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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CA1 的表达，促使细胞内的胆固醇流出到载脂蛋白

A1 上，抑制泡沫细胞的形成有关。 刘挺榕 ［8］研究发现

Cur通过下调 JNK信号通路磷酸化，增强巨噬细胞

ABCA1／SR-BI的表达和胆固醇的流出，预防动脉粥样

硬化。 欧海龙等 ［1４］ 动物实验发现 Cur能够降低高脂

诱导的动脉粥样硬化小鼠的血脂水平，抵抗动脉粥样

硬化。

4 抗细胞增殖和促细胞凋亡

平滑肌细胞增殖与凋亡失衡是动脉粥样硬化形成

的重要因素 ［15］ 。 近来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 Cur通过

调控平滑肌细胞的增殖和凋亡，抑制动脉粥样硬化的

形成。 钟毅 ［16］实验研究发现，Cur可能通过上调 ＨO-1

的表达，迸而下调 PCNA蛋白表达，抑制 OＸ-LDL大鼠

平滑肌细胞增殖，Cur也可诱导大鼠平滑肌细胞凋亡，

激活 Caspase-8 可能是其作用靶点。 邱韵等 ［17］ 研究发

现在缺血缺氧导致局部酸化下，Cur可以下调血管平

滑肌细胞的 ASIC1a的表达，从而抑制下游 ERK1／2

的磷酸化，迸而对血管平滑肌细胞增殖产生抑制作用。

5 保护内皮

损伤应答学说认为，内皮细胞损伤是动脉粥样硬

化形成的病理基础，内皮细胞的多种生物学行为失衡

与动脉粥样硬化密切相关 ［18］ 。 近来研究发现 Cur能

够有效的改善损伤后的内皮功能，防止动脉粥样硬化。

朱磊等 ［19］研究发现 Cur能减轻炎症损伤时，内皮细胞

炎症因子的表达，保护内皮细胞，防止动脉粥样硬化。

万强等 ［20］ 研究发现 Cur可以保 护大气 细 颗 粒 物

（PM2．5）诱导的 EA．hy926 损伤，其机制可能与抑制

JNK信号通路有关。 胡勇等 ［21］ 研究发现 Cur可能通

过抑制 PPARγ／ＨO-1／ＨMGB1／RAGE信号通路减轻

OＸ-LDL诱导的 ＨAECs中的炎症反应，以保护内皮细

胞，预防动脉粥样硬化。 曹黎等 ［22］ 研究发现 Cur可以

促迸 ox-LDL诱导的内皮细胞的迁移，改善内皮细胞的

功能，其机制可能与 Cur清除 ROS，促迸了 Akt／eNOS／

NO信号通路的活化有关。

6 讨论

综上所述，Cur能够通过抗炎、抗氧化、清除氧自

由基、降脂、抗细胞增殖、促细胞凋亡和保护内皮细胞

方面达到预防动脉粥样硬化的目的。 为动脉粥样硬化

的临床治疗提供新思路、新措施。 虽然 Cur对抑制动

脉粥样硬化形成的作用和机制的探讨日趋成熟，但需

要迸一步研究，以为临床用药提供新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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