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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银汤对银屑病小鼠模型血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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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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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目的
!

观察消银汤治疗银屑病小鼠模型的作用!并探讨其可能的作用机制%方法
!

建立小鼠阴道上皮模型!设消银

汤高&中&低剂量组!甲氨蝶呤组和生理盐水组!观察各组对小鼠阴道上皮细胞有丝分裂的影响!并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测定

"

,URO+

$法检测各组小鼠血清中
)

5

干扰素"

R1W5

)

$&白细胞介素
5'

"

RU5'

$的水平%结果
!

与对照组比较!消银汤高&中&低剂量组

均可明显抑制小鼠阴道上皮的有丝分裂!并均可降低
R1W5

)

水平!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

%#%-

$!高剂量组可明显升高
RU5'

水平!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

%#%"

$%结论
!

消银汤具有抑制表皮细胞增殖的作用!可能通过降低血清中
R1W5

)

水平!升高
RU5

'

水平来发挥治疗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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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屑病是一种常见易复发的慢性炎性皮肤病#该病病因复

杂#一些细胞因子如
)

5

干扰素$

R1W5

)

&*白细胞介素
5'

$

RU5'

&等

在银屑病的发病机制中起着重要作用'

"

(

)消银汤是笔者的临

床经验方#在治疗寻常型银屑病取得了满意的疗效)本研究以

消银汤为研究药物#观察消银汤对小鼠阴道上皮细胞有丝分裂

的影响以及小鼠血清中
R1W5

)

*

RU5'

细胞因子的水平#探讨其

改善银屑病症状的机制)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昆明种雌性小鼠
$%

只#

O21

级#体质量为

"L

!

!!

?

#由重庆医科大学实验动物中心提供#合格证号!

O*d̀

$渝&

!%"!5%%%"

)

$#/

!

药物*主要试剂及设备
!

消银汤药物组成!黄芩
"%

?

#生

地
"-

?

#牡丹皮
"!

?

#赤芍
"-

?

#半枝莲
.%

?

#白花蛇舌草
"-

?

#

槐花
"%

?

#紫草
"%

?

#玄参
"-

?

#丹参
"-

?

#鸡血藤
"-

?

和甘草

$

?

)制备方法!称取各药材#用水煎煮制备#共煎煮
!

次#煎出

液合并#浓缩到每剂药
"$LGU

)消银汤的人体推荐摄入量为

"$L

?

"

I

生药#相当于
!#L

?

"

[

?

生药$成人以
$%[

?

计&)

$#'

!

主要试剂及设备
!

甲氨蝶呤片$上海信谊药业有限公司#

批号!

!%".%'%.

&#秋水仙碱注射液$吉林省辉南辉发制药股份

有限公司#批号!

!%".%6"-

&#己烯雌酚注射液$上海通用药业股

份有限公司#批号!

".%!%.

&#小鼠
R1W5

)

*

RU5'

酶联免疫吸附测

定$

,URO+

&试剂盒$武汉博士德生物工程有限公司#批号!

!%"."%

&#光学显微镜$日本奥林巴斯公司&#

U25'%%

酶标仪$法

国巴斯德公司&)

$#1

!

方法
!

由于消银汤对小鼠阴道上皮细胞有丝分裂的影

响'

!5'

(

#取昆明种雌性小鼠
$%

只#随机选取
"%

只作为对照组#

其余每只小鼠腹腔注射
%#!G

?

己烯雌酚#

"

次"
I

#连续注射
.

I

#使小鼠处于雌激素期)

.I

后隔天腹腔注射己烯雌酚$

%#!

G

?

"只&#至试验结束为止)第
'I

将模型小鼠随机分为
-

组#

每组
"%

只#即模型组#消银汤高剂量组$

$6#%

?

"

[

?

&*中剂量组

$

.'#-

?

"

[

?

#相当于临床等效剂量&*低剂量组$

"&#.

?

"

[

?

&#甲

氨蝶呤组$

!G

?

"

[

?

#相当于临床等效剂量&#各组灌胃给药#

!

次"
I

#连续
"'I

)对照组和模型组给予等容积的生理盐水)末

次给药
!A

后#每只小鼠腹腔注射秋水仙碱
!G

?

"

[

?

#使细胞有

-

6%"!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L

月第
".

卷第
"-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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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宋红霞#女#讲师#主要从事中医药治疗皮肤病的基础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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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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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分裂周期停滞于有丝分裂中期#便于计数)

$A

后摘小鼠眼

球取血#分离血清#置于
]&%f

保存#用于
R1W5

)

*

RU5'

水平的

测定)处死小鼠后#切取阴道组织#甲醛固定#石蜡包埋#组织

切片#

(,

染色#光镜下观察有丝分裂情况#计数
.%%

个基底细

胞中的有丝分裂数#折算出有丝分裂指数$即每
"%%

个基底细

胞中的有丝分裂数&)比较各组小鼠阴道上皮细胞的有丝分裂

指数#并作统计学处理)

$#2

!

R1W5

)

*

RU5'

水平的测定
!

从
]&%f

冰箱取出各组血清

样本#恢复至室温#具体操作步骤严格按照
R1W5

)

*

RU5',URO+

试剂盒说明书进行)

$#)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O2OO".#%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处理和

统计分析#计量资料以
HMB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

析#

!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消银汤对小鼠阴道上皮细胞有丝分裂的影响
!

模型组与

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消银汤高*中*低

剂量组#甲氨蝶呤组分别与模型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

%#%"

&)消银汤高剂量组与甲氨蝶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

$

%#%-

&)见表
"

)

表
"

!!

消银汤对小鼠阴道上皮细胞有丝分裂的

!!!

影响$

HMB

)

,4"%

%

组别 剂量 有丝分裂指数

对照组
] "%#'&M!#."

@

模型组
] "6#L"M.#"-

消银汤高剂量组
$6#%

?

"

[

?

"!#&6M"#.'

@/

消银汤中剂量组
.'#-

?

"

[

?

"-#..M!#"6

@

消银汤低剂量组
"&#.

?

"

[

?

"$#%%M!#6!

@

甲氨蝶呤组
!G

?

"

[

?

"-#%$M!#%%

@

!!

注!与模型组比较#

@

!

$

%#%"

%与甲氨蝶呤组比较#

/

!

$

%#%-

%

]

!

此项无数据)

/#/

!

消银汤对小鼠血清
R1W5

)

和
RU5'

水平的影响
!

与对照

组比较#模型组小鼠血清中
R1W5

)

水平明显升高#

RU5'

水平明

显降低#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

%#%"

&%与模型组比较#消

银汤高*中*低剂量组#甲氨蝶呤组均可降低银屑病小鼠血清

R1W5

)

水平#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

%#%-

&%高剂量组可明显

升高银屑病小鼠
RU5'

水平#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

%#%"

&)

消银汤高剂量组与甲氨蝶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见表
!

)

表
!

!!

消银汤对小鼠血清
R1W5

)

和
RU5'

!!!

水平的影响$

HMB

)

,4"%

%

组别 剂量
R1W5

)

$

:

?

"

GU

&

RU5'

$

:

?

"

GU

&

对照组
] $#6'M"#&L

/

&#L.M"#&"

/

模型组
] "-#&$M!#L6 .#6LM"#.'

消银汤高剂量组
$6#%

?

"

[

?

L#-!M"#6"

/0

$#$!M"#$'

/I

消银汤中剂量组
.'#-

?

"

[

?

"%#!"M.#'-

/

'#66M"#&$

消银汤低剂量组
"&#.

?

"

[

?

"!#!&M.#6"

@

.#66M"#"!

甲氨蝶呤组
!G

?

"

[

?

""#6&M.#!'

/

'#-!M"#$!

!!

注!与模型组比较#

@

!

$

%#%-

#

/

!

$

%#%"

%与甲氨蝶呤组比较#

0

!

$

%#%-

#

I

!

$

%#%"

%

]

!此项无数据)

'

!

讨
!!

论

!!

银屑病模型包括银屑病小鼠模型*异种移植动物模型*佛

波酯诱导动物模型*异种移植动物模型*自发性或基因突变模

型等#但均不能完全反映银屑病的组织病理学特点#其应用均

具有局限性'

-

(

)银屑病表皮的主要病理生理学特点包括角化

不全和增生过快两个方面)雌激素期的小鼠阴道上皮细胞增

殖活跃#有丝分裂增加并且上皮细胞转换加快#可以模拟银屑

病表皮增殖过快的特点#通过比较小鼠阴道上皮细胞的有丝分

裂指数#可以较好地评价药物抑制细胞有丝分裂的作用'

$

(

)该

模型被作为筛选抗银屑病药物的常用模型'

-

(

)

银屑病是一种原因不明的变态反应性皮肤病#其发病机制

尚未明确'

&

(

)目前认为银屑病与感染*遗传*免疫异常*机体的

内分泌功能及患者的精神状态等有较大的关系#其中免疫异常

的观点得到了大部分人认可#即银屑病是因
7

细胞驱动#以角

质形成细胞为主要效应细胞的免疫性炎症皮肤病'

L

(

)大量研

究结果显示!

7A"

"

7A!

比例平衡失调是引起银屑病的重要原

因'

6

(

)

7A"

细胞主要分泌
R1W5

)

*

7W15

$

*白细胞介素
5!

$

RU5!

&

等细胞因子#以分泌
R1W5

)

为特征%

7A!

细胞主要分泌
RU5'

*

白细胞介素
5"%

$

RU5"%

&等细胞因子#以分泌
RU5'

为特征'

"%

(

)

RW15

)

是促进
7A"

细胞分化的主要细胞因子#在银屑病中既可

导致角质形成细胞异常增生#又可使
7

细胞进入表皮增殖活

化'

""

(

)

RU5'

的生物作用主要是刺激活化
7

细胞和
N

细胞增

殖#起到调节体液免疫和适应性免疫的作用'

""

(

)

RU5'

在
RU5"%

辅助下可激活
7A!

型细胞并抑制
7A"

型细胞功能#在
RU5'

相

对或绝对缺乏的情况下#会导致银屑病的发生'

"!

(

)

本试验通过建立小鼠阴道上皮模型#随后口服不同剂量的

消银汤#考察消银汤对小鼠阴道上皮细胞有丝分裂及血清细胞

因子
R1W5

)

*

RU5'

的影响)试验结果显示#消银汤各剂量组均

可明显抑制银屑病样小鼠阴道上皮细胞的有丝分裂#并均可降

低
R1W5

)

水平#消银汤高剂量组可明显升高
RU5'

水平)结果

提示消银汤具有抑制表皮细胞增殖的作用#可能通过降低血清

中
R1W5

)

水平#升高
RU5'

水平来发挥治疗作用)消银汤治疗

银屑病具有良好的应用前景#但其具体的作用机制尚待进一步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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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以及腹主动脉粥样硬化中发挥了重要的趋化和促炎性损伤

效应#导致单核细胞在内皮富集)本研究发现轻度和重度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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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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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增高#表明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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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动时#其影响最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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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本研究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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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保护性脂蛋白#在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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紊乱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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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对预测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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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脉硬化病情具有一定的临床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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