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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申請專利範圍
1.　一種 KMUP類組合物之用途，其係用於製備治療心肌梗塞疾患之藥劑，該組合物包含一
有效量之 7-[2-[4-(4-硝基苯基)�嗪乙基〕-1,3二甲基黃嘌呤(KMUP-3)化合物、及其鹽
類。

2.　一種 KMUP類組合物之用途，其係用於製備減弱心臟纖維化之藥劑，該組合物包含一有
效量之 7-[2-[4-(4-硝基苯基)�嗪乙基〕-1,3二甲基黃嘌呤(KMUP-3)化合物、及其鹽類。

3.　一種 KMUP類組合物之用途，其係用於製備減弱與預防心室重塑之藥劑，該組合物包含
一有效量之 7-[2-[4-(4-硝基苯基)�嗪乙基〕-1,3二甲基黃嘌呤(KMUP-3)化合物、及其鹽
類。

4.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 1、2或 3項之用途，其係運用於心肌梗塞後之症候。
5.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 1、2或 3項之用途，其係減少基質金屬蛋白酶-9之表達。
6.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 1、2或 3項之用途，其係增強內皮一氧化氮合酶(eNOS)之表達。
7.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 1、2或 3項之用途，其主成分係選自以下所組成群組之一；KMUP-3
鹽酸鹽、KMUP-3檸檬酸鹽或 KMUP-3菸鹼酸鹽。

- 1990 -



8.　一種 KMUP類組合物之用途，其係用於製備降低心臟炎症之藥劑，該組合物包含一有效
量之 7-[2-[4-(4-硝基苯基)�嗪乙基〕-1,3二甲基黃嘌呤(KMUP-3)化合物、及其鹽類。

9.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 8項之用途，其主成分係選自以下所組成群組之一；KMUP-3鹽酸
鹽、KMUP-3檸檬酸鹽或 KMUP-3菸鹼酸鹽。

圖式簡單說明

第一圖　 KMUP-1與 KMUP-3之結構式
第二圖　 KMUP-3對於左心室重構之影響
(1)　佯作對照組之超聲心動圖
(2)　心肌梗塞組之超聲心動圖
(3)　給予 KMUP-3鹽酸鹽之超聲心動圖
第三圖　 KMUP-3對於左心室重構之縮短分數及內徑作用
(1)　縮短分數
(2)　舒張末期左心室內徑
(3)　左心室端之收縮內徑
A：佯作對照
B：心肌梗塞組
C：給予 KMUP-3鹽酸鹽
*P <0.05與對照組比較；
#P <0.05與心肌梗塞組比較
第四圖 KMUP-3影響心肌梗塞之區域
(1)　冠狀動脈結紮後之風險區域運用埃文斯藍染色
(n =5)
(2)　梗死面積之百分率(n =10)
A：心肌梗塞組
B：給予 KMUP-3鹽酸鹽
#P <0.05與心肌梗塞組比較
(3)　心肌梗塞組經 2,3,5-三苯基氯化四氮唑(TTC)染色之照片
(4)　給予 KMUP-3鹽酸鹽治療之心肌經 2,3,5-三苯基氯化四氮唑(TTC)染色照片
第五圖　心肌梗塞區域纖維化切片之三色染色照片，放大 x200倍
(1)　心肌梗塞呈現藍色纖維化之中央區域
(2)　給予 KMUP-3鹽酸鹽治療之心肌梗塞中央區域
(3)　心肌梗塞之周邊區域
(4)　給予 KMUP-3鹽酸鹽治療之心肌梗塞周邊區域
(5)　非心肌梗塞區域
(6)　給予 KMUP-3鹽酸鹽治療之非心肌梗塞區域
黑線長度 100 μm.
第六圖　心肌梗塞區域纖維化之比率

(1)　心肌梗塞中央區域之纖維化區域百分率(n =10)
A：心肌梗塞組

(2)

- 1991 -



B：給予 KMUP-3鹽酸鹽#P <0.05與心肌梗塞組比較(2)周邊心肌梗塞區域之纖維化區域百
分率(n =10)A：心肌梗塞組 B：給予 KMUP-3鹽酸鹽#P <0.05與心肌梗塞組比較(3)非心肌梗
塞區域之纖維化區域百分率(n =10)A：佯作對照組 B：心肌梗塞組 C：給予 KMUP-3鹽酸鹽
#P <0.05與心肌梗塞組比較
第七圖 運用西方墨點及光密度分析 KMUP-3影響大鼠酶類於大鼠心臟之蛋白表達量(n =6)

(1)基質金屬蛋白酶-9之西方墨點圖 A：佯作對照組 B：心肌梗塞組 C：給予 KMUP-3鹽酸鹽
基質金屬蛋白酶-9(MMP-9)/甘油醛-3-磷酸脫氫酶(glyceraldehyde-3-phosphate
dehydrogenase,GAPDH)百分率之相對密度 A：佯作對照組 B：心肌梗塞組 C：給予 KMUP-3
鹽酸鹽*P <0.05與佯作對照組比較；

(2)　基質金屬蛋白酶組織抑制因子-1西方墨點圖
A：佯作對照組
B：心肌梗塞組
C：給予 KMUP-3鹽酸鹽
基質金屬蛋白酶組織抑制因子-1(TIMP-1)/甘油醛-3-磷酸脫氫酶(GAPDH)百分率之相對密

度

A：佯作對照組
B：心肌梗塞組
C：給予 KMUP-3鹽酸鹽
#P <0.05與心肌梗塞組比較.
(3)　內皮細胞一氧化氮合成酶(eNOS)之西方墨點圖
A：佯作對照組
B：心肌梗塞組
C：給予 KMUP-3鹽酸鹽
內皮細胞一氧化氮合成酶(eNOS)/甘油醛-3-磷酸脫氫酶(GAPDH)百分率之相對密度
A：佯作對照組
B：心肌梗塞組
C：給予 KMUP-3鹽酸鹽
#P <0.05與心肌梗塞組比較.
第八圖各種酶於人類心臟纖維化細胞(human cardiac fibroblasts,HCFs)之蛋白表達量
(1)　基質金屬蛋白酶-9之西方墨點圖
A：佯作對照組
B：生長因數-β
C：給予 KMUP-3鹽酸鹽
D：給予 KMUP-3鹽酸鹽併用 Nω -硝基-L-精氨酸甲酯

基質金屬蛋白酶-9(MMP-9)/甘油醛-3-磷酸脫氫酶(glyceraldehyde-3-phosphate
dehydrogenase,GAPDH)百分率之相對密度

B：生長因數-β
C：給予 KMUP-3鹽酸鹽
E：Nω -硝基-L-精氨酸甲酯

*P <0.05與佯作對照組比較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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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0.05與 TGF-β比較 versus;
+P <0.05與 KMUP-3、生長因數-β-Nω -硝基-L-精氨酸甲酯比較

(2)基質金屬蛋白酶組織抑制因子-1(TIMP-1)/甘油醛-3-磷酸脫氫酶(GAPDH)百分率之相對
密度

基質金屬蛋白酶組織抑制因子-1之西方墨點圖
A：佯作對照組
B：生長因數-β
C：給予 KMUP-3鹽酸鹽
D：給予 KMUP-3鹽酸鹽併用 Nω -硝基-L-精氨酸甲酯

基質金屬蛋白酶組織抑制因子-1(TIMP-1)/甘油醛-3-磷酸脫氫酶(GAPDH)百分率之相對密
度

B：生長因數-β
C：給予 KMUP-3鹽酸鹽
E：Nω -硝基-L-精氨酸甲酯

#P <0.05與 TGF-β比較 versus;
+P <0.05與 KMUP-3、生長因數-β、Nω -硝基-L-精氨酸甲酯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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