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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 个溶质转运蛋白家族(SLCI0)的细胞功能
王继红1 李西) 1 1 2 蒋伶活口*

(1天津大学药物科学与技术学院， 天津 3∞072; 2 天津市基础医学研究中心，天津医科大学， 天津 300070)

摘要 溶质特运蛋白(solute carrier, SLC) 是细胞内最大的一类转运蛋白 ， 目前被分为 55 个

家族， 包括至少 362 个成员 。 这里介绍了第 10 个溶质转运蛋白家族(SLCI0)各成员 的鉴定、表达

和功能方面的研究进展，并对该家族成员顶端纳依赖性胆汁酸转运蛋白 (apical sodium-dependent bile 

acid transporter, ASBT)和 Na+/牛磺胆酸共转运多肤(Na+/taurocholate cotransporting polypeptide, NTCP) 

的底物特异性及其抑制剂在药物开发方面的研究做了 简要介绍。对 SLCI0 的功能研究可以为治疗

高胆固醇血症新药的开发提供理论指导， 也可以为人类一些与 SLClO 突变相关的其他疾病的诊断

和治疗开辟新的途径。

关键词 溶质转运蛋白;第 10 个溶质转运蛋白家族; Na+/ 牛磺胆酸共转运多肤;顶端纳依

赖性胆汁酸转运蛋白;胆汁酸转运

转运蛋白是定位在细胞质膜和细胞器膜上的、

能转运糖、氨基酸、 无机盐离子和药物等重要成分

进出细胞的跨膜蛋白的总称。转运蛋白可以分为被

动转运蛋白(passive transporter)和主动转运蛋白

(active transporter)两种。被动转运蛋白协助糖、 氨

基酸等分子顺着底物浓度梯度方向穿越细胞膜，而主

动转运蛋白依靠能量偶联机制协助离子及其他化合

物等逆着浓度梯度方向穿越细胞膜。根据是否与细

胞ATP水解直接偶联，主动转运蛋白又可被分为一级

主动转运蛋白(primary-active transporter)和二级主动

转运蛋白(secondary-acti ve transporter)。一级主动转

运蛋白包括 ABC 转运蛋白家族成员和离子泵

(ATPases)，离子泵催化 ATP水解并把Na+、 K+ ，

H+ 、 Ca2+ 、 Cu2+ 等离子泵出细胞外或泵入细胞器，

同时产生跨膜电化学离子梯度[口。 二级主动转运蛋

白利用一级主动转运蛋白造成的这押跨膜电化学梯

度驱动营养物质由低浓度到高浓度的跨膜运输。另

外，溶质分子或离子可以通过细胞膜上的通道顺着它

们的电化学梯度运动，而穿过通道的离子或溶质数目

则受控于通道的开启机制和通道的单一导电量[2) 。

细胞中主要的转运蛋白有离子通道(ion channel)、

ABC 转运蛋白、 7.K通道(aquaporin)、铀 /饵离子泵、

溶质转运蛋白(solute carrier, SLC)等[3) 。 溶质转运蛋

白超家族包括被动转运蛋白、偶联离子的转运蛋白

(ion-coupled transporter)和交换器(exchanger)三种(图

1)。溶质转运蛋白是细胞内最大的一类转运蛋白，也

是细胞膜上仅次于G蛋白偶合受体(G-protein coupled 

SLC series 

Exchanger 

lonchannel 

Other transport proteins 

Fig.l Solute carrier (SLC)- and non-SLC.transporters 

expressed in the plasma membrane or in intracellular 

compartment membranes 
The non-SLC transporters can also be expressed in intraceIlular 
compartments [叫.

receptor, GPCR)超家族的第二大类细胞膜蛋白。 2008

年为止鉴定出的溶质转运蛋白超家族有48个家族，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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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继红等: 第 10个溶质转运蛋白家族(SLC10)的细胞功能

384 个成员[叫。 He等[6]认为 SLC超家族应该分为 55

个家族，包含至少 362 个成员。 SLC 家族的命名规

则是: " SLC " + "一个代表家族的数字" + " 一

个英文字母" + "一个代表该成员在家族中的编号

的数字"，比如 SLC3Al 就表明该溶质转运蛋白是

SLC 超家族第 3 个家族的第 1 个成员[4] 。

SLC 转运蛋白成员的基因缺陷可以造成人类的

不同疾病，如 SLC12Al 基因发生突变可以导致高血

压、 SLC26A4基因发生突变可以导致耳聋、 SLC7A7

基因突变可以导致病人对精氨酸不耐受、 SLC37A4

基因突变可以导致糖原沉积病(glycogen storage 

disease) 、 SLC40Al 基因突变可以导致血色素沉着

病(hemochromatosis)等问。 因此， SLC 转运蛋白的研

究对疾病临床诊断和药物开发有重要意义。本文就

SLCI0家族成员的表达、功能、 底物特异性方面的

研究进展做一个简要介绍。

1 SLCI0家族蛋白的表达和功能
人类 SLC I 0 家族包括 7 个成员，它们分别是

SLCI0Al 、 SLCI0A2 、 SLCI0A3 、 SLCI0A4 、

SLCIOA5、 SLCI0A6和 SLCI0A7 [匀。哺乳动物细胞

中这些成员的来源、大小和表达专一性见表 1 0 

SLClOAl和SLClOA2属于细胞膜上的偶联铀离子共转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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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白(sodium-coupled cotransporter), SLCI0Al 被称为

Na+/牛磺胆酸共转运多肤(Na+/taurocholate∞回nsporting

polypeptide, NTCP) [7]，而 SLClOA2被称为顶端纳依

赖性胆汁酸转运蛋白(apica1 sodium-dependent bile acid 

位ansporter， ASBT) 或回肠Na+/胆汁酸共转运蛋白(ileal

Na+lbile acid cotransporter, ISBT, ffiAT) [8] 0 SLCI0A6 

被称为铀离子依赖性有机阴离子转运蛋白(sodium

dependent organic anion transporter, SOAT) [9] 。

1.1 NTCP 的表达和功能
人类NTCP含有 349 个氨基酸残基，大鼠/小鼠

的盯CP含有 362 个氨基酸残基，两者之间的序列同

源性为 73%。另外，小鼠中还存在另外一种由 317个

氨基酸残基组成的 NTCP，该蛋白质在肝脏中含量很

低而且其C末端和正常的 NTCP相比较短，分析表明

是编码该蛋白质的基因在转录过程中通过另一种剪

切方式形成的。最初人们认为 NTCP 只在肝细胞基

侧膜(basolateral membrane)表达I101，但是近来也在大

鼠膜腺腺泡(pancreatic acinar)管腔膜检测到了 NTCP

的表达[1~ 人类盯CP 的表达受抗原激活受体(糖皮

质激素受体和维甲酸受体α)和肝细胞转录因子(肝细

胞核因子 HNFlα、 HNF4α、 HNF捕、 微小异源二

聚体伙伴蛋白 SHP-l )的共同调控[12] 。

在哺乳动物肝脏中的NTCP 以 Na+/牛磺胆酸 2: 1 

Tab1e 1 Sources, sizes and expression distribution of SLCI0 family members in mammalian cells 
Gene Protein Species Size (aa) Expression distribution 

SLCIOAl NTCP Human 349 . Liver, pancreas 
Rat 362 
Mouse 362 

SLCIOA2 ISBT, Human 348 Ileum, liver, kidney 
IBAT, Rat 348 Cholangiocytes 
ASBT Mouse 348 

SLCIOA3 P3 Human 477 Placenta, small intestine, pancreas, cervix, kidney, 
uterus, brain neuroblastomac 

Mouse 473 Pineal gland, ear, female genital tract, mamm缸y gland, 
thymus, kidney 

Rat 473 Heart, ovary, pituitary gland 
SLCIOA4 P4 Human 437 Brain, eye, soft tissues 

Rat 437 Adrenal gland 
Mouse 437 Vascular system, ganglia, stomach, diencephalon, 

cortex, brain stem, eyeball, sympathetic ganglion 
SLCIOA5 P5 Human 438 Brain, liver 

Rat 434 Brain, eye, small intestine 
Mouse 434 Liver, kidney, pancreas, thymus, kidney, liver 

SLCIOA6 SOAT Human 377 Testis, placenta 
Rat 370 Pancreas, brain 
Mouse 373 Heart, kidney 

SLCIOA7 Human 340 Liver, testis, placenta 
Mouse 340 Hω此， brain, colon, small intestine, lung, liver, adrenaJ gland 
Rat 340 Same as ab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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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比例介导Na+ 偶联的牛磺胆酸和其他胆汁酸的吸 人类胆汁酸的主动吸收主要通过小肠中的 ASBT进

收[13)。用针对 NTCP 的反义寡核昔酸进行的表达实 行， ASBT基因功能发生缺失突变能够引发胆汁酸吸

验表明 NTCP 是肝细胞中最主要的铀依赖性牛磺 收不良(primary bile acid malabsorption)，造成胆汁酸

胆酸吸收系统， 也是肝脏中最重要的胆汁酸吸收系 的肠肝循环中断和血浆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水平的

统[14)。肝门静脉血中的胆汁酸和肝脏中胆固醇代谢 降低，这一点在 ASBT缺失株(SlclOa2千)小鼠的实验

生成的胆汁酸被肝脏细胞表面的 Ntcp 转运进肝脏细 中得到了进一步的证实[22) 。 位于胆管上皮细胞基底

胞，再作为胆汁的主要成分之一被分泌出肝细胞，经 侧细胞膜的t-ASBT能够转运胆汁酸排出胆管上皮细

肝左右管 - 肝总管.胆总管，进入十二指肠参加消化; 胞，而胆管上皮细胞顶端膜ASBT能够促使胆汁酸吸

在小肠中胆汁酸可被重吸收(由 ASBT执行这一功能)， 收进入细胞，这样形成的 " 肝胆短路机制"能够促发

经肝门静脉进入肝脏，完成一个肠肝循环(enterohepatic 胆汁流，增加的胆汁流可以从胆管内移出胆栓，有助

circulation )。这样既保证了胆汁酸的量也增加了胆 于消除胆汁淤积[17) 。

汁酸的利用率，可见NTCP在肠肝循环中发挥重要的 1.3 SLCI0 家族其他成员的表达和功能

作用[14)。另外，在胆汁淤积(cholestatic )情况下， NTCP SLClOA6编码的铀离子依赖性有机阴离子转运

基因表达水平下降，使肝细胞中胆汁酸的积累减少，从 蛋白(sodium-dependent organic anion transporter, 

而减轻毒害[口]。正常生理条件下 NTCP 参与清除泄 SOAT)由约 370-377 个氨基酸残基组成(表 1)， SOAT 

漏到膜腺终端腺泡(terminal acini)的胆汁酸， 但是当 没有转运胆汁酸的功能， 它协同转运Na+ 和硫酸类固

膜腺终端腺泡细胞受伤或膜腺功能紊乱时胆汁酸也 醇类分子(steroid sulfate)，比如 3- 硫酸雌酣(oestrone-

会分泌到1夷腺腺泡细胞中去[1 1) 。 3-sulfate)、硫酸脱氢表雄酣(DHEAS)和硫化孕烯醇

1.2 ASBT 的表达和功能 酣(pregnenolone sulfate) [叫 。 SOAT在人类辜丸中表

人类、大鼠、兔子和小鼠的 ASBT都由 348 个 达水平最高，胎盘和膜腺中次之，但其具体生理功能

氨基酸残基组成(表 1)，它们之间序列同源性大于 尚不清楚[划。 SLCI0A3 是一个由 477 个氨基酸残基

80% 0 ASBT在末端回肠上皮细胞的顶端刷状缘膜 组成的蛋白质， 该基因的 cDNA是从胎盘或畸形癌细

(apical brush border membrane)中高度表达[町，并且和 胞(teratocarcinoma)的cDNA文库中分离到的， 在人类

回肠肠上皮细胞细胞质中的胆汁酸结合蛋白 ILBP 其他类型细胞中都检测到了 P3 蛋白的表达(表 1) 。

(ileal-lipid-binding protein)结合。 mRNA和蛋白质水 SLCI0A4 的全长 cDNA 序列是从人类神经母细胞

平的表达检测结果表明， ASBT也在肾近曲小管(renal 瘤、小鼠的交感神经节(sympathetic ganglion)的

proximal convoluted tubule)的顶端膜和肝脏胆管上皮 cDNA文库中分别得到的，它们都由 387 个氨基酸残

(bile duct epithelium)中的胆管上皮细胞(cholangiocyte) 基组成[坷，大鼠的SLCIOA4 由 437个氨基酸残基组成，

顶端膜中均有表达;人们在胆管上皮细胞基底侧膜还 主要在神经组织和胎盘中表达(表 1) 。

检测到了一种有 154个氨基酸残基的截短型ASBT的 SLCI0A4没有转运胆汁酸的功能，但是否可以作

表达肘，17) 0 ASBT基因的表达受肝细胞核因子刚Flα 为生理相关性溶 SLC 转运神经面体或其他神经活性

的控制， HNFla 缺失的小鼠回肠中无论在 mRNA水 分子尚不清楚[叫。 SLClOA5 由 434-438 个氨基酸残

平还是在蛋白质水平上都检测不到 Asbt 的表达[18) 。 基组成，主要在肝脏、肾脏和小肠中高水平表达(表

兔子、 小鼠和人类中胆汁酸通过负反馈方式调节 1 ) 。 人类、大鼠和小鼠的 SLCI0A7 包括 340-343

Asbt 的表达，胆汁酸能够与核法尼基X受体(farnesoid 4 个氨基酸残基， 在很多组织中都有表达(表 1)，氨基酸

X receptor, FXR)结合来激活其活性，激活的 FXR 与 同源性大于 94% [25)0 SLClOA7 是 SLCI0成员中分

ASBT启动子的肝受体同源物 1 (liver receptor homo- 布范围最广的蛋白质，不仅存在于脊椎动物中， 也存在

logue 1, LRH-l)转录结合位点结合，抑制 ASBT基因 非脊椎动物、植物、酵母和细菌中[叫。 SLCI0A7 的
r 

的表达[19，20)。大鼠 Asbt 启动子没有L阳也1 转录结合 氨基酸数目在不同物种中不同， 在人类和小鼠中还因

位点，不能与 FXR 结合并受其调控， 因此大鼠回肠中 为不同的 RNA剪切方式导致不同大小的蛋白质[25) 。

胆汁酸浓度的变化不能调节 Asbt 的表达[20) 。 目前人们对SLCI0A l ， SLClOA2 和 SLCI0A6 的细

ASBT 以N矿依赖方式转运与该蛋白质高度结合 胞功能已经有所了解，但是研究进展仍然较慢，同时

的胆汁酸， Na+/胆汁酸的偶联化学计量比为 2 : 1 [21] 。 对 SLC I0A3 ， SLCI0A4、 SLCIOA5 和 SLCI0A7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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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和生物学功能还不清楚 这些将是今后该领域的

研究重点。

2 SLCI0家族蛋白结构和功能的关系
生物信息学预测和实验数据表明， NTCP， ASBT 

和 SOAT 的N端在细胞膜外表面， 有 7个跨膜α螺旋，

C 端在细胞质内[口口创8]。一系列点突变结果表明大

鼠 NTCP 的第 5 位、第 11 位的天冬眠肢残基和人类

ASBT第 10位的天冬酌肢残基发生了糖基化mml，证

实了这些蛋白质的 N 端在细胞膜的外表面。 针对

NTCPC端的抗体结合实验也证实了该蛋白质的C端

位于细胞内[10] 0 SLCI0A7 的 N端和C端都位于细胞

质中，呈顺式方向， 10个跨膜结构域， 这一特点和该

家族其他6个成员不同，但是和非脊椎动物中发现的

SLCI0A7 相关蛋白相似[25] 0 SLCIO家族各个蛋白质

的跨膜结构域III中存在高度同源的氨基酸区域，这些

高度同源的氨基酸区域成为 SLCI0 的标签基序

(signature motit) [坷 。 物种之间的同源 SLCI0 的氨基

酸序列存在显著同源性但是SLCI0家族的7个成员

之间的氨基酸序列同源性很低(图 2) 。

实验表明缺失了大鼠 ASBTC末端的 40个氨基

酸残基几乎可以使其完全丧失了在回肠上皮细胞顶

端细胞膜中分拣胆汁酸的功能[30]，进一步的研究表明

ASBT在顶端细胞膜中的定向表达主要决定于该蛋白

质第 335 位丝氨酸残基和第 339位苏氨酸残基的磷酸

化[31] 。 因此， ASBT C末端负责蛋白质定位于顶端细

胞膜，而该蛋白质的正确定位对其分拣胆汁酸的功能

SLCIOA7 
>20% 

Fig.2 The phylogenetic relatioDShips of SBF (sodium bile 
acid cotranspoter family) superfamily members [l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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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重要。 大鼠 NTCPC 末端第 307 位和第 321 位

酷氨酸残基对该蛋白质定位于基底侧细胞膜非常重

要，这两个位点的酷氨酸被丙氨酸替代导致突变的

盯CP不能定位于基底侧细胞膜而是重新定位于细胞

的顶端区域， 不能行使其转运胆汁酸的正常功能，但

是缺失了包括这两个位点的C末端并不影响该蛋白质

在基底侧细胞膜中的定位和分拣胆汁酸的功能[30，32J 。

这些结果表明 NTCP 的定向表达并非某个氨基酸残

基所决定，但单个氨基酸残基的改变可以影响蛋白质

的功能 。

NTCP 、 ASBT 转运胆汁酸的过程是致电性

( electro genic )的，每转运一个胆汁酸分子就需要转运

两个N矿，这样就产生了膜内外电化学梯度，便于物

质运输， 也便于转运蛋白继续结合胞外 Na+ [I3，21 J。根

据对其他Na+ 偶联的共转运蛋白和交换器的研究推

测，转运蛋白胞外部分带负电的特定氨基酸残基极有

可能是带正电的 Na+ 的结合位点， 于是把大鼠 NTCP

位于胞外的、带负电荷的氨基酸残基 024 、 0 115 和

E257 突变为带正电荷的氨基酸残基(024N， 0115N, 

E257Q)导致NTCP 失去转运胆汁酸的功能，表明这些

位点上带负电的氨基酸对感应并结合细胞外Na+有重

要作用[33] 。 把人类 ASBT 第 282位的谷氨酸残基分

别突变为带正电荷的氨基酸残基和带负电荷的氨基酸

残基的结果进一步证实了带正电荷的 Na+ 能够与转

运蛋白胞外部分带负电荷的特定氨基酸残基结合，从

而使转运蛋白能正常行使其转运胆汁酸的功能[26] 。

Geyer [町等的研究表明带有琉基基团(-SH)的有

机试剂可以和大鼠肝细胞 NTCP 中的半脱氨酸残基

携带的琉基基团结合形成 S-S 键，从而影响 NTCP 的

正常功能， 表现为阻断大鼠肝细胞NTCP转运胆汁酸

这一过程; 而带有琉基的化合物如(二硫苏糖醇)OTT

通过还原 NTCP 和上述有机试剂之间的 S-S 键而使

该蛋白质功能恢复正常， 表现为能够逆转这种转运阻

断[叫。 兔子回肠中转运胆汁酸的 ASBT 也有这样的

特点，由此可见这两个胆汁酸转运蛋白中的半肮氨酸

残基对胆汁酸的结合和转运是非常重要的。人类

NTCP , ASBT 以及小鼠NTCP、 ASBT 中半脱氨酸

残基突变为丙氨酸残基的实验也证实了这一点，并且

表明 NTCP中半脱氨酸残基。"和ASBT中半脱氨酸

残基 C270 是琉基试剂抑制胆汁酸转运功能的主要位

点[刃，35，3飞 从实验结果推断，盯CP的 C266和 ASBT 的

C270本身并非胆汁酸转运所必需，可能它的位置靠近

甚至位于转运蛋白结合胆汁酸的口袋里， 因此琉基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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剂的结合阻断了胆汁酸和转运蛋白的结合，最终表现

为转运蛋白功能受阻，胆汁酸转运失败[呵。

3 SLCI0家族蛋白的底物特异性及药学利

用

目前人们对ASBT和NTCP的底物特异性和底物

抑制研究得较为清楚， 但是对SLClO家族其他蛋白的

底物研究较少。 ASBT主要转运胆汁酸， NTCP不仅

转运胆汁酸，还转运硫酸类固醇如3-硫酸雌酣(臼往one

3-sulfate)和四澳盼献磺酸纳(bromosulfophthalein)硫

酸脱氢表雄酣(DHEAS)以及苯丁酸氮芥.牛磺胆酸

(chlorambucil-taurocholate) [5]。基于 23 个胆汁酸类

似物和 17 个结构不同的 Asbt抑制物设计的 Asbt 三

维 QSAR 药效团模型进行的分析表明，简体核的第 5

个 D- 环、胆汁酸侧链第 21 个甲基基团、在 12α 或

者 7α 位置的起基基团、胆汁酸侧链所带的负电荷

这四个因素是 Asbt 识别并结合底物的重要条件[37J 。

肝脏中胆汁酸的合成主要受来自于肠肝再循环

的胆汁酸的负反馈调节。 在小肠中由 ASBT 吸收并

进入肠肝再循环的胆汁酸水平下降，会导致胆汁酸合

成途径中的限速酶.肝脏胆固醇 7α 经基化酶

(CYP7A1)的表达量上升，从而促使胆汁酸合成量增

加[町，胆汁酸提高肝脏中胆固醇的溶解度，促进其进

行分解代谢和分泌，从而降低血浆中胆固醇水平，这

些具有重要的医学意义。因此基于阻断小肠吸收胆

汁酸的 ASBT 抑制剂的研究给治疗高胆固醇血症

(hypercholesterolaemia)和动脉粥样硬化(coronary

atherosclerosis)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

ASBT抑制剂主要有四类(图匀。 第一类是由两

个胆汁酸类似物通过间隔区相连构成的二聚体，如

S0960，这类化合物可直接与细胞表面的两个 ASBT

分子的底物结合位点结合，并实现对它们的封闭[37] 0 

第二类是苯并硫杂口丫庚因(benzothiozepine)衍生物，如

2164U90，由于 2164U90 的种属特异性限制，目前在

临床上己经被其衍生物 264W94 代替，后者对人类

ASBT 的抑制常数 (均为 0.2 μmollL，对大鼠回肠中胆

计酸吸收抑制效率比 2 164U90 高出 500 倍[38] 。

Benzothiepine 衍生物 SC-435 更有应用潜力，它对

ASBT 的半抑制浓度(IC5o)为 1 .5 nmollL，而且是非吸

收性抑制剂阴。 第三类是荼酣(naphthol)衍生物，如

S8921 ， 它以竞争性结合和非竞争性结合两种方式抑

制 Asbt 的活性， IC5。为 2.5 阳ol/L o S8921 在大鼠体

内的实验表明，该药物抑制了 Asbt 的活性，阻断了胆

dp ~ . 

H,CO 

S 8921 ÓCH, 

Fig.3 Chemical inhibitors of the A BST (51 

汁酸的肠肝再循环， 有效抑制了高胆固醇血症的发生，

并减缓了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的严重程度[39]。第四类

是今氧 - 1 - 苯 -1 ，4- 二氢唾琳衍生物(如 21时， IC50 为
1μmollL，可以降低基础饲料(chowfed)喂养的叙利亚

金仓鼠中非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水平[40]。总结以上

各个药物的研究可以看出这些化学结构不同的ASBT

抑制剂有望成为治疗高胆固醇血症的候选药物。

4 展望

SLCI0 家族也被称为铀离子 - 胆汁酸共转运蛋

白家族(sodium bile acid cotransporter family, SBF)，是

由于这些蛋白质具有特征性的 SBF 结构域网。 NTCP

(SLClOA1)和ASBT (SLClOA2)的主要功能是调节胆

汁酸通过肝脏(NTCP)和小肠(ASBT)中的膜屏障以保

持胆汁酸的肠肝循环(enterohepatic circulation)，但是，

实验证明 SOAT (SLC10A6)和 SLClOA7 并没有胆汁

酸转运功能， 说明不是所有SLClO家族成员都具有胆

汁酸转运功能[5，25] 。 最近生物信息学分析发现SBF在

细菌和真菌中也普遍存在，它们属于 SLCIOA7 成员

(图 2) [2 5] 。 我们研究组发现酿酒酵母细胞中的

YMR034c基因及其在自念珠菌中的同源基因都编码

SLClOA7 成员，它们的功能研究正在进行中(结果未

发表)0 SLClOA7 在生物界的广泛存在，特别是存在

于真核细胞模式菌酿酒酵母中，这为它们生物学功能

的阐明提供了重要工具和途径。 弄清楚这些蛋白质

的细胞功能无疑对动物细胞 SLC10 的功能研究有着

重要的促进作用，而对SLClO的功能研究可能为开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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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王继红等;第 10 个溶质转运蛋白家族(SLClO)的细胞功能

治疗高胆固醇血症、 胆汁淤积症的新药及其疾病的

诊断有重要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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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llular Functions of the Solute Carrier Family 10 (SLC10) 

Ji-Hong Wang1, Xi-Chuan LF, Lin吨g-咀HuoJ丑iang矿1 ，2

('S阮choωolofPharm阳1ωaceutical Science and 1ηèchnolωog盯y， 1ïanjin Universi纱\ Tianjin 300072, China; 

2刀anjin Research Center of Basic Medical Sciences, 1ïanjin Medical Universi纱\ Tianjin 300070, China) 

Abstract The solute carrier (SLC) superfamily is the largest class of cellular transporters and could be 

divided into 55 families with at least 362 members , Here, we reviewed the research progresses in the identification, 

expression and functions of the solute carrier farnily 10 (SLC 10) members. In addition, the substrate specificity as 

well as the inhibitors and their potentials as ph缸maceutical drugs of apical sodium-dependent bile acid transporter 

andN矿/taurocholate cotransporting polypeptide, two members of the SLCI0 family, is briefly discussed. Func

tiona1 studies on the SLC 1 0 carriers would provide a basis for drug development ag组nst human diseases related t。

由e SLCIO farnily members. 

Key words solute carrier; SLC lO; Na+/tauroch olate cotransporting polypeptide; apical sodium-dependent 

bile acid transporter; bile acid trans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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