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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ａｔａｏｒｔａｅｎｄｏｔｈｅｌｉａｌｃｅｌｌａｐｏｐｔｏｓｉｓ，ｏｘｉｄａｔｉｖｅｓｔｒｅｓｓａｎｄｐｒｏｉｎｆｌａｍｍ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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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 ＺｈａｎｇＺＹ，ＱｉａｎＬＬ，ＷａｎｇＮ，ｅｔａｌ．Ｇｌｕｃｏｓｅｆｌｕｃｔｕａｔｉｏｎｓｐｒｏｍｏｔｅｖａｓ
ｃｕｌａｒＢＫｃｈａｎｎｅｌｓ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ｖｉａＰＫＣａｌｐｈａ／ＮＦｋａｐｐａＢ／ＭｕＲＦ１
ｓｉｇｎａｌｉｎｇ［Ｊ］．ＪＭｏｌＣｅｌｌＣａｒｄｉｏｌ，２０２０，１４５：１４２４．

１６ ＳｃｈｉｓａｎｏＢ，ＴｒｉｐａｔｈｉＧ，ＭｃＧｅｅＫ，ｅｔａｌ．Ｇｌｕｃｏｓｅｏｓｃｉｌｌａｔｉｏｎｓ，ｍｏｒ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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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ｕｓ［Ｊ］．ＪＤｉａｂｅｔｅｓ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２０１６，３０（７）：１３２６１３３２．

２３ ＡｈｍａｄＴ，ＵｌｈａｑＩ，ＭａｗａｎｉＭ，ｅｔａｌ．Ｍｉｃｒｏａｌｂｕｍｉｎｕｒｉａｉｎｔｙｐｅ２ｄｉ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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