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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化苦参碱脂质体对大鼠肝星状细胞作用的

差异蛋白电泳分析

柴宁莉$常$青$徐世平$万$军$吴本俨

摘要$目的$应用比较蛋白质组学的方法分析氧化苦参碱!

/=-9,?@:A6

"

B+)

#脂质体作用于体外培养的

肝纤维化大鼠肝星状细胞!

C6D,?:; <?600,?6 ;600<

"

EF&<

#后"其蛋白表达的差异"以进一步阐明
B+)

脂质体

对肝纤维化治疗作用的分子机制$ 方法$建立四氯化碳!

&&0

G

#致慢性肝损伤纤维化的大鼠研究模型"灌流法

分离获得大鼠
EF&<

"将
H!

代细胞分为
I

!模型组#%

J

!

B+)

脂质体处理组#%

&

!脂质体对照组#

$

组进行实

验"以正常大鼠来源的
EF&<

作为正常对照组"作用
4

天后"分别提取实验组和正常对照组细胞的总蛋白质"进

行等电聚焦双向电泳"建立应用
B+)

脂质体作用前后
EF&<

双向电泳差异表达谱&选取两个差异最明显的蛋

白点"经肽质量指纹图谱!

D6D?:K6 9,<< L:AM6@D@:A?:AM

"

H+N

#测定"确定差异蛋白结构和功能$ 结果$!

#

#总

蛋白质点在
B+)

脂质体作用前后有所减少"分别为
37G

和
4%7

个"匹配率为
7$O

&!

!

#局部区域图像进行放大

可得
#"

种蛋白质在正常对照组和实验组之间具有表达差异&!

$

#经
H+N

分析和
F*(FF

#

HPB)

蛋白数据库检

索可获得两个差异最显著蛋白点为分子量
G7

!

!$7 QR

的
I)+

和
%G

!

"%# QR

的
+:S#

$ 结论$

B+)

脂质体作

用于
EF&<

会造成其蛋白质表达的差异性"可能参与诱导其凋亡的信号途径$

关键词$氧化苦参碱脂质体&肝星状细胞&双向电泳&肽质量指纹图谱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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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星状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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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肝

脏内的非实质细胞!通常位于肝窦周围的
R:<<6

隙

内'

#

!

!

(

) 大量研究表明!在致病因子对肝细胞造成损

伤后!肝
^[DLL6@

细胞$

^&

%*血小板*肝窦内皮细胞

和肝细胞会分泌多种细胞因子共同作用于
EF&<

!从

而使其转化为肌成纤维细胞$

9-/L:T@/T0,<?

!

+NJ

%)

+NJ

具有通过旁分泌与自分泌作用!不但可以进一步

促使
EF&<

的增殖!同时还合成大量的细胞外基质

$

6=?@,;600[0,@ 9,?@:=

!

8&+

%!以致其在肝内大量沉

积!肝纤维化逐渐形成'

$

(

) 由此可见!

EF&<

活化是各

种病因肝纤维化发生的共同中心环节'

G

!

%

(

) 所以对于

EF&<

活化的干预和凋亡的促进相关因素的探讨可以

为肝纤维化治疗提供良好的靶标)

氧化苦参碱$

/=-9,?@:A6

!

B+)

% 是从中药苦豆子

中提取的成分!是苦参碱的
2

#氧化物) 既往研究表明!

该药有抗炎*平喘* 心肌保护*免疫调节和抗肿瘤等作

用 '

7

"

5

(

)近年的研究又表明
B+)

有抗乙型肝炎和丙型

肝炎病毒的作用! 并有抑制胶原活动度!防止肝纤维化

的作用 '

#"

"

#!

(

) 但因传统给药方式使药物全身分布!局

部血药浓度低!致其难以进入肝实质细胞杀灭病毒!达

不到很好的治疗效果) 近年来!备受关注的脂质体是一

种以磷脂等材料作为膜材而构成的具有封闭囊泡结构

的药物载体!且其经静脉注射后!自然靶器官主要为肝

脏!由此可提高局部血药浓度并减少全身不良反应)

虽然作为中药有效重要成分的
B+)

具有明显抗

病毒作用!而且
*,AM _H

等'

#$

(的研究证实
B+)

可

能参与或者阻断了病毒作用中
)

细胞的免疫应答反

应!从而发挥其对病毒性肝纤维化治疗效果) 然而!对

于非病毒性肝纤维化中
B+)

抗纤维化作用的机制以

及对肝纤维化作用前后
EF&<

蛋白表达谱变化方面

的研究目前尚未见报道) 本实验通过建立慢性肝损伤

纤维化的大鼠研究模型!对
B+)

脂质体作用前后

EF&<

蛋白质进行双向电泳分析比较!揭示
B+)

脂质

体对
EF&<

表达蛋白质特征的影响!为非病毒性肝纤

维化治疗中
B+)

的作用机制进行揭示)

材料与方法

#

$材料

#

!

#

$动物$清洁级雄性
FR

大鼠
G"

只!体重

$

!""

!

""

&

%

!

$G

%

M

!北京维通利华实验动物技术有限

公司提供!动物许可证编号#

F&ZZ

$京%

!""!

"

"""$

!

在标准的清洁级动物饲养环境下饲养!食用标准饲料!

饮自来水)

#

!

!

$试剂$大豆卵磷脂$天津远航化学品有限

公司%!胆固醇$北京奥博星生物技术责任有限公司%!

甲醇*氯仿$西安化学试剂厂%!

53

!

5OB+)

$西安大

河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D,<6

#

$

多克隆抗体

$

F,A?, &@[S J:/?6;

!美国%!聚乙烯吡咯烷酮*油酸

$天津东丽区天大化学试剂厂%!聚山梨酯*尿素*硫

脲*丙磺酸盐*异丙醇$天津博迪化工有限公司%!甘

油*溴酚兰*两性离子去垢剂
&EIHF

*乳化剂
2H

#

G"

$上海阳光试剂有限公司%!

#

!

G

"二硫代苏糖醇

$

R))

%*戊巴比妥钠$天津化学试剂厂%!高糖
R+8+

*

胎牛血清$

NJF

%*青霉素 "链霉素双抗*磷酸盐缓冲

液$

HJF

%*肝素*

&&^

#

3

细胞增值曲线试剂盒 $

(A

#

\:?@/M6A

公司!美国%!

!

型胶原酶*

R2I

酶
(

$

R2,<6

(

%*链霉蛋白酶
8

$

H@/A,<68

!

F:M9,

公司!美国%)

#

!

$

$器材$

_F

#

34%I

净化工作台$苏州净化设备

有限公司%!

$4ZI`

倒置生物显微镜 $

B0-9D[<

!日

本%&

(HX

干胶条*

(HX

缓冲液 $

I96@<C,9 J:/<;:

#

6A;6<

%*三氟乙酸*基质
"

氰基#

G

#羟基肉桂酸$

F:M9,

公司!美国%*铁氰化钾*硫代硫酸钠*碳酸氢铵*乙醇*无

水碳酸钠$

+6@;Q 9:00:D/@6

公司!德国%*

(HXDC/@

)+等

电聚焦仪*

E/6L6@F87""

垂直电泳槽*电泳仪*

V9,=

(9,M6F;,AA6@

扫描仪*凝胶分析软件$

(9,M6+,<?6@

!R 80:?6

%&美国
IM:06A? PPU&

液相色谱仪)

!

$方法$

!

!

#

$制备
B+) EF&<

靶向脂质体$利用逆相

蒸发法'

#G

(制备
B+) EF&<

靶向脂质体) 分别将大豆

卵磷脂
%

!

" M

*胆固醇
!

!

% M

!溶于氯仿甲醇
%" 9U

混

合液中!

4"

'水浴挥干溶剂!加入油酸
"

!

% M

*聚山梨

酯
!

!

% M

!搅拌融化) 另将
B+) #

!

% M

*聚乙烯吡咯烷

酮
!

!

% M

溶于
DE 4

!

G

磷酸缓冲液中!水浴加热至

4"

'!再将两者混合!恒温搅拌!灌装!密封!超声乳

化!所得乳剂在旋转蒸发仪上减压蒸除有机溶剂!然后

再进行短时超声!即得乳白色脂质体混悬剂) 按
#"

(

#

摩尔比加入脂质体!室温震荡过夜!得到
B+)

脂质

体!冰浴下旋涡震荡
$" 9:A

!通过凝胶柱$

&U

#

GJ

%!层

析法除去未偶连的脂质体)

!

!

!

$大鼠
EF&<

分离培养和实验分组$

!O

戊

巴比妥钠$

7" 9MaQM

体重%和肝素$

#"" #aQM

体重%

腹腔注射麻醉
&&0

G

诱导的
$"

只肝纤维化模型大

鼠'

#%

(

) 开腹后!利用王文兵等'

#7

(的灌流法!分别分

离获得肝纤维化
EF&<

) 对获得的
EF&<

进行体外

培养扩增!培养基为添加
#"O NJF

的高糖
R+8+

!

用第二代$

H!

%细胞进行实验!

$"

只肝纤维化模型大

鼠随机分为
I

$模型组%*

J

$

B+)

脂质体处理组%*

&

$脂质体对照组%

$

组!每组
#"

只) 同时!以同样方



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

+,- !"#$

!

./01 $$

!

2/

!

%

"!&($$"

法对
#"

只正常大鼠来源
EF&<

进行分离培养!并作

为正常对照组$

R

组%) 其中!

J

组
B+)

脂质体处

理!

%" 9MaQM

!

$

次
a

周!

&

组脂质体处理作为阴性对

照!脂质体剂量与用药时间与
J

组相同!

I

组给予等

量的
HJF

处理)

!

!

$

$

&&^

#

3

细胞增殖曲线测定$分别处理
I

*

J

*

&

及正常对照组
H!

代
EF&<

!以
G

)

#"

G

a9U

密度

接种于
57

孔板内!每孔
#"" #U

培养基!每组细胞接

种
%

个平行孔) 细胞贴壁
!G C

后按
#

(

#"

添加

&&^

#

3

试剂!

$4

'*

%O &B

!

培养箱中孵育
! C

!进行

BR

$

G5" A9

%值测定!连续观测
4

天)

!

!

G

$细胞总蛋白质提取及其含量的测定$于药

物处理
4

天分别收集细胞!

"

!

"# 9/0aU HJF

洗
#

次!

分别加入细胞裂解液
% 9U

!

./@?6=

混匀!冰浴中以超

声破碎仪破碎组织按间断脉冲模式操作$

G"" *

!重复

!"

次%!

#! """ @ a9:A

*

G

'离心
# C

!取上清!采用

J@,KL/@K

法测定蛋白质含量)

!

!

%

$等电聚焦双向电泳

!

!

%

!

#

$一向等电聚焦电泳$根据所测样品浓度

取上述样品
%"" #M

加入水化缓冲液至总体积

$%" 9U

!转移到水化槽中) 取预先平衡至室温的固相

DE

梯度$

(HX

%胶条
#

条!胶面向下放入水化槽!表面

加矿物油覆盖!

!"

'水化过夜) 然后将水化溶胀的

(HX

胶条转移入一向等电聚焦电泳槽中按下述步骤进

行电泳#

" b !%" .

!

$" 9:A

&

# """ .

!

# C

&

# """ b

#" """ .

!

% C

&

#" """ .

!

7 C

&

%"" .

!

!" 9:A

) 电泳

总伏时数为
3 3$74 .

)

!

!

%

!

!

$胶条的平衡$电泳完毕后取出胶条胶面

向上置于含二硫苏糖醇$

R))

%的平衡缓冲液中平衡

#% 9:A

! 然后再置于含碘乙酰胺的平衡缓冲液中平衡

#% 9:A

! 取出后吸去胶条表面多余的液体)

!

!

%

!

$

$二向
FRF

#

HIX8

电泳$将平衡好的胶

条以胶条背面紧贴玻璃板的方式放入预先制备好的

FRF

#

HIX8

凝胶中!胶条下部紧贴凝胶上面!再加入

"

!

%O

的琼脂糖凝胶封闭空隙!加入电极缓冲液!进行

二向电泳)

#" 9I

电泳
#% 9:A

后加大电流至

!" 9I

直至溴酚蓝前沿距离玻璃板下缘
"

!

% ;9

时停

止电泳) 凝胶在自动染色仪中行硝酸银染色)

!

!

%

!

G

$凝胶图像分析$图像扫描仪经强度矫

后!透射扫描
!

#

R8

凝胶$光学分辨率
$"" RH(

!像素

深度
3 T:?<

%!所得图谱借助图像分析软件
(9

#

,M6+,<?6@ !R 80:?6

进行详细分析*比较蛋白斑点差

异) 根据斑点的位置*大小*形状等参数!图像分析软

件自动将不同图谱中的相同蛋白点匹配!不能匹配的

蛋白斑点视为差异点) 蛋白分子的等电点和分子量根

据
(HX

胶条
DE

标示范围和低分子量蛋白标准测算)

!

!

%

!

%

$蛋白质谱分析$选取两个差异比较明显

的蛋白点!经胶内胰酶消化!送军事医学科学院仪器分

析中心进行肽质量指纹图谱$

D6D?:K6 9,<< L:AM6@

!

H+N

%测定!以确定差异蛋白结构和功能)

$

$统计学方法$应用
FHFF #$

!

"

软件对结果

进行统计学分析!对各组先采用完全随机方差分析!再

进一步用
UFR

检验作两两比较!

H c"

!

"%

为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结$$果

#

$

B+)

脂质体对肝纤维化大鼠
EF&<

增殖的

抑制作用$图
#

%$

&&0

G

肝纤维化大鼠
EF&<

呈特异

性的肌成纤维细胞状!区别于正常大鼠
EF&<

!在体外

具有良好的增殖能力)

&&^

#

3

细胞增殖曲线显示从

作用第
$

天开始! 与
I

组和
&

组比较!

J

组$图
#

!

J

%

EF&<

增殖能力明显受限$

H c"

!

"%

%!细胞形态也出

现由长梭形向星形$正常大鼠
EF&<

形态%转变的趋

势) 而脂质体作用的细胞几乎没有变化)

$$注#

I

为模型组&

J

为
B+)

脂质体处理组&

&

为脂质体对照

组&

R

为正常对照组

$$注#与
J

组同期比较!

!

H c"

!

"%

图
#

$

B+)

脂质体对肝纤维化大鼠
EF&<

增殖的抑制作用$$ )

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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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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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脂质体处理前后
EF&<

蛋白差异比较

$表
#

!图
!

*

$

%$蛋白质第一向电泳等电焦距
HE $

"

#"

!上样
#"" #M

)

FRF

#

HIX8

采用
#% ;9

)

#7 ;9

)

"

!

#% ;9

!

#"O

均一胶结果依然显色!电泳图谱共

有
G%"

种蛋白!经电泳分离后!按等电点从酸到碱*分

布量从低到高分布!利用
(9,M6+,<?6@ !R 80:?6

$

!

"#

图像分析软件比较各组电泳图谱$图
!

%!

I

*

J

*

&

及正常对照组的检测结果分别为
37G

*

4%7

*

7$"

*

G73

个蛋白质点) 总蛋白质点在
B+)

脂质体作用后

有所减少!与正常对照组相比有
7

个点位相匹配!匹配

率为
7$O

) 不匹配的点主要为低丰度蛋白)

同时!经分析
#"

种蛋白质在正常肝细胞中差异

表达!并且在
J

组和
I

组之间具有表达差异) 差异点

的产生与提取和分离条件无关!而是模型大鼠肝脏

EF&<

经
B+)

脂质体作用后蛋白质迁移*增加或消失

的结果$表
#

%)

对
#"

个差异蛋白质局部区域图像进行放大可显

示各组之间有明显的蛋白质点差异$图
$

%# 与正常肝

细胞相比&一些正常肝脏特异性的蛋白在纤维化肝脏

EF&<

中下调表达或者不表达!经过
B+)

脂质体作用

表
#

$双向蛋白质点基本信息

编号 含量 面积 等电点 分子量

# !!# 4"7 # $$3 %

*

57 7G 5%7

*

G!"

! #!G 4G5 3"G 7

*

"% 7! 7##

*

3!7

$ #%5 !%# 5#3 7

*

"5 %3 !3$

*

$G7

G #$$ %#! 44# 7

*

"# G" %#3

*

%$5

% #!$ #4$ 3"7 3

*

35 G% %7"

*

$44

7 #"# #4G %3G 7

*

"7 G7 !$7

*

$54

4 G4G #$5 ! %G3 7

*

!G G% $G!

*

55!

3 #"! $3" 4"5 7

*

77 %G "%#

*

7$5

5 #"" 5G! %#! 3

*

#3 $$ #75

*

#G"

#" 55 !74 %"% 3

*

"G $$ 3""

*

$44

后!具有明显的上调表达&而另有一些蛋白质在正常肝

组织中含量低!在纤维化肝
EF&<

中表达增加!而在

经
B+)

脂质体靶向治疗后!表达明显下调!进一步证

实差异蛋白与
B+)

脂质体作用相关)

$

$差异蛋白点肽质量指纹图谱分析$图
G

%$根

据局部区域放大结果显示
7

和
3

两个多肽!在正常肝

细胞中表达!而在纤维化肝
EF&<

中不表达!但在

B+)

脂质体用后表达明显上调!因此选取
7

和
3

两个

差异蛋白!经胶内胰酶消化!进行
H+N

测定) 获得的

H+N

以酶自动降解峰进行校正$图
$

%) 经
8=D,<-

软

$$注#

I

为模型组!为肝纤维化大鼠来源
EF&< B+)

脂质体作用前双向电泳图谱&

J

为
B+)

脂质体处理组!为肝纤维化大鼠来

源
EF&< B+)

脂质体作用后双向电泳图谱&

&

为脂质体对照组&

R

为正常大鼠来源的
EF&<

对照组

图
!

$肝纤维化大鼠来源
EF&< B+)

脂质体作用前后双向电泳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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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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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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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图
$

$

#"

个差异蛋白局部区域图像放大表达比较分析

$$注#

I

为差异蛋白点肽质量指纹图谱&

J

为
*6<?6@A T0/?

验证
B+)

脂质体中
I)+

的上调表达图

图
G

$差异蛋白点肽质量指纹图谱分析

件对
F*(FF

#

HPB)

蛋白数据库进行查询!检索查询到两

个差异蛋白点!其中之一为细胞周期检定点激酶
I)+

蛋

白!由
G$4

个氨基酸组成!分子量为
G7

!

!$7 QR

!等电点

为
7

!

"7

) 另一差异蛋白为转录锌指蛋白
+:S#

!由
G5"

个

氨基酸组成!分子量为
%G

!

"%# QR

!等电点为
7

!

77

) 对两

个差异点之一的
I)+

蛋白!我们又进一步进行了
*6<?

#

6@A T/0?

验证!结果显示
I)+

在
B+)

脂质体作用组中

表达均明显上调大于
!

倍$图
G J

%)

讨$$论

B+)

被证实在病毒性和非病毒性肝纤维化治疗

中具有良好的疗效!虽然对于其抗病毒机制已经有研

究证实主要通过影响免疫应答实现!在非病毒性肝纤

维化治疗中发挥作用机制却更多的与细胞凋亡相关的

&,<D,<6<

的激活有关) 而大量的研究证实肝纤维化

与
EF&<

密切相关!

EF&<

在肝纤维化发生和进展中

发挥关键作用) 我们的前期研究中显示!在非病毒性

肝纤维化治疗中!

B+)

脂质体可以通过促进
EF&<

的

凋亡从而发挥治疗作用'

#4

(

) 虽然关于
B+)

促进

EF&<

凋亡机制的研究已经陆续展开!但是对于
B+)

脂质体对
EF&<

作用前后蛋白表达谱的变化及其生

物信息学分析方面的研究目前尚未见报道) 所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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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借助新的差异蛋白质组学研究方法!对
B+)

脂

质体作用
EF&<

后的分子生物学变化进行深入研究!

对于进一步阐明
EF&<

在
B+)

脂质体作用下的变化

机制!以及完善其对肝纤维化治疗作用的理论依据和

临床应用价值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在本研究中!应用

新的差异蛋白组学的方法$主要针对蛋白质的变化特

征%比较
B+)

脂质体作用
EF&<

前后细胞蛋白变化!

并筛选出
!

个
B+)

脂质体作用前后
EF&<

表达的蛋

白质差异点!进行
H+N

对差异蛋白氨基酸序列进行分

析*鉴定!初步筛选出与
B+)

对肝损伤保护作用相关

的两种重要蛋白质!即
I)+

蛋白和
+:S#

蛋白) 其表

达在基因修饰后明显增加!说明两种蛋白与
B+)

脂

质体对肝损伤保护作用密切相关)

目前
B+)

已经作为抗肿瘤药是肝纤维化细胞凋亡

的诱导剂!普遍认为其细胞毒效应可能与肿瘤细胞程序

化凋亡信号通路的启动有关) 对细胞凋亡的研究证实!

大部分细胞凋亡都依赖于
&,<D,<6<

的激活) 激活

&,<D,<6<

的信号途径主要有两条#死亡受体$包括

)2NP#

*

N,<

*

RP$

*

RPG

*

RP%

和
RP7

%途径和线粒体
a

细胞色素
&

途径'

#3

(

) 而在我们的结果中!

I)+

是
H(

#

$

Q:A,<6

的一员!已被证实为
D%$

的上游调控蛋白!通过

对
D%$

丝氨酸第
#%

个密码子部位进行磷酸化调控
D%$

的活性'

#5

(

)

D%$

进一步通过下游靶蛋白如
D!#@,L

#

#

!

抑制
&R^!

#

G

和
&R^

#

7

使细胞停留在在
X

#

静止期!

从而发挥
D%$

的抑癌和缓解肝纤维化的作用) 而作为

锌指蛋白!

+:S#

已被证实通过
'2^

信号通路选择性调

节
)2N

#

"

介导的细胞的凋亡作用'

!"

(

) 故我们的研究

显示!

B+)

脂质体对肝纤维化大鼠肝星状细胞作用前

后差异显著的两个蛋白均参与介导了细胞凋亡的细胞

信号通路!进一步证实了其逆转治疗肝纤维化的机理与

诱导肝星状细胞凋亡有关)

蛋白质组学研究的重要途径之一!就是着重于寻

找和筛选有意义的*可引起的两个样本之间的差异蛋

白质谱的因素!揭示细胞生理和病理状态的进程与本

质!探究细胞对于外界环境刺激的反应途径!以及相关

调控机制!同时获得对某些关键蛋白的定性和功能分

析'

!#

(

) 因此!筛选特定情况下的蛋白质组中特殊标志

蛋白与关键蛋白的研究具有很大的前景及实际应用价

值) 双向电泳仍是目前可以覆盖最多蛋白质的技术!

因此是差异蛋白质组学研究的重要手段之一) 本实验

显示将
B+)

脂质体注入大鼠体内后!其与对照组的

肝星状细胞表达蛋白存在明显差异!这主要表现在双

向电泳图谱斑点的增减以及部分斑点的染色面积和染

色深浅发生了明显变化!提示
B+)

脂质体对于
EF&<

的作用引起了其蛋白质在质$蛋白点的缺失*增加%和

量$蛋白点染色的深浅*面积的大小%的变化) 这种变

化很可能由于
B+)

脂质体导致
EF&<

是蛋白质的表

达变化引起的)

B+)

是广泛应用于临床的抗肝纤维化的药物!我

们在前期的研究中将其成功制备成脂质体!以提高药物

被网状内皮系统丰富的肝脏所摄取!药物可被包裹在脂

质体微球内部或吸附于膜上!通过细胞内吞和膜融合进

入细胞!然后逐渐释放!可以提高药物疗效*降低毒副反

应) 并进一步构建了对
EF&<

具有特异介导作用的精

氨酸"甘氨酸 "天冬氨酸$

I@M

#

X0-

#

I<D

!

PXR

%受体

偶联的
B+)

脂质体!证实该中药靶向载体系统可以特

异性将药物主动靶向送至
EF&<

!实现通过受体介导的

主动靶向!诱导
EF&<

凋亡!使肝纤维化得到有效逆转!

但
B+)

脂质体对
EF&<

的作用的具体机制!以及其减

轻肝纤维化的信号传导通路的研究比较少) 本实验通

过比较双向电泳结合
H+N

和氨基酸序列分析比较

B+)

脂质体作用前后
EF&<

蛋白差异!初步获得了发

挥关键作用的差异蛋白!为其在肝纤维化临床治疗*诊

断和药物研发提供了可参考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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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次全国中西医结合男科学术会议征文通知

由中国中西结合男科专业委员会主办"河南省中医院和河南省中西医结合男科专业委员会共同

承办的'第八次全国中西医结合男科学术会议(将于
!"#$

年
3

月
!$

)

!%

日在河南开封举行"同时进

行'第三届中国中西医结合男科专业委员会和青年委员会(的换届选举工作"本次会议主题为'传承创

新特色疗法"建设中国特色男科($ 现将会议征文通知如下$

征文范围$!

#

#各种特色疗法治疗男科病的临床经验和体会&!

!

#各种男科疾病!不育症%前列腺

病%性功能障碍等#最新基础和临床研究&!

$

#中医药在男性养生保健优生领域的研究及保健品的开

发研究&!

G

#男科相关学科如性医学%心理学%社会学等方面的研究进展&!

%

#中医药在辅助生育技术

中的应用"中西医结合治疗性传播疾病的经验和体会&!

7

#男科实验室建设的经验和体会!

4

#对男科

文献的继承%发掘与整理&!

3

#中医男科学学科建设的思路和方法$

征文要求$!

#

#来稿限
$ """

字以内"并附
%""

字论文摘要$ 论文未公开发表&!

!

#本次会议全

部采用网上投稿"论文请用
*/@K

格式排版"发至下列信箱*

SMS=-]CAQ>#!71;/9

&!

$

#征文截稿日期

为
!"#$

年
4

月
$"

日!以邮件发送时间#&!

G

#正式会议通知"请在河南省中医院!

WWW1CA<S--1;/91

;A

#网站下载"或告知邮寄$

联系方式$联系地址
e

河南省郑州市东风路
7

号河南省中医院男科!邮编
G%"""!

#&联系人*孙自

学"王祖龙"陈建设& 联系电话*

"$4#

"

7"5"34$"

&

#$$"$3%75!%

&

#%3$3!7!#%%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