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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桂枝茯苓丸对子宫内膜异位症大鼠血清免疫球蛋白和炎症因子水平的影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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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自体移植法建立子宫内膜异位症大鼠模型!将造模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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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大鼠随机分为模型对照组%阳性对照组!以

及桂枝茯苓丸低%中%高剂量组!并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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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大鼠设为空白对照组!阳性对照组给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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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用水灌胃!灌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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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后!采用散射比浊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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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抗体夹心法分别检测大鼠血清免疫球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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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剂

量桂枝茯苓丸组可显著降低大鼠血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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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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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枝茯苓丸可以调节子宫内膜异

位症大鼠的免疫功能!对子宫内膜异位症大鼠具有明显的治疗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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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宫内膜异位症#

6>C

$是指具有生长功能的子

宫内膜细胞经输卵管进入盆腔异位生长而形成的一

种女性常见妇科疾病%好发于孕龄阶段妇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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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报道%其发病诱因多认为是在免疫力降低时%机体缺

乏对异位子宫内膜的免疫监视)识别和破坏%并导致

内膜组织细胞异位种植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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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该病尚无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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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治疗方法(桂枝茯苓丸具有活血消化瘀之功效%

临床常用于妇女血瘀经闭)块)恶露等顽疾%但其对

6>C

的作用及其机制尚不清楚(本文旨在探讨桂枝

茯苓丸灌胃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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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鼠血清免疫球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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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治疗提供实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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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与方法

C:C

#

主要材料

C:C:C

#

仪器与试剂
#

全自动特定蛋白分析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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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有限公司(桂枝茯苓丸!成分为桂枝)茯苓)牡丹

皮)桃仁)白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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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粒%主要能够优化血液流变

性%防止血小板聚集%调节内分泌功能%起到抗炎症)

镇痛)抗肿瘤等治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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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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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大鼠的制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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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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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上方作一斜向右侧的切口%长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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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取右侧

子宫角处的一段子宫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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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迅速将其置于生理盐水

中%将子宫内膜与肌层分离%并切取
-

块各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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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内膜组织片段%令其表面上皮层对着腹壁%将

组织块四角与腹壁肌肉缝合%左右各一(右侧宫角断

端吻合结扎(建模
.

周后再次剖腹观察移植物生长

情况%若体积增大%出现液体积聚%并有血管形成%表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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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鼠模型制备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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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生药
/:5-

)

*:-.

)

-:*A

H

"

T

H

的桂枝茯苓丸混悬液灌

胃(同时设空白对照组!造模同时另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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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开腹手术%不剥离子宫内膜%关腹%其余操作相同%

其灌胃与模型对照组相同(以上灌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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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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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组大鼠灌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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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F

#

子宫内膜组织标本采集及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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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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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用
*/V

甲醛固定%常规石

蜡包埋%行病理检查(

C:E

#

统计学处理
#

实验数据均采用
3;G

表示%采用

0300*5:/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统计分析%多组间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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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鼠子宫内膜细胞形态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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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大鼠子宫

内膜上皮细胞呈长柱状%排列规整%肌层较厚%腺体丰

富+模型组子宫内膜上皮为低柱状或扁平状#不规

整$%大部分有分泌现象#可见核下空泡$%间质较致

密%血管丰富%腺体少量或未见%大部分上皮细胞有分

泌现象#可见核下空泡$+桂枝茯苓丸中)高剂量组大

鼠子宫内膜上述病理变化均有不同程度的改善%如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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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2)<

水平显著升高#

!

$

/:/4

$%而与阳性对照组比较%

桂枝茯苓丸高剂量组血清
X2)5

和
X2)<

水平无显著差

异#

!

%

/:/4

$(与模型对照组比较%桂枝茯苓丸高剂量

组与阳性对照组其血清
X2)5

和
X2)<

水平均有降低%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

$

/:/4

$%但桂枝茯苓丸低)中剂量

组与模型对照组比较%其血清
X2)5

和
X2)<

水平均有降

低%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4

$(见表
-

(

E

#

讨
##

论

##

6>C

是临床上常见的一类与炎症和免疫相关的

妇科疾病%常伴随痛经)月经紊乱)性交痛和不孕等临

床症状&

5

'

(据报道%

6>C

患者的血清和腹腔液中多种

细胞介导的免疫成分发生变化%这些免疫成分的改变

则会降低了对异位的子宫内膜免疫监视)识别和破

坏%从而促进异位的子宫内膜种植&

*

%

A

'

(目前%该病的

发病机制尚未完全明确%且临床上主要使用常规西药

治疗该病%但效果并不理想(桂枝茯苓丸是活血化瘀

的名方%在临床上广泛应用于
6>C

等血瘀证的治疗%

但是其对
6>C

的作用及机制尚不十分清楚(

6>C

可能是一种自动免疫性疾病%当
]

细胞分化

为浆细胞%首先产生的免疫球白是
X

H

>

%然后通过转

化产生
X

H

_

和
X

H

(

&

<)+

'

(在缺乏任何内源性感染的情

况下%腹膜腔会出现不同的抗体(

X

H

_

主要参与慢性

炎症和自动免疫反应%

X

H

(

主要参与黏膜的免疫%

X

H

>

主要参与急性炎症(既往研究发现%在
6>C

患者的

腹膜液中%

X

H

_

水平升高%且子宫内膜腺上皮染色发

现
X

H

_

)

X

H

(

也显著升高&

*/

'

(本实验发现%桂枝茯苓

丸中)高剂量组和阳性对照组其血清
X

H

_

)

X

H

(

)

X

H

>

含量均显著降低%且桂枝茯苓丸中)高剂量组和阳性

对照组其血清
X

H

_

)

X

H

(

)

X

H

>

含量无显著差异%提示

6>C

模型大鼠体液免疫应答反应增强%中)高剂量的

桂枝茯苓丸可以降低
6>C

大鼠血清中
X

H

_

)

X

H

(

)

X

H

>

水平(但具体机制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6>C

患者的病理改变主要是其异位的子宫内膜

发生周期性出血%其间各种前炎症细胞因子参与了

6>C

的发病过程%并起着关键性作用(白细胞介素是

活化
=

淋巴细胞和巨噬细胞产生的一些细胞因子%其

中
X2)5

和
X2)<

是机体炎性反应及病理)生理过程的

重要介质%具有激活和诱导
=

细胞和
]

细胞分化%增

强单核细胞)

'[

细胞杀伤靶细胞%趋化)激活中性粒

细胞%促进中性粒细胞的溶酶体活性及吞噬功能&

**

'

(

据报道%在
6>C

患者血清和腹腔液中%炎症因子
X2)5

和
X2)<

水平明显升高&

*-)*9

'

%桂枝茯苓丸可下调
6>C

大鼠血清
='8)

)

水平&

*.

'

(而桂枝茯苓丸具有活血化

淤)缓消症块的功效(本实验发现%桂枝茯苓丸高剂

量组与阳性对照组其血清
X2)5

和
X2)<

水平均有显著

降低%桂枝茯苓丸低)中剂量组其血清
X2)5

和
X2)<

水

平均有降低%但不显著%提示桂枝茯苓丸可下调
6>C

大鼠血清
X2)5

和
X2)<

水平%对
6>C

具有一定的治疗

作用(其机制可能是桂枝茯苓丸减少
=

)

]

淋巴细胞

分化%减少炎症细胞及单核巨噬细胞进入异位子宫内

膜组织%阻断单核巨噬细胞活化及炎性浸润%阻碍了

6>C

的发生与发展&

*4)*5

'

(

F

#

结
##

论

##

桂枝茯苓丸可下调
6>C

模型大鼠血清中
X

H

_

)

X

H

(

)

X

H

>

)

X2)5

和
X2)<

水平%调节
6>C

大鼠的免疫功

能%对
6>C

大鼠具有明显的治疗作用(其作用可能

是通过调节机体的免疫活性细胞或者免疫活性细胞

分泌的免疫活性物质来影响异位内膜生长的微环境%

继而干扰异位内膜的存活和生长%控制病情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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