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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部应用菟丝子总多糖对家兔骨折修复中 *H\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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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研究局部运用菟丝子总多糖在促进家兔骨折修复中*H\X

%

" 的表达及其机理" 方法*选用健康成年家兔 QT 只!体

重 #$% D>左右" 随机分为 T 组)即菟丝子组#cEG组和空白组+!每组 #" 只" 在小腿中段前外侧逐层切开皮肤!分离组织!以

线锯于胫骨中段截骨约 &$% 2/!手法复位并维持" 菟丝子组#cEG组分别在骨缺损断端间置入菟丝子总多糖凝胶#骨形成蛋

白填充于缺损处$空白组断端间不作处理" 三组均予缝合#夹板外固定" 术后于 ##'#] 周分批处死实验动物 O 只!取标本行

*H\X

%

" 免疫组化的方法进行评估" 结果*中药组#cEG组*H\X

%

" 免疫组化积分光密度值与空白组比较!都有显著性差异)M

h&$&" 或Mh&$&%+$中药组与cEG组比较无统计学意义)Mj&$&%+" 结 论*菟丝子总多糖可促进 *H\X

%

" 参与调节骨折修

复" 一定程度证实了中药菟丝子对骨折损伤的修复作用"

关键词!菟丝子总多糖$骨折$转化生长因子X

%

" $免疫组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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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骨伤科对骨折的治疗遵从于复位&固定&功

能锻炼和三期辩证用药的一般原则' 强调(肾藏

精#主骨生髓)理论指导下的骨折用药方法' 结合

临床用药经验#以及现代药理对中药多糖类的研究

进展#我们对菟丝子总多糖进行了创新性使用#观察

菟丝子总多糖局部应用对家兔骨折的修复 *H\X

%

"

表达情况' 以说明补肾中药促进骨折修复的可行性

和部分内涵'

"!实验材料

"$"!实验动物及分组

选用健康成年家兔 QT 只#体重!#$T i&$T$D>#

按性别随机分为三组%菟丝子总多糖组 !)组$&

cEGd明胶复合物组 !c组$以及空白对照组 !?

组$' 每组 #" 只兔'

"$#!主要实验试剂与器材

菟丝子总多糖!广州中医药大学药学院中药制

剂室提供$"人骨形态发生蛋白! 6+/.3 <930/97X

C69>0305-2C7950-3#76cEG$!天津中津生物发展有限

公司提供$"明胶!成都科龙化工试剂厂生产$"*H\X

%

" 免疫组化试剂盒!武汉博士德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生产$"J)c!二氨基联苯胺$显色液!武汉博士德生

物工程有限公司生产$"戊巴比妥钠!上海化学试剂

采购供应站分装厂进口分装$"U0-5a@05a8.7"%"# 型

石蜡切片机!德国生产$"?pX# 型普通光学显微镜

!日本e8:/C+;公司生产$'

#!实验方法

#$"!实验动物的造模

以 T_戊巴比妥钠!T& />dD>$耳缘静脉麻醉成

功' 家兔取仰卧位#四肢固定于自制兔板上#搬运至

手术台上' 通过胫腓骨前外侧入路#切口约 % Q̂

2/#逐层切开皮肤&皮下组织及关节囊#显露家兔胫

骨' 尽量不损伤骨膜' 使用线锯将胫骨截断#并形

成一约 &$% 2/的骨缺损区域' 庆大霉素X生理盐水

冲洗后#对 )&c&?三组分别给予中药菟丝子总多

糖&cEGd明胶复合物以及空白处理' 然后逐层缝合

骨膜及肌肉&筋膜层以及皮肤切口' 术后伤口外涂

红霉素眼膏#每只动物每天肌注青霉素钠 T2 "&%

o#每天一次#共 O 天' 常规进食#分笼饲养#自由活

动#予以夹板外固定' 术后 #&'&] 周#沿原手术切口

取下骨折的胫骨#修剪周围的软组织#用 '_多聚甲

醛固定#'k过夜#用 &$" /98dU的磷酸缓冲液冲洗#

置入 #&_二乙胺四乙酸二钠!FJ*)$ C[值 O$' 的

磷酸缓冲液中#室温下脱钙 "& 天#中间换液一次#用

&$" /98dU的磷酸缓冲液冲洗#梯度酒精脱水#二甲

苯透明#浸蜡 ' 6#软蜡包埋' 切片厚度 %

-

/#TOk

烤片过夜' 行 *H\X

%

" 免疫组化"并处死动物送标

本' ] 周处死所有实验动物'

#$#!观察指标及测定方法

应用*H\X

%

" 免疫组化的方法#切片经二甲苯

脱蜡 ' 6#梯度酒精水化#&$T_过氧化氢甲醇溶液灭

活内源性过氧化物酶#%_羊血清封闭后#加 "t"&&

稀释的兔抗鼠 *H\X

%

" 抗体#'k过夜#复温冲洗后

加 "tT&& 稀释的羊抗兔抗体#TOk孵育 T& /-3#冲

洗后再加 "tT&& 稀释辣根过氧化物酶![(G$标记

的链霉卵白素#TOk孵育 T& /-3#冲洗后用二氨基联

苯胺!J)c$显色#梯度酒精脱水二甲苯透明后封

片' 观察各组术后切片修复组织的积分光密度值

!VeJ$并进行统计学分析'

#$T!统计学处理

应用 IGII""$% 统计软件处理%计量资料#以均

数加减标准差!

)

Ki-$表示#各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

方差分析!e30Xg.:)MeK)$"经正态分布检验#方

差齐性检验用[9/.>030-5:9=A.7-.32050;5'

T!实验结果

T$"!一般情况

术后实验动物切口均于 % Ô 天愈合#)组 " 只

共 " 个骨折端#c组 # 只共 # 个骨折端#?组 " 只共

" 个骨折端术后 # T̂ 天曾出现肿胀积液#给予消毒

后穿刺积液抽吸为淡黄色质稀液体'

T$#!*H\X

%

" 免疫组化

免疫组织化学主要原理是用标记的抗体对细胞

或组织内相应的抗原进行定性&定位和定量检测'

其优点是具有高度的特异性&敏感性和精确性' 阳

性结果时采用了对切片修复组织的积分光密度值

!VeJ$进行统计' VeJ能反映出被测个体截面或投

影轮廓内总的吸光度#由各像素点光密度值直接相

加#表示组织细胞截面或投影轮廓内染色的深浅总

量'

表 "!*H\X

%

" 免疫组化VeJ组间比较)

)

Ki-+

组别 标本数量 # 周 ' 周 ] 周

)组 O

%P$#% i"#$'O

#

]'$]Q i##$%O

#

OQ$PQ i"P$%O

#

c组 O %Q$QO i"%$'T

OQ$]" i#'$'P

#

Q]$"O iO$QQ

#

?组 O TO$'] i"T$%' T"$]T iP$#Q #O$Q# i]$T#

!!与空白组比较%

*

Mh&$&%#

#

Mh&$&"'

由表 " 可以看出% #&'&] 周时#中药组&cEG组

*H\X

%

" 免疫组化积分光密度值与空白组比较#都有

显著性差异!Mh&$&" 或 Mh&$&%$"中药组与 cEG

组比较无统计学意义!Mj&$&%$' 提示%菟丝子总

多糖及cEGd明胶复合物能够提高修复组织的*H\X

%

" 分泌表达#为骨折修复组织的生长&塑形提供基

质材料'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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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菟丝子总多糖与空白组比较在 #&'&] 周均有显

著性差异"与cEG组比较没有统计学意义#但表现

出一定的优势' 提示在骨折愈合的不同阶段#产生

*H\X

%

" 的细胞是不同的#表达量也不同#上述变化

与组织学改变密切相关' 而且与相应细胞的功能状

态密切相关#这说明菟丝子总多糖可促进 *H\X

%

"

参与调节骨折修复' 一定程度证实了利用补肾中药

菟丝子对骨折损伤的修复作用#也符合骨折治疗中

强调补肝肾补气血的用药原则'

%!讨论

传统中医药在骨折治疗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其

治疗原则仍以骨折复位&固定&功能锻炼为一般原

则#临床用药遵从三期辩证用药' 目前大部分报道

集中在复方制剂对促进骨折愈合的临床疗效观察和

单味中药有效单体成分实验观察阶段' 随着分子生

物学&组织工程&基因工程的研究深入#中医对骨折

损伤的理论应当有所针对性创新#并对有利于骨折

修复的补肾活血类中药有效药用成分以及药理作用

环节进行明确的研究' 有学者研究表明+",

#*H\X

%

"

表达量和组织学分布的变化与骨折愈合过程中相应

的组织学变化密切相关# 而且与相应细胞的功能状

态相关#说明 *H\X

%

" 是调节骨折愈合过程的重要

因子以便在骨折修复修复领域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现代医学研究提示菟丝子能够促进造血功能#

能促进骨髓造血干细胞的增殖#而髓腔内干细胞同

时包括了骨髓间充质干细胞#为菟丝子补肾生髓养

骨提供了依据' 王建红等+#,发现菟丝子黄酮能下调

心理应激大鼠下丘脑神经递质
%

XFG#上调腺垂体 U

[水平' 现代药理学研究+T,表明%菟丝子还能提高

免疫功能#清除氧自由基&活性氧及抗脂质过氧化#

增强体液免疫功能"具有一定的神经营养样作用和

类似雌激素样作用# 通过作用于不同的靶腺轴起到

调节骨软骨代谢的作用' 现代药理学研究提示多糖

可能是补肾药药理作用的重要基础#目前研究较多

的有枸杞多糖&菟丝子总多糖&地黄多糖&黄芪多糖&

人参多糖以及六味地黄多糖等复方多糖' 它们的共

同功效包括+',

%能提高免疫功能#清除氧自由基&活

性氧及抗脂质过氧化等"菟丝子总多糖同时具有良

好的成膜性和凝胶化能力#对温度和 G[值稳定性

好#具有生物相容性和生物降解性#水溶性好' 通过

制成水凝胶具有定形和缓释作用#在既往试验中#有

学者+%,观察到菟丝子总多糖凝胶在骨质缺损内 # ^

' 周内完全吸收#与促进
.

型胶原 /(M)表达四周

达峰一致' 并且与cEG凝胶组没有明显差异#而且

略有优势#菟丝子总多糖凝胶发挥了促进骨折修复

因素与临时基质结合体的作用'

本次实验#通过对菟丝子总多糖的创新性使用#

提示可能在骨组织工程中种子细胞的体外培养以及

辅助各种生长因子实现增效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

在骨折愈合的不同阶段#*H\X

%

" 是参与调节骨折修

复的重要因子' 但机体对骨折愈合过程的调控是复

杂的#单一因子不能解释其全部内容+Q,

' 关于骨折

愈合过程中应用菟丝子总多糖等类似的中药提取物

对其它相关因子表达的影响#以及生长因子局部应

用促进骨折愈合等问题#尚待进一步研究' 本实验

所选菟丝子的多糖成份有很强粘合的作用#既有对

骨折断端的固定粘接功效#又可促进骨折的修复#具

双重作用#在目前骨折的修复治疗中具有极强的创

新性' 是对中药利用传统认识结合现代药理&病理

进展提示做出的一次大胆尝试#对我们日后研究中

医理论&开发新药提出了更广阔的道路' 有利于拓

展中药的使用范围#增加新的给药途径和提高临床

疗效#从而提高中医药的竞争力#更好的为人类健康

谋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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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事琥珀散对子宫内膜异位症大鼠 *6"d*6# 漂移的影
响"

#

!刘丹彤"

!张小勇!马小娜!王冬!赵伟鹏!孙良明!赵妍!王庆国""

!!北京中医药大学 #&&P 级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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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通过比较本事琥珀散治疗前后子宫内膜异位症)FE;+大鼠模型血清辅助性 *淋巴细胞)*6 细胞+分泌干扰素X

8

)V\MX

8

+和白细胞介素X')VUX'+及其比值的变化!探讨本事琥珀散对FE;*6"d*6# 漂移的影响" 方法*采用自体内膜移植法建

立FE;大鼠模型!随机分为正常组#伪手术组#疾病模型组#本事琥珀散组和达那唑组!给药 ' 周后 FUVI)法检测血清 V\MX

8

和VUX' 水平!并计算V\MX

8

dVUX' 比值" 结果*与疾病模型组比较!本事琥珀散组V\MX

8

dVUX' 比值明显降低!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Mh&$&%+" 结论*FE;大鼠模型血清*6细胞存在*6# 向*6" 漂移的现象!对异位内膜的生长具有促进作用" 本事琥珀散

能够纠正*6"d*6# 的漂移!对FE;一定的具有治疗作用"

关键词!本事琥珀散$子宫内膜异位症$大鼠$*6"d*6# 漂移$干扰素X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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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 页+疫的治疗水平和流行情况#留下了

宝贵的研究资料"从 "P&" 年 -鼠疫约编/成书到

"PT% 年-鼠疫治疗全书/出版#前后 T' 年#这段时间

不但是鼠疫横行的时期#也是中西医交汇撞击的时

期#李健颐衷中参西#结合西医医理来认识鼠疫病

症#治疗中也大胆创制运用新剂型解毒注射液#反映

了当时闽医在中西医汇通中的实践精神#比之-鼠

疫约编/的治疗水平有了新的发展' 综上所述#两

部鼠疫专著反映了近代福建地区中医防治鼠疫的临

床经验#对于当今的疫病防治#具有一定的临床价

值#对于研究近代福建鼠疫流行病史#也有重要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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