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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肾健脾法干预腹泻型肠易激综合征

大鼠的实验研究

苏晓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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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静%

"白亦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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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燕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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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建立腹泻型肠易激综合征!

(IJ

$

E

"大鼠模型#从大鼠一般情况$大便性状$腹壁撤退反射

!

1.K4=>C15 L>AMK/1L15 /-N5-@

#

O*P

"评分及组织病理学观察温肾健脾法干预
(IJ

$

E

的效果% 方法"

9!

只大鼠随机分为正常组$模型组$温肾健脾方高$中$低剂量组和对照组共
G

组#每组
#!

只% 参照
OQ

$

&M1-/

<E

造模方法成功建立
(IJ

$

E

大鼠模型#造模结束后#治疗组分别予温肾健脾方免煎剂高$中$低剂量灌胃治

疗#对照组予四神丸方免煎剂灌胃#模型组予等体积生理盐水灌胃#给药
!

周% 观察用药前后大鼠一般情况$

大便性状$大鼠
O*P

及组织病理学改变% 结果"治疗后各组大鼠一般情况均有不同程度的好转#温肾健脾

方高$中剂量组大鼠的改善情况优于温肾健脾方低剂量组和对照组!

R S"

!

":

"% 治疗前后各组大鼠体重相

对增长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R T"

!

":

"% 治疗后与模型组及温肾健脾方低剂量组比较#温肾健脾方

高$中剂量组和对照组大鼠在
$ M

内排便粒数减少#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R S"

!

":

"% 治疗后温肾健脾方

高$中剂量组大鼠
$ M

内粪便
I/>?A45

分级评分$平均稀便级和粪便干湿比重均低于对照组和温肾健脾方低

剂量组!

R S"

!

":

"% 在球囊扩张的容量为
#

!

: =Q

时#温肾健脾方高$中剂量组
O*P

评分低于对照组和温

肾健脾方低剂量组!

R S"

!

":

"&各组大鼠组织标本大体观与病理学观察均未见器质性改变% 结论"此批模

型大鼠进行内脏高敏感性
(IJ

$

E

研究可靠&温肾健脾法能减少
(IJ

$

E

大鼠排便粒数$降低
I/>?A45

分级评

分$平均稀便级和粪便干湿比重#在一定程度能降低大鼠内脏高敏感性%

关键词"肠易激综合征&温肾健脾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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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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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指与排便相关的腹痛或腹部不适!或伴有排便习惯

改变及排便紊乱!同时无形态学'生化学异常改变和其

他明显原因可以解释症状的产生(

#

)

* 鉴于
(IJ

发病

原因及发病机制尚不明确!治疗限于对症!疗效尚不十

分满意!动物实验作为科研先导!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

补临床研究的不足* 本实验通过建立腹泻型肠易激综

合征 $

K>1//M-1

$

[/-K4=>C1CA >//>A1.5- .4L-5 ?2C

$

K/4=-

!

(IJ

$

E

%大鼠模型在一定程度上较好地模拟了

(IJ

$

E

的大便性状及发病机制!并可对温肾健脾法干

预
(IJ

$

E

大鼠的疗效进行评价*

材料与方法

#

"动物"

$

周龄健康雄性
JE

大鼠
9!

只!清洁

级!体重$

9"

&

#"

%

U

* 普通饲料适应性喂养
#

周!示正

常生长后入选* 动物购于北京维通利华实验动物技术

有限公司!合格证号为
J&Xa

$京%

!""G

#

""";

*

!

"药物"温肾健脾方由肉豆蔻
#: U

"补骨脂

%" U

"五味子
; U

"吴茱萸
; U

"党参
%" U

"白术

#: U

"郁金
#8 U

"生姜
! U

"大枣
! U

组成* 四神丸

方由肉豆蔻
#: U

"补骨脂
%" U

"五味子
; U

"吴茱萸

; U

"生姜
! U

"大枣
! U

组成* 以上药物均采用广州

一方药业有限公司生产的免煎剂!

$

'储备!用前摇匀*

%

"仪器"

8,

双腔带囊直径为
!

!

9 ==

的儿童型导

尿管$

I1/K-@

公司%!

W

$

)3F

!

:X&

!

!$]"#9!G

显微镜

$

F52=[0?

公司%!

P+!!::

切片机 $

Q->D1

公司%!

](#!!"

烤片机$

Q->D1

公司%!

<Y##:"]

脱水机$

Q->D1

公司%!

ZR$"!7

电子天平$上海菁海仪器有限公司%!

O]I

$

!

$

QI

万能照相机$

F52=[0?

公司%*

$

"动物分组"

9!

只雄性
JE

大鼠按随机数字表

法随机分为
G

组!每组
#!

只!分别为正常组'模型组'

温肾健脾方高剂量组'温肾健脾方中剂量组'温肾健脾

方低剂量组及对照组$四神丸方组%*

:

"模型制备"参照
OQ

$

&M1-/ <E

(

!

)的造模方

法!同时予番泻叶灌胃联合夹尾刺激!即采用物理化学

刺激共同作用的方法复制内脏高敏感
(IJ

$

E

大鼠模

型!具体操作为#首先将石蜡润滑后的连续硬膜外导管

$直径
# ==

%经肛门插入距肛缘
%

(

:D=

处!注入

"

!

:b

冰醋酸!将大鼠倒置!按住肛门约
# =>C

!以防冰

醋酸漏出!首次剂量从
"

!

! =Q

开始!每
!

天增加

"

!

# =Q

!增加至
"

!

: =Q

时不变!持续
!

周&然后将一

次性儿童型导尿管球囊端石蜡润滑后插入大鼠距肛缘

!

(

% D=

处!另一端连接
: =Q

注射器!每次注射器充

气
#

!

:

(

!

!

" =QH

次!进行球囊直肠刺激!间断持续

%

(

: =>C

!

!

次
H

天!同时联合夹尾刺激!间断持续
%

(

: =>C

!

!

次
H

天!也持续
!

周* 在结肠注射冰醋酸'直

肠扩张联合夹尾刺激的同时予
"

!

%

(

"

!

: UH=Q

$

!" =QH_U

%番泻叶浓缩剂灌胃!每次
!

(

!

!

: =QH

只!

#

次
H

天!持续灌胃
$

周* 除正常组外!其余各组均采用

以上操作方法诱导
(IJ

$

E

大鼠模型* 造模结束后大

鼠归笼!常规饲养!自由饮食*

G

"给药方法"按照+药理实验方法学,

(

%

)

!选择

按体重计算方法计算给药剂量* 以成人
G"_U

'大鼠

#!" U

计算!动物给药量的换算公式#

KI c KO

)

aIH

aO

$

KI

为大鼠每天每千克体重灌药量!

KO

为成人每

天每千克用药量!

aI

*

"

!

9#

!

aO

*

"

!

##

为常数%*

造模成功后!温肾健脾方各用药组分别以高剂量每天

%

!

#" UH_U

'中剂量每天
#

!

:: UH_U

'低剂量每天
"

!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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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H_U

灌胃!分别相当于成人用量的
!

'

#

'

#H!

倍&对照

组予四神丸方每天
"

!

9%G UH_U

灌胃!药液量调整至每

只
! =QH

次* 模型组予等体积生理盐水灌胃* 均为

!

次
H

天*各组均用药
!

周*

9

"标本处理"给药
!

周后!将大鼠禁食不禁水

!$ M

!分别称重记录!

#"b

水合氯醛$

% =QH_U

%腹腔注

射麻醉!开腹!分别留取结肠组织及回盲部组织* 结肠

标本采集后立即固定于中性福尔马林溶液中!梯度酒精

脱水!石蜡包埋!常规切片!

]<

染色!显微镜下观察*

8

"观察指标及方法

8

!

#

"一般情况"分别观察大鼠的精神状态'体

重'活动情况'毛发光泽度'食欲'大便性状等*

8

!

!

"体重相对增长率"分别记录造模前'造模后'

治疗后各组大鼠体重!并计算出治疗前'治疗后各组大

鼠的体重相对增长率* 治疗前大鼠体重相对增长率

$

b

%

c

$造模结束后体重#造模前体重%

H

造模前体重)

#""b

&治疗后大鼠体重相对增长率$

b

%

c

$治疗结束

后体重#造模结束后体重%

H

造模结束后体重)

#""b

*

8

!

%

"排便粒数'粪便
I/>?A45

分级及平均稀便级

本实验共
$!

天!分别于第
#$

'

!8

'

$!

天!在笼内垫清

洁滤纸!观察
8

#

""

-

#!

#

""O=

!

$ M

内大鼠排便的粪

点数!正常组同期观察* 粪便
I/>?A45

分级评分标

准(

$

)

#

#

型#分散的干球粪便!如坚果!很难排除&

!

型#

腊肠状!多块的&

%

型#腊肠状!表面有裂缝&

$

型#腊肠

状或蛇状!平滑而柔软&

:

型#柔软团块!边缘清楚$容

易排出%&

G

型#软片状!边缘毛糙!或糊状粪&

9

型#水

样粪!无固体成分* 其中便秘型粪便多为
#

型或
!

型!

腹泻型粪便多为
G

型或
9

型*

#

(

9

型分别记作
#

(

9

分* 根据大鼠平均稀便级分级标准(

:

)计算大鼠平均

稀便级!正常组同期观察!见表
#

*

表
#

$平均稀便级分级标准

级数 污迹直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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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级数 污迹直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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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 :

+

"

(

:

+

;

% !

+

"

(

!

+

; 9 G

+

"

(

G

+

;

8

!

$

"粪便干湿比重"采集
8

#

""

-

#!

#

""O=

!

$

M

内大鼠粪便!称重$湿重%!用烘箱烘干$

9:

'!

!

!

:

M

%!再称重$干重%* 计算公式#粪便干湿比重$

b

%

c

$湿重#干重%

H

湿重
@#""

,!分别计算治疗前'治疗后

各组大鼠的粪便干湿比*

8

!

:

"腹壁撤退反射评分$

1.K4=>C15 L>AMK/1L

$

15 /-N5-@

!

O*P

%"分别于第
!8

'

$!

天对各组大鼠进

行
O*P

* 具体操作#将一次性儿童型导尿管球囊端

石蜡油浸润后经肛门插入!使球囊末端距肛缘约

#

!

" D=

!在肛门外
#

!

" D=

处将其固定在大鼠尾根部

后* 每只大鼠给予球囊扩张
%

次!容量分别为
#

!

"

'

#

!

:

'

!

!

" =Q

!每次扩张持续
%

(

: =>C

!间隔
%" ?

$以

防肠道缺血%* 每个容量重复
%

次!计算并记录
%

次

评分之平均值*

O*P

评分标准(

G

)为#

"

分#给予结直

肠扩张刺激时大鼠情绪基本稳定&

#

分#给予刺激时变

得不稳定!偶尔扭动头部&

!

分#腹背部肌肉轻微收缩

但腹部未抬离地面&

%

分#腹背部肌肉较强烈收缩并把

腹部抬离地面&

$

分#腹部肌肉强烈收缩!腹部呈弓形

并把腹部'会阴部抬离地面*

8

!

G

"组织标本大体观与病理学观察"肉眼观察

结肠组织'回盲部组织缺损'皱襞排列'黏膜色泽'充血

水肿等情况* 显微镜下分别观察结肠组织'回盲部组

织黏膜层'黏膜下层及肌层!包括上皮细胞表面微绒

毛'上皮细胞排列紧密!细胞间隙'黏膜下血管'腺体结

构'炎性细胞等情况*

;

"统计学方法"采用
JOJ ;

!

"

统计处理软件分

析数据* 计量资料以
@

&

?

描述!分别进行正态性和方

差齐性检验!对正态性好且方差齐的指标在组间比较

时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检验总体均数差异性!有差异

者再进行
`

检验两两比较&对正态性不好'方差不齐

的指标在组间比较时采用非参数秩和检!

R S"

!

":

为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

"各组大鼠一般情况比较"实验期间!无大鼠

死亡* 正常组大鼠反应灵敏!精神状态佳!活动性良

好!粪便性状呈颗粒状!毛发整齐有光泽* 造模开始

%

(

:

天后大鼠精神略显萎靡!体质量略下降!活动减

少!倦怠蜷卧!拱背!被毛较松散!毛色偏黄少光泽!

可见腹泻!稀便和$或%肛周体毛被稀便沾染* 中药

高'中组剂量组及对照组大鼠从灌胃第
%

天起即出

现腹泻减轻!部分大鼠腹泻于
% d :

天内迅速缓解!

粪便性状由不成形至半成形最后转为颗粒状!粪便

颜色逐渐转为正常黑色!大鼠精神状态回升!活动增

加!皮毛逐渐恢复光泽*

9 d #"

天左右!大鼠腹泻基

本消失* 中药低剂量组大鼠从灌胃第
% d :

天起!大

鼠腹泻逐渐减轻!大鼠精神状态逐渐回升!活动增

加!皮毛较整齐但欠光泽* 实验结束时!仍有小部分

大鼠粪便性状略稀*

!

"各组大鼠体重相对增长率比较$表
!

%"治疗

前后各组大鼠体重相对增长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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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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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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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
!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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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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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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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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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表
!

$各组大鼠体重相对增长率比较$$

b

!

@

&

?

%

组别
C

体重增长率

治疗前 治疗后

正常
#! $#;

+

89

&

%:

+

GG %G

+

#%

&

$

+

88

模型
#! %;:

+

;#

&

#;

+

;8 %9

+

9:

&

%

+

G:

对照
#! %;G

+

#$

&

!"

+

G# %G

+

:G

&

G

+

":

温肾健脾方高剂量
#! %;$

+

#"

&

!9

+

#! %:

+

%:

&

G

+

":

"""""中剂量
#! %;#

+

#8

&

!:

+

9" %%

+

:9

&

8

+

:;

"""""低剂量
#! $":

+

%$

&

!"

+

9# %8

+

!G

&

%

+

$#

义$

R T"

!

":

%*

%

"各组大鼠排便粒数比较$表
%

%"在各时间点!

与正常组比较!模型组大鼠在
$ M

内排便粒数高于正

常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R S"

!

":

%* 在第
$!

天时!

与模型组及温肾健脾方低剂量组比较!温肾健脾方高'

中剂量组和对照组大鼠在
$ M

内排便粒数减少!差异

均有统计学意义$

R S"

!

":

%*

表
%

$各组大鼠排便粒数比较$$粒数
H$ M

!

@

&

?

%

组别
C

排便粒数

第
#$

天 第
!8

天 第
$!

天

正常
#!

%

+

:8

&

"

+

$%

!

%

+

:%

&

"

+

$%

!

%

+

:#

&

"

+

$;

!

模型
#! G

+

%#

&

"

+

G! G

+

#8

&

"

+

G% G

+

!#

&

"

+

G$

对照
#! G

+

!"

&

#

+

"; G

+

##

&

"

+

8:

$

+

8"

&

#

+

$#

!"

温肾健脾方高剂量
#! G

+

%G

&

"

+

$# G

+

!%

&

"

+

:!

%

+

:G

&

"

+

G8

!"

"""""中剂量
#! G

+

!:

&

"

+

9% G

+

!G

&

"

+

$%

%

+

G%

&

"

+

8!

!"

"""""低剂量
#! G

+

%#

&

"

+

8: G

+

!#

&

"

+

8! :

+

9:

&

"

+

:$

""注#与模型组同期比较!

!

R S"

!

":

&与温肾健脾方低剂量组同期比

较!

"

R S"

!

":

$

"各组大鼠粪便
I/>?A45

分级评分比较$表
$

%"

与正常组比较!第
!8

'

$!

天时!模型组大鼠粪便
I/>?

$

A45

分级评分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R S"

!

":

%* 第

$!

天$治疗后%!与模型组比较!温肾健脾方各剂量组

及对照组大鼠粪便
I/>?A45

分级评分降低!其中温肾

健脾方高'中剂量组大鼠粪便
I/>?A45

分级评分低于

对照组和温肾健脾方低剂量组!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R S"

!

":

%*

表
$

$各组大鼠粪便
I/>?A45

分级评分比较"$分!

@

&

?

%

组别
C

I/>?A45

分级评分

第
!8

天 第
$!

天

正常
#!

$

+

#G

&

"

+

!:

!

$

+

":

&

"

+

!"

!

模型
#! G

+

%G

&

"

+

:G G

+

%G

&

"

+

:G

对照
#! G

+

!"

&

"

+

:;

$

+

8"

&

"

+

$8

!

温肾健脾方高剂量
#! G

+

!G

&

"

+

%"

$

+

%"

&

"

+

%#

!"#

"""""中剂量
#! G

+

%#

&

"

+

G:

$

+

$"

&

"

+

%9

!"#

"""""低剂量
#! G

+

%%

&

"

+

8#

:

+

!8

&

"

+

$8

!

""注# 与模型组同期比较!

!

R S "

!

":

&与对照组同期比较!

"

R S

"

!

":

&与温肾健脾方低剂量组同期比较!

#

R S"

!

":

&表
:

!

G

同

""

:

"各组大鼠平均稀便级比较$表
:

%"在各时间

点!与正常组比较!模型组大鼠平均稀便级升高!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R S "

!

":

%* 第
$!

天时!与模型组比

较!温肾健脾方各剂量组及对照组大鼠平均稀便级降

低!其中温肾健脾方高'中剂量组大鼠平均稀便级低于

对照组和温肾健脾方低剂量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R S"

!

":

%&对照组大鼠平均稀便级低于温肾健脾方

低剂量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R S"

!

":

%*

表
:

$各组大鼠平均稀便级比较$$

@

&

?

%

组别
C

平均稀便级

第
#$

天 第
!8

天 第
$!

天

正常
#!

"

+

:%

&

"

+

##

!

"

+

:8

&

"

+

"G

!

"

+

:G

&

"

+

"8

!

模型
#! %

+

%#

&

"

+

G! %

+

88

&

"

+

$: %

+

G#

&

"

+

%$

对照
#! %

+

$#

&

"

+

8# %

+

9:

&

"

+

$G

#

+

#8

&

"

+

%;

!#

温肾健脾方高剂量
#! %

+

!:

&

"

+

:" %

+

9;

&

"

+

$#

"

+

G"

&

"

+

"9

!"#

"""""中剂量
#! %

+

#8

&

"

+

$$ %

+

8$

&

"

+

%$

"

+

:8

&

"

+

"8

!"#

"""""低剂量
#! %

+

#%

&

"

+

:# %

+

;$

&

"

+

$#

!

+

;8

&

"

+

8:

!

G

"各组大鼠粪便干湿比重$表
G

%"与正常组比

较!模型组大鼠粪便干湿比重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R S"

!

":

%&第
$!

天$治疗后%!与模型组比较!温肾

健脾方各剂量组及对照组大鼠粪便干湿比重降低!温

肾健脾方高'中剂量组大鼠粪干湿比重低于对照组和

温肾健脾方低剂量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R S"

!

":

%&

对照组大鼠粪便干湿比重低于温肾健脾方低剂量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R S"

!

":

%*

表
G

$各组大鼠粪便干湿比重比较$$

b

!

@

&

?

%

组别
C

粪便干湿比重

第
!8

天 第
$!

天

正常
#!

$9

+

8#

&

!

+

%9

!

$8

+

9"

&

%

+

9$

!

模型
#! G"

+

$8

&

!

+

G; G"

+

$8

&

!

+

G;

对照
#! :;

+

:8

&

%

+

!"

::

+

!$

&

$

+

$%

!#

温肾健脾方高剂量
#! G"

+

9:

&

%

+

!9

:#

+

"8

&

%

+

"8

!"#

"""""中剂量
#! G#

+

8:

&

!

+

;"

:#

+

#8

&

!

+

:!

!"#

"""""低剂量
#! G"

+

8"

&

!

+

%9

:8

+

#%

&

!

+

$#

!

9

"大鼠腹壁撤退反射评分比较

9

!

#

"造模后各组大鼠
O*P

评分比较$表
9

%"

在
#

!

: =Q

时!与正常组比较!各组大鼠
O*P

评分均

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R S"

!

":

%*

9

!

!

"治疗后各组大鼠
O*P

评分比较 $表
8

%"与

正常组比较!模型组大鼠
O*P

评分均高!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R S"

!

":

%* 在
#

!

: =Q

时!与模型组比较!温肾健

脾方高'中剂量组及对照组大鼠
O*P

评分降低!其中温

肾健脾方高'中剂量组
O*P

评分低于对照组及温肾健脾

方低剂量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R S"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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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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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造模后各组大鼠
O*P

评分比较"$分!

@

&

?

%

组别 例数
O*P

评分

#

+

" =Q #

+

: =Q !

+

" =Q

正常
#! "

+

G:

&

"

+

%G !

+

"#

&

"

+

9: %

+

";

&

"

+

$;

模型
#! #

+

%:

&

"

+

8%

!

+

;!

&

"

+

G$

!

%

+

$9

&

"

+

%G

对照
#! #

+

$%

&

"

+

9:

%

+

"#

&

"

+

:8

!

%

+

$"

&

"

+

%%

温肾健脾方高剂量
#! #

+

%G

&

"

+

9:

!

+

8!

&

"

+

G!

!

%

+

$#

&

"

+

%G

"""""中剂量
#! #

+

%$

&

"

+

9G

%

+

"$

&

"

+

:8

!

%

+

:!

&

"

+

%%

"""""低剂量
#! #

+

%$

&

"

+

8$

!

+

;#

&

"

+

:G

!

%

+

$8

&

"

+

%G

""注# 与正常组同容量比较!

!

R S"

!

":

表
8

$治疗后各组大鼠
O*P

评分比较"$分!

@

&

?

%

组别 例数
O*P

评分

#

+

" =Q #

+

: =Q !

+

" =Q

正常
#!

"

+

G"

&

"

+

$#

!

#

+

9G

&

"

+

:;

!

%

+

";

&

"

+

$;

!

模型
#! #

+

$%

&

"

+

9: %

+

%%

&

"

+

$8 %

+

G"

&

"

+

!;

对照
#! #

+

!#

&

"

+

G#

!

+

8"

&

"

+

:9

!

%

+

$"

&

"

+

%%

温肾健脾方高剂量
#! "

+

;#

&

"

+

$8

!

+

!9

&

"

+

:"

!"#

%

+

!:

&

"

+

$#

"""""中剂量
#! #

+

#G

&

"

+

:$

!

+

%;

&

"

+

%$

!"#

%

+

%$

&

"

+

%%

"""""低剂量
#! #

+

!#

&

"

+

G: %

+

"8

&

"

+

:" %

+

$"

&

"

+

%%

""注# 与模型组同容量比较!

!

R S"

!

":

&与对照组同容量比较!

"

R S

"

!

":

&与温肾健脾方低剂量组同容量比较!

#

R S"

!

":

""

8

"各组大鼠结肠及回盲部标本大体观比较"各

组大鼠结肠组织及回盲部黏膜均色泽淡红!表面光滑!

黏膜皱襞清晰完整!薄厚适中!未见充血'水肿'渗出'

糜烂等组织损伤*

;

"各组大鼠结肠及回盲部标本病理学观察结果

$图
#

%"除模型组偶见黏膜下层血管轻度扩张!少量

炎症细胞浸润外!各组大鼠结肠组织及回盲部组织黏

膜上皮表面微绒毛完整!排列整齐!上皮细胞连接紧

密!黏膜下血管正常!腺体结构排列规则!偶见炎症细

胞浸润!杯状细胞胞浆内富含黏液颗粒* 未见充血水

肿!无糜烂及溃疡* 肌层无异常*

讨""论

关于
(IJ

的动物模型!国内外报道很多* 目前!

(IJ

动物模型可归纳为
%

种类型#第一种是致中枢兴

奋性增高
(IJ

动物模型&第二种是外周致敏
(IJ

动物

模型!为感染'炎症后肠功能紊乱等&第三种是前两者

联合作用致
(IJ

动物模型!为物理和$或%化学刺激所

""注#

O

'

Y

为正常组&

I

'

]

为模型组&

&

'

(

为对照组&

E

'

'

为温肾健脾方高剂量组&

<

'

a

为温肾健脾方中剂量组&

,

'

Q

为

温肾健脾方低剂量组*

O d ,

为各组大鼠结肠病理学观察&

Y d Q

为各组大鼠回盲部病理学观察

图
#

$各组大鼠结肠及回盲部病理学观察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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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内脏高敏感
(IJ

动物模型!这种类型符合
(IJ

慢性内

脏感觉过敏理论!并且模型大鼠肠黏膜无大体及组织学

改变!与
(IJ

的发病相符!是目前较理想的
(IJ

动物模

型(

9

#

#"

)

* 本实验参照
O5

$

DM1-/ <E

造模方法为基础!

同时予番泻叶浓煎剂灌胃联合夹尾!对大鼠进行物理和

化学的共同刺激!较好地模拟
(IJ

$

E

的症状!建立长期'

慢性的
(IJ

$

E

内脏高敏感的动物模型的同时!也使之接

近于中医药研究的
(IJ

$

E

脾肾阳虚型大鼠模型* 实验

中除正常组外!其余各组均采用物理和化学共同刺激的

方法进行
(IJ

$

E

内脏高敏感大鼠模型复制* 结果显示

各组大鼠体重相对增长率均匀增加$

R T"

!

":

%!模型组

大鼠排便粒数增多!粪便
I/>?A45

分级升高!平均稀便级

增高!粪便干湿比重增高!且模型大鼠内脏敏感性高于

正常组$

R S"

!

":

%!

#

!

: =Q

为各组大鼠评价
O*P

评

分的敏感容量* 本实验中大鼠一般情况'粪便性状情况

及
O*P

评分结果揭示了模型组大鼠具有内脏高敏感

性特征!符合内脏高敏感
(IJ

$

E

动物模型制备&结肠黏

膜及回盲部组织学结果显示各组大鼠肠道均无损伤和

明显炎细胞侵入!这与
(IJ

无病理学改变的特点相符

合!进一步验证了此批模型大鼠可进行内脏高敏感性

(IJ

$

E

研究的可靠性*

温肾健脾方是在四神丸基础上加入党参'白术'郁

金组成!方中补骨脂辛苦性热而补命门!为壮火益土之

要药&肉豆蔻温补脾肾而涩肠止泻&吴茱萸暖脾胃而散

寒除湿&五味子性温而不热不燥!温肾固涩&党参甘温补

中!补气升阳!长于止泻&白术甘温性缓'阳中之阴!可升

可降!长于补脾益气'燥湿利水&郁金入心治血'体清气

窜!其气先上行而微下达!长于行气解郁'祛瘀止痛* 生

姜散寒行水'大枣滋养脾胃!共为佐药* 本实验结果显

示#$

#

%治疗后温肾健脾方高'中剂量组大鼠一般情况改

善最佳!优于其他各组!治疗前后各组大鼠体重均匀增

加* $

!

%在降低
(IJ

$

E

大鼠
$ M

内排便粒数'粪便

I/>?A45

分级评分'大鼠平均稀便级及大鼠粪便干湿比

重方面!温肾健脾方高'中剂量优于对照组$

R S"

!

":

%*

$

%

%在降低
(IJ

$

E

大鼠
O*P

评分方面!温肾健脾方

高'中剂量优于对照组$

R S"

!

":

%!提示温肾健脾方能

较好地降低大鼠内脏高敏感性* $

$

%各组大鼠组织标本

大体观与病理学观察均未见器质性改变* 温肾健脾方

则其具有温肾健脾'疏肝理气'清心解郁等多重作用!可

使肾温脾暖!郁解心清!大肠固而运化复!泻止而愈* 正

如+医方集解,所述#.大补下焦元阳!使火旺土强!则能

制水而不复妄行矣/* 本实验中温肾健脾方高'中剂量

组及对照组对
(IJ

$

E

大鼠在降低粪便性状'频率$排便

粒数'粪便
I/>?A45

分级评分'稀便级'及粪便干湿比重%

及内脏高敏感方面均有治疗作用!且温肾健脾方高'中

剂量能较好地治疗
(IJ

$

E

大鼠!其疗效优于四神丸组*

因此!温肾健脾法对
(IJ

$

E

大鼠治疗效果显著!但其疗

效作用机制尚需进一步研究*

综上!温肾健脾法能够减少
(IJ

$

E

大鼠排便粒

数'降低
I/>?A45

分级评分'平均稀便级和粪便干湿比

重!在一定程度能降低大鼠内脏高敏感性!值得临床

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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