＲＮＡ 的加工和蛋白质合

成[９￣１０]ꎮ 通过上述机制ꎬｌｎｃＲＮＡ 在生命活动中发挥

至关重要的作用ꎮ

３　 ｌｎｃＲＮＡ 在钙化性主动脉瓣疾病中的作用
与分子机制

　 　 近年来的研究发现 ｌｎｃＲＮＡ 参与钙化性主动脉

瓣疾病的发生ꎮ ＨＯＴＡＩＲ 是首个被报道的可能与钙

化性主动脉瓣疾病相关的 ｌｎｃＲＮＡꎮ ＨＯＴＡＩＲ 位于

ＨＯＸＣ 基因的一个调节区域ꎬ共有 ６ 个外显子组

成[９]ꎮ 它 主 要 通 过 招 募 多 梳 抑 制 复 合 体 ２
(ｐｏｌｙｃｏｍｂ ｒｅｐｒｅｓｓｉｖｅ ｃｏｍｐｌｅｘ ２ꎬＰＲＣ２)和组蛋白去

甲基化酶复合体 (ＬＳＤ１ / ＲＥＳＴ / ＣｏＲＥＳＴ)ꎬ并介导上

述两种复合体结合到特异性基因组位点ꎬ对组蛋白

进行表观遗传学修饰ꎬ进而抑制基因转录[１１￣１２]ꎮ
主动脉瓣二瓣化畸形是钙化性主动脉瓣疾病

的重要危险因素ꎬ约有 ６４％的钙化瓣膜为二叶主动

脉瓣[１３]ꎮ 在心脏跳动时ꎬ同正常三叶主动脉瓣相

比ꎬ二叶主动脉瓣承受着更高的张应力ꎬ因而更易

发生钙化性主动脉瓣疾病[１４]ꎮ Ｃａｒｒｉｏｎ 等[１５]研究发

现二叶主动脉瓣中的 ＨＯＲＡＩＲ 表达量与正常的三

叶主动脉瓣相比显著下调ꎮ 且体外实验表明ꎬ周期

性张应力可激活瓣膜间质细胞中 Ｗｎｔ 信号通路ꎬ进
而抑制 ＨＯＲＡＩＲ 的表达ꎮ ｓｉＲＮＡ 干扰 ＨＯＴＡＩＲ 的表

达可显著上调瓣膜间质细胞向成骨样细胞转分化

标志基因 ＡＬＰＬ 和 ＢＭＰ２ 的表达ꎮ 然而 ＨＯＴＡＩＲ 是

否直接调控钙化性主动脉瓣疾病仍有待进一步地

研究ꎮ
继 ＨＯＴＡＩＲ 之后ꎬＨ１９ 是另一个被证实参与钙

化性主动脉瓣疾病的 ｌｎｃＲＮＡꎮ Ｈ１９ 是第一个被发

现的印迹基因ꎬ长度约 ２.３ ｋｂꎬ拥有 ３５ 个开放阅读

框却不编码蛋白质ꎬ因此 Ｈ１９ 被认为是一个 ｌｎ￣
ｃＲＮＡ[１６]ꎮ Ｈ１９ 由母系等位基因表达ꎬ父系印迹ꎮ
Ｈ１９ 的表达水平主要受其上游 ４ ｋｂ 处差异性甲基

化区(ｄｉｆｆｅｒｅｒｔｉａｌｌｙ ｍｅｔｈｙｌａｔｅｄ ｒｅｇｉｏｎꎬＤＭＲ)或印迹调

控区( ｉｍｐｒｉｎｔｉｎｇ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ｒｅｇｉｏｎꎬＩＣＲ)调控[１７]ꎮ Ｈａｄｊｉ
等[１８]研究发现 Ｈ１９ 在钙化性主动脉瓣中的表达量

显著上升ꎬ并且其表达量与钙化性主动脉瓣疾病临

床指征呈正相关ꎻ在钙化性主动脉瓣膜中ꎬＨ１９ 启动

子区域的甲基化水平显著降低是导致其表达量显

著上升的主要原因ꎮ 体外细胞实验表明ꎬ干扰 Ｈ１９
的表达能够显著降低瓣膜间质细胞中 ＢＭＰ２ 和

ＲＵＮＸ２ 的基因表达ꎬ并抑制瓣膜间质细胞钙化ꎮ 而

过表达 Ｈ１９ 可显著促进瓣膜间质细胞的钙化及

ＢＭＰ２ 和 ＲＵＮＸ２ 的基因表达[１８]ꎮ 有研究表明ꎬ
Ｎｏｔｃｈ１ 信号通路抑制 ＲＵＮＸ２ 和 ＢＭＰ２ 的表达ꎬ是
瓣膜间质细胞向成骨样细胞转分化的一个重要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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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因子[１９]ꎮ 此外ꎬ研究发现 Ｎｏｔｃｈ１ 移码突变足以

导致钙化性主动脉疾病的发生[２０]ꎮ Ｈａｄｊｉ 等[１８] 进

一步研究发现 Ｈ１９ 可直接抑制转录因子 ｐ５３ 结合

到 Ｎｏｔｃｈ１ 的启动子区域ꎬ从而降低 Ｎｏｔｃｈ１ 的表达ꎮ
因此ꎬＨ１９ 通过抑制 Ｎｏｔｃｈ１ 信号通路ꎬ上调钙化促

进基因 ＢＭＰ２ 和 ＲＵＮＸ２ 的表达ꎬ进而促进钙化性主

动脉瓣疾病的发生ꎮ
近年来ꎬ我国科研工作者也开始关注 ｌｎｃＲＮＡ

在钙化性主动脉瓣疾病中的作用及机制ꎬ并取得了

一些重要进展ꎮ Ｘｉａｏ 等[２１]比较了 ２０ 对钙化性主动

脉瓣 中 钙 化 组 织 和 相 邻 正 常 组 织 的 ｌｎｃＲＮＡ
ＭＡＬＡＴ１ 的表达水平ꎬ发现 ＭＡＬＡＴ１ 在钙化瓣膜组

织中的表达水平显著上升ꎮ 在瓣膜间质细胞向成骨

样细胞转分化过程中ꎬＭＡＬＡＴ１ 的表达量也显著增

加ꎬ且与成骨样分化标志基因 ＡＬＰＬ 和 Ｏｓｔｅｏｃａｌｃｉｎ 的

表达水平呈正相关ꎮ 其研究进一步发现ꎬ过表达

ＭＡＬＡＴ１ 显著促进瓣膜间质细胞钙化及向成骨样细

胞转分化ꎬ而干扰 ＭＡＬＡＴ１ 则抑制成骨样分化标志

基因 ＡＬＰＬ 和 Ｏｓｔｅｏｃａｌｃｉｎ 表达及瓣膜间质细胞钙

化ꎮ 研究还发现 ＭＡＬＡＴ１ 可作为 “海绵体” 吸附

ｍｉＲ￣２０４ꎬ抑制其表达和活性ꎮ Ｓｍａｄ４ 是 ｍｉＲ￣２０４ 的

直接靶基因ꎮ 过表达ＭＡＬＡＴ１ 通过抑制 ｍｉＲ￣２０４ 的

表达上调 Ｓｍａｄ４ꎬ进而促进瓣膜间质细胞成骨细胞

特异性标志基因 ＡＬＰＬ 和 Ｏｓｔｅｏｃａｌｃｉｎ 的表达及其

钙化ꎮ
Ｙｕ 等[２２]最新报道了 ｌｎｃＲＮＡ ＴＵＧ１ 在钙化性

主动脉瓣疾病中的作用与机制ꎮ 通过比较 ４０ 对钙

化性主动脉瓣膜中正常组织和钙化组织 ＴＵＧ１ 的表

达水平ꎬ发现 ＴＵＧ１ 在瓣膜钙化组织中的表达量显

著上升ꎮ 体外细胞实验表明ꎬ在瓣膜间质细胞钙化

过程中 ＴＵＧ１ 的表达量显著上调ꎬ并与 ＡＬＰ、Ｏｓｔｅｏ￣
ｃａｌｃｉｎ 等的表达量呈正相关ꎮ 干扰 ＴＵＧ１ 能够显著

抑制瓣膜间质细胞向成骨样细胞转分化及钙化ꎮ
研究还发现 ＴＵＧ１ 与 ｍｉＲ￣２０４￣５ｐ 相互作用并抑制

其表达ꎬＴＵＧ１ 通过调控 ｍｉＲ￣２０４￣５ｐ 促进 ＲＵＮＸ２ 表

达ꎮ 此外ꎬ在 ＡｐｏＥ－ / －小鼠模型中证实了 ＴＵＧ１ 对主

动脉瓣钙化的调控作用ꎮ 还发现 ＧａｐｍｅＲ 介导的

ＴＵＧ１ 沉默可显著减少 ＡｐｏＥ－ / － 小鼠主动脉瓣的钙

化程度ꎮ

４　 总结与展望

尽管近几年对于 ｌｎｃＲＮＡ 在钙化性主动脉瓣疾

病中的研究取得了很多重要的进展ꎬ但通过何种机

制影响钙化性主动脉瓣疾病的发生、发展和结局尚

不完全清楚ꎮ 此外ꎬｌｎｃＲＮＡ 的数量庞大、种类繁多ꎬ
目前发现的与钙化性主动脉瓣疾病相关的 ｌｎｃＲＮＡ
仅仅是冰山一角ꎮ 随着技术的进步和研究的深入ꎬ
将会发现更多的与钙化性主动脉瓣疾病相关的 ｌｎ￣
ｃＲＮＡꎮ ｌｎｃＲＮＡ 作为调控钙化性主动脉瓣疾病病理

过程的重要调控因子ꎬ其作用和机制将会逐渐展

现ꎬ有助于加强我们对钙化性主动脉瓣疾病发生发

展过程的理解ꎬ为临床诊断和治疗提供新的思路和

策略ꎮ 我们期待今后可以通过检测 ｌｎｃＲＮＡ 的表达

水平在临床上辅助诊断钙化性主动脉瓣疾病的进

展ꎬ甚至可以通过靶向特定的 ｌｎｃＲＮＡ 实现干预钙

化性主动脉瓣疾病ꎬ改善患者的预后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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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ꎬ动脉硬化者心脏表现为室壁增厚ꎬ
左心室质量增加ꎬ收缩功能增强ꎬ舒张功能下降ꎬ左
心室几何构型重构ꎬ且收缩功能的改变独立于血压

的变化ꎮ 相比于心脏的变化ꎬ动脉硬化者更应预防

运动中血压过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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