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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肾调经方含药血清对体外培养的人卵巢颗粒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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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路的影响"探讨补肾调经方改善卵巢内分泌功能可能的分子机制$ 方法$收集行体外受精"胚胎移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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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卵泡液"提取颗粒细胞进行原代细胞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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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高剂量补肾调经方人%大鼠含药血清以及正常人%大鼠血清分别与体外培养的人卵巢颗粒细胞共同孵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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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颗粒细胞的表达$ 结果$人含药血清组&与对照组

比较"补肾调经方中%高剂量组培养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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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卵巢颗粒细胞的内分泌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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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期研究证实!补肾调经方治疗排卵障碍及生殖

内分泌紊乱疾病取得了较好的疗效!并通过调节下丘

脑"垂体"卵巢轴'改善卵巢功能而发挥调经种子的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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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卵泡的发育'排卵'性激素的合成的过程

中!卵泡刺激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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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

#

IJH

信号

转导通路诱导雌激素生成(

7

)

!而卵巢局部的雌激素对

维持卵泡发育'成熟卵子的质量发挥重要的作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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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那么!补肾调经法是否通过影响卵巢颗粒细胞
EFG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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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JH

信号转导通路发挥调节卵巢功能的作用

及其机制值得进一步研究* 本实验通过补肾调经方含

药血清对体外培养的人卵巢颗粒细胞
EFGD.H+I

#

IJH

通路中已明确的主要效应分子卵泡刺激素受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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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探讨补

肾调经方改善卵巢颗粒细胞内分泌功能的分子机制*

材料与方法

#

$动物$健康
*=LM,-

雌性大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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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

:

周龄!

体重
#:" a#5" N

!清洁级* 由河北医科大学实验动物

中心提供!合格证号#

6#"#:$

*

!

$药物$补肾调经方组成#熟地黄
!" N

$当归

8 N

$山药
#! N

$山萸肉
#7 N

$枸杞子
#! N

$女贞子

8 N

$淫羊藿
#" N

$紫河车
#" N

$覆盆子
#" N

$菟丝

子
#! N

$香附
: N

$红花
8 N

$白芍
8 N

* 购自河北

省石家庄乐仁堂!采用自动煎药机统一煎制
%"" <\

*

%

$试剂及仪器$试剂#

UI+( #:$"

培养基$美国

Z(W&C

公司%!逆转录酶$

+

#

+\0

%'核糖核酸酶抑制

剂$

U4,L=@

%'随机引物'琼脂糖'

),b B4H

聚合酶'

>4)I

$均为美国
I-1<9N,

公司产品%!

GUI

标记二

抗$北京博奥森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U4H

提取试剂

)-=S12 U9,N9@M

$

(@R=M-1N9@

公司%!

EFGU

抗体$美国

F,@M, &-?S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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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免试剂盒$批号分别为#

UZ:"8"7

!

UZ7"8"7

!天津九鼎医学生物工程有限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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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免试剂盒$北京普尔伟业生物技术有限

公司!批号#

!""8"7!7

%* 仪器#

57:

型紫外分光光度

计#上海!

HW( 5%"" U9,2

#

)=<9 I&U FOLM9<

#美国

I;

公司!

UF

#

!6

高速低温离心机#德国贺利氏公司!

超低温冰箱#德国贺利氏公司!

]0I

凝胶扫描系统#美

国
]0I

公司!微量移液器#德国
Z=2L1@

!

B[^

#

!!H

型

双恒定时电泳仪#北京市六一仪器厂!

B[[

#

!

桥式电

泳仪#北京市六一仪器厂!

&C

!

培养箱
%""D %"""

#美

国
U9R.1

!倒置相差显微镜
(_

#

5"

#日本
C2O<P?L

公司*

$

$含药血清的制备

$

!

#

$人补肾调经方含药血清的制备$选取年龄

!" a%"

周岁!符合中医辨证肾虚证(

6

)

'因排卵障碍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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孕就诊于河北中医学院门诊部的女性患者
$

例*

W

超

监测未见成熟卵泡!并排除卵巢'子宫器质性疾病!双

侧输卵管造影通畅!近
%

个月未服用激素* 口服补肾

调经方
%"" <\

!分早'晚服用!连续用药
%

天!第
$

天

清晨空腹服用全天剂量
%"" <\

药物$服药前禁食

#! /

%!于末次服药
# /

后静脉取血
7 <\

!室温静置

! /

!离心!取上清!

7:

%水浴
%" <=@

灭活补体!

"

!

!! "<

无菌滤器过滤除菌'分装!制备人补肾调经

方含药血清*

$

!

!

$健康人血清的制备$选取年龄
!5

周岁!身

体健康!月经规律!

W

超监测有成熟卵泡!且无卵巢'子

宫器质性疾病的女性志愿者
#

名!清晨空腹静脉采血

7 <\

!同上制备健康人血清*

$

!

%

$大鼠补肾调经方含药血清的制备$取
#:

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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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雌性大鼠!根据大鼠体重按随机数字表

法随机分为
$

组* 将自动煎药机统一煎制的补肾调经

方水煎剂浓缩至生药
#

!

$ ND<\

* 补肾调经方低'中'

高剂量组大鼠每日灌服浓缩补肾调经方
#

'

!

'

% <\D

#"" N

体重$

:" QN

成人体重服用补肾调经方
#$% N

生

药!即生药
"

!

!$ ND#"" N

人体重!

#"" N

大鼠体重服

用浓缩补肾调经方
# <\

!即生药
#

!

$ ND#"" N

大鼠体

重!相当于成人剂量的
:

倍%!对照组大鼠每日灌服蒸

馏水
! <\D#"" N

体重&每日分
!

次给药!连续给药
$

天* 各组均于末次给药后
# /

大鼠股动脉采血* 同上

制备低'中'高剂量补肾调经方大鼠含药血清及正常大

鼠血清* 以上血清均"

!"

%保存备用*

7

$观察指标及检测方法

7

!

#

$卵巢颗粒细胞的采集$

!""8

年
:

月+

##

月在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生殖医学科因双侧输卵管

阻塞或男性不育行体外受精"胚胎移植$

(@ R=M-1 K9-

#

M=2=S,M=1@

#

9<T-O1 M-,@LK9-

!

(0E

#

;)

% 的不孕症患者

!6

例 $均知情同意 %!年龄
!% a %5

周岁 $平均

!:

!

$:

&

$

!

58

%!基础体温呈双相型!血清催乳素在正

常范围!受试前
%

个月内均未服用激素类药物!月经周

期第
%

天测定血清
EFG

$

7 a #" (]D\

%* 所有患者均

采用
Z@UG

#

,DZ1@,2

#

EDG+ZDG&Z

长周期降调节方案

超促排卵!即于前
#

个月经周期黄体中期开始皮下注

射
Z@UG

#

,

$

"

!

# <ND

支!法国!达菲林!

B=P/9-92=@9

!

W9,?K1?- (PL9@

!批号#

0""%

%

"

!

# <ND

天!于月经第

% a 5

天!达到降调节标准后 $血
EFG

'

\G

均
V 7

+(]

'

<\

!

;

!

V 7"PN

'

<\

%!开始每日注射基因重组

EFG

$

57 (]D

支!果纳芬
Z1@,2

#

E

!

+9-.Q F9-1@1

!批

号#

0#:W!!"8

%

#7" a%"" (]

!以刺激卵泡发育* 用药

期间
W

超监测卵泡发育情况'血清
;

!

和黄体生成素

$

2?M9=@=S=@N /1-<1@9

!

\G

%水平!根据患者卵泡发育情

况及时调整药物剂量!促排卵后期可酌情改用
G+Z !

a%

天!当两侧卵巢至少有
%

个卵泡直径
!#6 <<

时

停药!肌肉注射人绒毛促性腺激素$

G&Z

!

!7" "ND

支!

+9-.Q F9-1@1

!批号#

0#$W6!"8

%

!7" "N

!

%$ a%: /

后在阴道
W

超引导下行穿刺取卵!收集卵泡液*

7

!

!

$卵巢颗粒细胞的分离'培养'分组及给药$

将 含 有 颗 粒 细 胞 $

Z&

% 的 卵 泡 液! 离 心

$

# 7"" - D<=@

!

#" <=@

%!弃上清液!沉淀
Z&

!用

#:$"

培养基洗涤后!经密度梯度为
"

!

7 I9-.122

悬

液离心$

# 7"" - D<=@

!

#7 <=@

%分离除去红细胞* 加

入
"

!

!7c

的胰蛋白酶!

%5

%消化
7 a #" <=@

左右!

加入含
#"c

胎牛血清的
#:$"

培养液终止消化*

IWF

冲洗!离心* 用含有
#"c

胎牛血清的
#:$"

培

养液将
Z&

浓度调整为
!

(

#"

7

D<\

的单细胞悬液!

将细胞悬液与
"

!

$c

台盼蓝溶液以
8

)

#

混匀!

% <=@

内细胞计数显示细胞存活率
67c a 8"c

* 将单细

胞悬液放入
!$

孔的培养板!每孔
# <\

!在
7c&C

!

'

%5

%孵育箱中培养
!$ /

后贴壁!更换新鲜的培养

基* 以 低 剂 量 $

:c

%' 中 剂 量 $

#!c

%' 高 剂 量

$

#6c

%补肾调经方人含药血清'正常人血清以及低'

中'高剂量肾调经方大鼠含药血清'正常大鼠血清分

别与培养的卵巢颗粒细胞共同孵育
$6 /

$以上操作

至少重复
%

次!每次每种浓度重复
7

个培养孔%!分

为补肾调经方低'中'高剂量组和对照组* 收集
Z&

!

取上清液$培养液%!置 "

!"

%保存待测*

7

!

%

$培养液中
;

!

'

I

'

.H+I

的测定$采用放射

免疫方法*

7

!

$

$卵巢颗粒细胞
EFGU

蛋白的测定$采用蛋

白印迹法* 取大约
#"

: 颗粒细胞加
# <\

提取液匀浆

提取!

$

%!离心$

#! """- D<=@

离心
7 <=@

%!取上清!

加入等体积
!

(

FBF

上样缓冲液!

#""

%中煮沸

7 <=@

*进行聚丙烯酰胺凝胶电泳!每孔上样等量总蛋

白* 利用水浴式电印迹法将蛋白转移至膜上* 室温振

荡!封闭膜
! /

后!加入
#

)

!7"

$封闭液稀释%的第一抗

体稀释液!室温缓慢摇动
! /

!用
IWF

#

)Y99@

洗膜
%

次后!再加入
#

)

7 """

$封闭液稀释%的
GUI

标记的

第二抗体稀释液!室温振摇
# /

!

IWF

#

)Y99@

充分洗

膜后!将膜浸入
BHW

显色液中!室温充分显色后!立

即用蒸馏水洗膜! 然后将膜转入
IWF

中观察'照相*

采用
d?,@M=MO C@9

软件分析数据!获得各电泳条带的

平均光密度值!以
EFGU

与
#

"

,.M=@

的灰度比值表示

EFGU

的相对表达含量*

7

!

7

$卵巢颗粒细胞
EFGU

'

I$7"

芳香化酶
<U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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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H

的测定$采用
U9,2

#

M=<9 I&U

方法*

7

!

7

!

#

$引物的设计$目的基因引物由上海生物

工程公司合成!表
#

*

表
#

$目的基因引物序列

基因 引物序列 产物长度

EFGU

上游#

7

*"

&&)ZZ)&)&)))Z&)ZZ&H)

"

%

*

下游#

7

*"

ZHH)&)&)Z)&H&&))Z&)&)&

"

%

*

##" TP

I$7",-1<

上游#

7

*"

&)ZZH&H&&)&)HH&H&Z&)

"

%

*

下游#

7

*

&)&))&)Z)ZZHHH)&&)Z&Z

"

%

*

!!$ TP

ZHIBG

上游#

7

*"

)ZHH&ZZZHHZ&)&H&)ZZ

"

%

*

下游#

7

*"

Z&))&H&&H&&))&))ZH)Z)&

"

%

*

#%7 TP

7

!

7

!

!

$

U4H

提取$将培养的颗粒细胞
7" <N

参考说明书采用
)-=S12

一步法提取总
U4H

*

#c

琼

脂糖凝胶电泳鉴定
U4H

完整性! 紫外分光光度计检

测
U4H

的纯度和浓度*

7

!

7

!

%

$

U9,2

#

M=<9 I&U

$以总
U4H

为模板!以

C2=N1

$

>)

%

#:

为引物!按照
+

#

+\0

说明书反转录合

成
.B4H

! "

!"

%保存*

I&U

热循环参数#

8:

%

$ <=@

!然后三步反应#

8$

%

%" L

!

76

%

%" L

!

5!

%!

%" L

!进行
$"

个循环!于每个循环的第
%

步
5!

%!

%" L

收集荧光信号*

7

!

7

!

$

$

U9,2

#

M=<9 I&U

结果分析$扩增完毕

后!进入结果分析界面!以
ZHIBG

为内参照基因!与

对照组相比!得到目的基因表达的相对定量值$

Ud

值%!将
Ud

值用于统计分析*

:

$统计学方法$应用
FIFF #%

!

"

统计软件进

行统计学处理!数据采用
`

&

L

表示!多组间比较采用

单因素方差分析!均数间两两比较采用
b

检验*

I V

"

!

"7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

$人卵巢颗粒细胞体外培养的生长情况$分离

的人卵巢颗粒细胞于
!$ /

内贴壁生长良好!倒置显微

镜下可见颗粒细胞呈星形或椭圆形生长!细胞与细胞

间有延长的伪足$丝状突起%相互连接!细胞核大而

圆!胞浆饱满!富含颗粒*

!

$补肾调经方含药血清对体外培养的人卵巢颗

粒细胞
;

!

'

I

'

.H+I

的影响

!

!

#

$人含药血清各组卵巢颗粒细胞培养液中

;

!

'

I

及
.H+I

水平的比较$表
!

%$与对照组比较!

补肾调经方低'中'高剂量组培养液中
;

!

水平明显升

高$

I V"

!

"7

!

I V"

!

"#

%&补肾调经方中剂量组培养液

中
I

明显降低$

I V"

!

"#

%&中'高剂量组培养中
.H+I

均明显升高$

I V"

!

"#

%*

表
!

$人含药血清各组卵巢颗粒细胞培养液中

;

!

'

I

及
.H+I

水平的比较$$

`

&

L

%

组别
@

;

!

$

PND<\

%

I

$

@ND<\

%

.H+I

$

P<12D<\

%

H 7 $$

+

"7

&

8

+

57 #!

+

8"

&

$

+

#$ "

+

:"

&

"

+

#%

W 7

78

+

$8

&

##

+

6#

"

#"

+

!:

&

!

+

"" #

+

"#

&

"

+

%5

& 7

5:

+

$%

&

#%

+

"!

""

:

+

5!

&

%

+

%#

""

#

+

67

&

"

+

%6

""

B 7

8:

+

66

&

#%

+

#6

""

##

+

7#

&

$

+

"$

#

+

7!

&

"

+

%8

""

$$注#

H

为对照组&

W

为补肾调经方低剂量组&

&

为补肾调经方中剂量组&

B

为

补肾调经方高剂量组&与
H

组比较!

"

I V"

!

"7

!

""

I V"

!

"#

&下表同

!

!

!

$大鼠含药血清各组卵巢颗粒细胞培养液

中
;

!

'

I

'

.H+I

水平的比较$表
%

%$与对照组比

较!补肾调经方中'高剂量组
;

!

升高$均
I V"

!

"#

%&

补肾调经方中剂量组
I

明显降低$

I V "

!

"#

%&补肾

调经 方 中' 高 剂 量 组
.H+I

明 显 升 高 $

I V

"

!

"7

!

I V"

!

"#

%*

表
%

$大鼠含药血清各组卵巢颗粒细胞培养液中

;

!

'

I

及
.H+I

水平的比较$$

`

&

L

%

组别
@

;

!

$

PND<\

%

I

$

@ND<\

%

.H+I

$

P<12D<\

%

H 7 %$

+

!5

&

:

+

8$ 7

+

%!

&

#

+

56 #

+

5"

&

#

+

!8

W 7 $7

+

#5

&

5

+

6: $

+

$$

&

#

+

5% !

+

!6

&

#

+

7%

& 7

67

+

6!

&

##

+

"5

""

!

+

:5

&

#

+

:"

""

%

+

!!

&

"

+

6#

"

B 7

65

+

:6

&

#$

+

"!

""

$

+

!:

&

#

+

::

%

+

78

&

#

+

8!

""

%

$补肾调经方含药血清对体外培养的人卵巢颗

粒细胞
EFGU

蛋白表达的影响

%

!

#

$人含药血清各组体外培养的人卵巢颗粒细

胞
EFGU

蛋白表达的比较$图
#

'

!

%$与对照组比较!

补肾调经方低'中'高剂量组人卵巢颗粒细胞
EFGU

蛋白表达明显增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
I V"

!

"#

%*

图
#

$人卵巢颗粒细胞
EFGU

蛋白印迹电泳图

$$注#

H

为对照组&

W

为补肾调经方低剂量组&

&

为补肾调经

方中剂量组&

B

为补肾调经方高剂量组&与
H

组比较!

"

I V

"

!

"7

&

""

I V"

!

"#

&图
$

'

7

'

:

同

图
!

$人含药血清各组人卵巢颗粒细胞
EFGU

蛋白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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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大鼠含药血清各组体外培养的人卵巢颗粒

细胞
EFGU

蛋白表达的比较$图
%

'

$

%$与对照组比较!

补肾调经方低'中'高剂量组人卵巢颗粒细胞
EFGU

蛋

白表达增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I V"

!

"#

%*

图
%

$人卵巢颗粒细胞
EFGU

蛋白印迹电泳图

图
$

$大鼠含药血清各组人卵巢

颗粒细胞
EFGU

蛋白表达

$

$补肾调经方含药血清对体外培养的人卵巢颗

粒细胞
EFGU

'

I$7"

芳香化酶
<U4H

表达的影响

$图
7

'

:

%$

U9,2

#

M=<9 I&U

实验中扩增曲线图#横坐

标为扩增循环数!纵坐标为荧光强度!每个循环进行一

次荧光信号收集* 荧光扩增曲线分成
%

个阶段!即荧

光背景信号阶段'荧光信号指数扩增阶段和平台期*

荧光背景信号阶段即到达荧光阈值$

&)

值%之前的阶

$$注#

#

为人卵巢颗粒细胞
EFGU<U4H

的扩增曲线

图&

!

为人卵巢颗粒细胞
EFGU<U4H

的融解曲线图

图
7

$人卵巢颗粒细胞
EFGU<U4H

的表达

$$注#

#

人卵巢颗粒细胞
I$7"

芳香化酶
<U4H

的扩

增曲线图&

!

为人卵巢颗粒细胞
I$7"

芳香化酶
<U4H

的融解曲线图

图
:

$人卵巢颗粒细胞
I$7"

芳香化酶
<U4H

表达

段* 模板
B4H

量越多!荧光达到荧光阈值的循环数

越少!即
&)

值越小* 融解曲线图#单一峰!无非特异

性荧光!定量准确&若出现杂峰!则为其他产物出现非

特异性荧光!定量不准确*

$

!

#

$人含药血清各组人卵巢颗粒细胞
EFGU

'

I$7"

芳香化酶
<U4H

表达的比较$图
7

!

:

%$与对

照组比较!补肾调经方中'高剂量组人卵巢颗粒细胞

EFGU<U4H

表达均明显升高$

I V "

!

"#

%&

I$7"

芳

香化酶
<U4H

表达明显升高$

I V"

!

"7

!

I V"

!

"#

%*

$

!

!

$大鼠含药血清各组人卵巢颗粒细胞
EFGU

'

I$7"

芳香化酶
<U4H

表达的比较$图
7

'

:

%$与对

照组比较!补肾调经方中'高剂量组卵巢颗粒细胞

EFGU<U4H

表达均明显增强$

I V "

!

"#

%&

I$7"

芳

香化酶
<U4H

表达明显升高$

I V"

!

"7

!

I V"

!

"#

%*

讨$$论

离体卵巢颗粒细胞是研究卵巢局部功能一个极好

的切入点!而且原代细胞培养的优势在于能最大限度

的保持细胞的原始特性* 为了更好的验证中药的作

用!选用了补肾调经方人含药血清及大鼠含药血清*

有学者认为!考虑实验体系中被培养细胞的血清耐受

性!含药血清的添加量不超过
!"c

为宜(

8

)

!冯伟(

#"

)认

为高浓度血清中的细胞因子等血清固有成分含量过

高!易掩盖药效!刘平等(

##

)认为培养液中的血清浓度!

以
#"c

较为合适* 因此本实验人含药血清设计为

:c

'

#!c

'

#6c %

个剂量!以探讨补肾调经方含药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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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对体外培养的人卵巢颗粒
EFGD.H+I

#

IJH

通路的

影响*

EFG

通过颗粒细胞
.H+I

#

IJH

信号转导通路!

活化
I$7"

芳香化酶系统!诱导雌激素生成*

EFG

是

卵巢功能重要的内分泌调节激素!直接参与促进卵泡

发育'排卵'黄体生成及甾体激素的合成(

#!

)

*

EFG

必

须与分布于颗粒细胞的特异性
EFGU

结合方能发挥

其生理功能* 研究表明!优势卵泡具有的一个明显优

势就是存在较多的
EFGU

!从而使颗粒细胞对
EFG

的

敏感性比其他尚未成熟卵泡的颗粒细胞高
$

倍* 颗粒

细胞
EFGU

属于
Z

蛋白耦联受体超家族!与
EFG

结

合后可顺序激活刺激性
Z

蛋白以及腺苷酸环化酶

$

H&

%!后者使
H)I

转化为
.H+I

!而
.H+I

作为第

二信使激活
IJH

!使
.H+I

反应元件结合蛋白

$

&U;W

%磷酸化!并促进
IJH

下游区信号级联放大*

磷酸化的
&U;W

与
I$7"

芳香化酶启动子
$

的

.H+I

的反应元件$

&U;

%结合!刺激
I$7"

芳香化酶

转录(

#%

!

#$

)

*

I$7"

芳香化酶是卵巢颗粒细胞上催化雄

激素转化为雌激素的限速酶!将睾酮转化为雌二醇!进

入血液循环和卵泡液中!

I$7"

芳香化酶表达水平与

活性直接决定了卵巢组织中雌激素的水平(

#7

)

*

雌激素协同
EFG

使颗粒细胞增生!内膜细胞分

化!卵泡液形成!卵泡腔扩大!从而使卵泡生长和发育*

雌激素在决定优势卵泡的形成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

有实验证实(

5

)

!闭锁卵泡中雌激素的合成减少!与之

相对应的芳香化酶
<U4H

表达水平下降!且这一变

化在卵泡闭锁的形态特征出现前即可被观察到* 此结

果反证了卵巢局部的雌激素对维持卵泡发育的重要

性* 雌激素是卵母细胞自分泌'旁分泌的调节因素!并

直接影响成熟卵子的质量(

:

)

*

补肾调经方由养精种玉汤合五子衍宗丸加减化裁

而成* 方中熟地滋补肝肾!填精养血而为君药* 枸杞

子'山萸肉'紫河车助君药滋肾益精!补养冲任&覆盆

子'淫羊藿'山药温肾益气!,阳中求阴-&当归'白芍养

血调经!共为臣药* 稍佐香附'红花理气活血!交通阴

阳* 诸药合用!滋肾阴'温肾阳'填精血'调冲任!平衡

肾中阴阳!以达补肾调经'经调子嗣之功!发挥调节卵

巢功能的作用*

本实验结果显示!补肾调经方人'大鼠含药血清可

使颗粒细胞培养液中
;

!

'

.H+I

水平升高!上调颗粒

细胞
EFGU

蛋白及其
<U4H

'

I$7"

芳香化酶
<U4H

的表达* 推测补肾调经方可能通过增加颗粒细胞

EFGU

蛋白及其
<U4H

的表达!提高颗粒细胞对

EFG

的敏感性!

EFG

通过颗粒细胞
.H+I

#

IJH

信号

转导通路!激活
H&

!使
.H+I

含量升高!进而激活

IJH

!从而调节下游靶基因
I$7"

芳香化酶转录!活化

的
I$7"

芳香化酶将睾酮转化为
;

!

* 由此可见!补肾

调经方含药血清可能通过调节卵巢颗粒细胞
EFGD

.H+I

#

IJH

通路中已明确的主要效应分子
EFGU

'

.H+I

'

I$7"

芳香化酶!促进了卵巢颗粒细胞的内分

泌功能!使培养液中
;

!

升高* 且现代药理研究证实!

补肾调经方中熟地黄'菟丝子'肉苁蓉'紫河车均有雌

激素样作用(

#:

"

#8

)

!女贞子可使兔卵巢分泌雌激素升

高(

!"

)

!而卵巢局部更多的雌激素有助于卵泡生长和发

育!延缓卵泡的闭锁!并对成熟卵子的质量发挥重要的

作用*

本研究还发现!补肾调经方人'大鼠中剂量含药血

清降低卵巢颗粒细胞培养液中
I

水平!这与谷长任

等(

!#

)观察到的养精种玉汤醇提取液的体外作用以及

李沛森(

!!

)观察到补肾调冲含药血清使离体大鼠卵巢

颗粒细胞分泌
I

降低的结果相同* 据推测!排卵前
I

分泌被抑制可能对于防止
\G

峰前的
I

水平过早升高

和卵泡过早黄素化'卵泡闭锁及未破裂卵泡黄素化综

合征的发生有重要生理意义(

!%

)

*

$致谢!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生殖医学科的徐素欣主任

和曹金凤'赵志明老师在收集病例标本方面给予的帮助和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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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次全国儿科中西医结合学术会议征文通知

由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儿科专业委员会主办%贵州省人民医院承办的第十八次全国儿科中西医

结合学术会议拟于
!"#$

年
6

月
#7

(

#5

日在贵州省贵阳市召开"届时将邀请儿科全国知名专家进行

专题报告"并进行学术论文交流$ 现将征文要求通知如下&

征文内容$!

#

#中西医结合及中医%西医儿科的临床论著%实验研究和专题综述'!

!

#临床儿科疑

难%重症%少见病例报道'!

%

#中西医结合药理或诊断研究'!

$

#儿科中西医结合理论及方法研究等$

!

7

#对儿科中西医结合工作的建议等$

征文要求$!

#

#尚未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具有科学性%先进性和实用性'!

!

#稿件应为全文并附

$""

,

6""

字摘要"摘要必须包括目的%方法%结果和结论四项要素'!

%

#稿件中请注明作者单位%通信

地址%邮政编码%电子邮箱及电话等联系信息'!

$

#一律采用
+=.-1L1KM *1->

文档投稿'!

7

#稿件或意

向参会者的信息"请发至电子邮箱&

.?=O?`=,#8:8A#:%3.1<

$ !

:

#征文截止日期&

!"#$

年
:

月

%"

日$

联系方式$联系人&贵州省人民医院儿科 崔玉霞"电话&

"67#

"

78!%8"5

'手机&

#%867#"7:!"

"

电子邮箱&

.?=O?`=,#8:8A#:%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