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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观察前列安丸对慢性非细菌性前列腺炎!

-I2/J@- J/J0?-.12@?4 K2/L.?.@.@L

"

&6M

#大鼠

模型炎性
(G

"

#!

$

(G

"

#"

及
)6H

"

"

的影响"探讨其治疗
&6M

的作用机制% 方法$采用去势并注射苯甲酸雌二

醇方法造成
&6M

大鼠模型"随机分成
$

组"模型组$阳性药普乐安片组及前列安丸高$中$低剂量组"每组
#"

只"并以
#"

只正常动物作为正常对照组% 自去势第
9

日起"普乐安片组给予普乐安片
#"

!

9" NFON

灌胃"前列

安丸高$中$低剂量组分别给予前列安丸
##

!

""

$

$

!

$"

及
!

!

<$ NFON

灌胃"模型组及正常对照组给予
! >GF#"" N

体重蒸馏水灌胃"均每日
#

次至第
%"

日% 给药
%"

日后处死大鼠"取出前列腺组织% 计算前列腺指数"在光镜

下观察大鼠前列腺病理改变"同时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检测大鼠前列腺组织中白细胞介素#

#!

!

(G

"

#!

#$白细

胞介素#

#"

!

(G

"

#"

#及肿瘤坏死因子
"

!

)6H

"

"

#水平% 结果$与正常对照组比较"模型组大鼠前列腺指数明

显降低"

(G

"

#!

$

4G

"

#"

及
)6H

"

"

水平显著升高!

M P"

!

"#

#&与模型组比较"前列安丸高$中剂量组和普乐安片

组前列腺指数均明显降低!

M P"

!

"#

#&前列安丸各剂量组及普乐安片组
(G

"

#!

$

4G

"

#"

及
)6H

"

"

水平明显降

低!

M P"

!

"#

#% 与普乐安片组比较"前列安丸高剂量组
)6H

"

"

水平降低更明显!

M P"

!

"$

#% 与正常对照组

比较"模型组大鼠前列腺发生明显炎性反应&与模型组比较"前列安丸低$中$高剂量组以及普乐安片组大鼠

前列腺组织炎性反应较轻"病变程度有不同程度改善% 结论$前列安丸治疗
&6M

可能是通过调节前列腺局

部免疫状态"减轻前列腺的炎症反应和降低前列腺组织中
(G

"

!

$

)6H

"

"

$

(G

"

#"

水平来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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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非细菌性前列腺炎$

-I2/J@- J/J0?-.12@?4

K2/L.?.@.@L

!

&6M

%是中青年男性的常见病( 主要特

征是以腰骶'会阴等部位的疼痛与不适!伴有尿路刺激

或梗阻症状!性功能不全!以及心理上的焦虑和抑

郁)

#

*

( 因症状复杂'病程迁延'并发症较多且易反复

发作的缘故!对大多数患者的精神'体力'工作'学习

和生活诸方面影响较大)

!

*

( 目前对其病因及发病机

制的研究提示免疫异常可能是重要因素之一( 前列

安丸根据湖北省青中年知名中医邹如政主任医师的

经验方制成的中药制剂!主要由柴胡'郁金'荔枝核'

赤芍'丹参'桃仁'当归'红花'牛膝等组成!具有疏肝

理气'活血通络作用!前期研究显示对
&6M

具有较

好的临床疗效)

%

*

( 本实验采用去势大鼠苯甲酸雌二

醇注射的方法建立
&6M

动物模型)

:

*

!观察前列安丸

对
&6M

模型大鼠前列腺组织
(G

"

#!

'

(G

"

#"

及
)6H

"

"

的影响!进一步探讨前列安丸治疗
&6M

的作用

机制(

材料与方法

#

$动物$健康雄性
*@L.?2

大鼠!

XMH

级!体重

#9" b!"" N

!

;"

只!均由湖北省实验动物研究中心提

供!实验动物质量合格证号为
:!"";c$;:!

!许可证号

为
X&[a

$鄂%

!""9

#

"""$

( 实验动物购回后在湖北

中医药大学实验中心适应性喂养
<

天后进行实验(

!

$药物$前列安丸$组成#柴胡
#" N

$郁金
#9 N

荔枝核
#9 N

$赤芍
#$ N

$丹参
#9 N

$桃仁
#9 N

$红

花
#9 N

$当归
#$ N

$牛膝
#9 N

$黄柏
#! N

%由湖北

省襄阳市中医院制剂室生产!批号为
!"#!"%":

!用蒸

馏水分别配制
"

!

#%<

'

"

!

!<$

'

"

!

$$ NF>G

浓度备用(

普乐安片由新陇海药业有限公司生产!批号为

###!"#

!用蒸馏水配成
#"

!

9"d

浓度备用(

%

$主要试剂及仪器$苯甲酸雌二醇注射液!由天

津金辉氨基酸有限公司生产!批号为
#""<"$#

( 放射

免疫试剂盒均购白天津九鼎医学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分光光度计购于上海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型号为

<$;&

&切片机购于莱卡上海分公司!型号为
G=4

"

&VT+!!:$

&普通光学显微镜购于日本
,(Z>KSL

公司(

:

$造模'分组及给药方法$参照文献)

:

#

;

*制

作大鼠
&6M

模型( 将
;"

只成年
*@L.?2

大鼠采用随

机数字表法随机取
#"

只作为正常对照组!其余
$"

只

大鼠进行去势造模#大鼠用戊巴比妥钠腹腔注射麻醉

后!常规消毒皮肤!经阴囊摘除双侧睾丸!残端处结扎!

缝合皮肤!肌肉注射青霉素
!"

万
(UF

只( 大鼠去势后!

每日
#

次皮下注射苯甲酸雌二醇
"

!

!$ >NFON

!连续

%"

日( 去势的
$"

只大鼠随机分为模型组'前列安丸

低剂量组'前列安丸中剂量组'前列安丸高剂量组和

阳性药普乐安片组!每组
#"

只( 正常对照组按

! >GF#"" N

体重给予蒸馏水灌胃!每日
#

次至第

%"

日(其余各组去势后第
9

日起在注射苯甲酸雌二

醇后
$ I

给药( 前列安丸低剂量组'中剂量组'高剂

量组取
"

!

#%<

'

"

!

!<$

'

"

!

$$ NF>G

前列安丸溶液!按

! >GF#"" N

体重给予前列安丸低剂量即
!

!

<$ NFON

$相当于临床用量
#

倍%'中剂量即
$

!

$" NFON

$相当于

临床用量
!

倍%以及高剂量即
##

!

"" NFON

$相当于临

床用量
:

倍%灌胃!每日
#

次至第
%"

日( 模型组按

! >GF#"" N

体重给予蒸馏水灌胃!每日
#

次至第
%"

日( 普乐安片组取
"

!

#"9F>G

普乐安片溶液!按

! >GF#"" N

体重灌胃给予普乐安片$

!

!

#; NFON

%!每

日
#

次至第
%"

日(

$

$观察指标及方法

$

!

#

$前列腺指数检测$末次给药
!: I

后!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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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称量大鼠体重!剥离前列腺称取湿重!计算前列

腺指数#前列腺湿重$

N

%

F

体重$

#"" N

%(

$

!

!

$前列腺病理组织学观察$取
!F%

前列腺组

织用
#"d

的甲醛固定!石蜡包埋切片!切片厚度为

< #>

!

\=

染色!光学显微镜下观察前列腺切片的病

变范围'淋巴细胞浸润程度'腺上皮增生情况及其间质

纤维增生程度(

$

!

%

$前列腺组织液中
(G

"

#!

'

(G

"

#"

及
)6H

"

"

测

定$将剩余
#F%

前列腺组织按每
#"" >N

前列腺组织

加冷生理盐水
# >G

!剪碎组织块并倒入匀浆器中!冰

浴状态下制备组织匀浆液!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测定

检测组织液中
(G

"

#!

'

)6H

"

"

'

(G

"

#"

水平( 严格按照试

剂盒说明进行(

;

$统计学方法$实验数据采用
XMXX #%

!

"

统

计软件进行数据统计分析( 计量资料采用
A

&

L

表示!

计量资料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

M P"

!

"$

为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

$各组大鼠前列腺指数比较$表
#

%$与正常对

照组比较!模型组大鼠的前列腺指数明显降低$

M P

"

!

"#

%&与模型组比较!前列安丸高'中剂量组和普乐

安片组前列腺指数均明显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

M P"

!

"#

%(

表
#

$各组大鼠前列腺指数比较$$

A

&

L

%

组别
剂量

$

NFON

%

J

前列腺指数

正常对照 +

#" "

'

##$

&

"

'

"!!

模型 +

#"

"

'

"<c

&

"

'

""%

!

前列安丸低剂量
!

'

<$ #" "

'

"<$

&

"

'

"!9

前列安丸中剂量
$

'

$" #"

"

'

":!

&

"

'

"#"

"

前列安丸高剂量
##

'

"" #"

"

'

"%c

&

"

'

"#%

"

普乐安片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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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大量淋巴细胞!浆细胞!嗜酸性粒细胞浸润( 与模型

组比较!前列安丸低'中'高剂量组以及普乐安片组大

鼠前列腺组织炎性反应较轻!病变程度有不同程度

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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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前列安丸高剂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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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前列安丸中剂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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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前列安丸低剂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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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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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
(G

"

#!

'

4G

"

#"

及
)6H

"

"

水平明显降低!差异均有统

计学意义 $

M P"

!

"$

!

M P"

!

"#

%( 同时前列安丸高剂

量组
)6H

"

"

水平降低较普乐安片组更明显!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M P"

!

"$

%(

讨$$论

&6M

是男性的常见多发病!约占慢性前列腺炎患

者总数的
c"d

以上)

<

*

!由于病因复杂!临床症状繁多!

病程迁延易发!对患者的身心健康产生了严重影响(

随着医学免疫学及分子生物学的迅速发展!免疫因素

在前列腺炎发病中的作用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

9

*

(

&6M

可能是一种自身免疫性疾病或过敏性炎症反应!

一种以细胞因子为中介产生的连锁反应)

c

*

(

V41A?J

"

R12 T^

等)

#"

*研究发现在慢性盆底疼痛综合征患者精

浆中
)6H

"

"

和
(G

"

#!

明显高于对照组!王洪志等)

##

*研

究认为
)6H

"

"

'

(G

"

#"

参与免疫反应可能是
&6M

发病

机制之一!说明
&6M

的发病与免疫反应有着极其密

切的关系(

慢性前列腺炎是由免疫炎症细胞及细胞因子介导

的局部免疫炎症反应!是前列腺局部免疫功能异常增

强所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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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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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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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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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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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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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炎症

介质的研究较多(

(G

"

#!

的主要作用为诱导产生黏附

分子!激活中性粒细胞!使之黏附并脱颗粒!释放氧自

由基和蛋白水解酶!导致前列腺内皮细胞上的白细胞

黏附增多!从而增多的白细胞移入发炎的前列腺组织

中)

#%

*

(

)6H

"

"

可以激活中性粒细胞和单核巨噬细胞!

通过作用于内皮细胞'增加某些黏附分子的表达而促

进炎症细胞黏附'游走'浸润及中性粒细胞脱颗粒!同

时也通过自分泌方式作用于巨噬细胞本身而释放炎症

介质 $如白三烯'前列腺素等%促进炎症反应)

#:

*

(

)6H

"

"

'

(G

"

#!

被认为是慢性前列腺炎症持续存在的标

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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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1JJ? W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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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
&6M

患者精浆中促炎性

细胞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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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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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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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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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

9

等的水平较对照组

显著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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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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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通过促进趋化因子和环化

加氧酶 #

!

$

&/A

"

!

%以及诱导型一氧化氮合酶$

@6

"

,X

%和细胞黏附分子的表达引起炎症反应!对前列腺

组织造成炎性损伤)

#<

*

(

4G

"

#"

是由
)

细胞特别是
)I!

细胞产生的细胞因子!单个核巨噬细胞'活化的
^

细

胞及其他细胞也能产生!是人类免疫应答中已发现的

最重要的抗炎症因子!它是一种多效应的细胞因子!作

用于不同细胞上可以出现免疫抑制'免疫刺激和抗炎

效应)

#9

*

(

4G

"

#"

可抑制包括
)6H

"

"

'

(G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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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多

种致炎因子的产生!从而发挥抑制炎症反应'维持炎症

因子网络平衡的作用(

+@4412 G'

等)

#c

*认为
(G

"

#"

在

具有临床症状的慢性前列腺炎炎症免疫反应中起到了

关键性作用!检查
(G

"

#"

水平可以间接了解组织局部

炎症反应情况( 李宏军等)

!"

*发现
$V

型前列腺炎

(G

"

#"

水平增高与患者疼痛症状和生活质量呈正相关(

因此!通过检测前列腺组织匀浆中的
)6H

"

"

'

(G

"

#!

'

(G

"

#"

含量来评价前列安丸治疗慢性非细菌性前列腺

炎的疗效!并揭示其某些作用机制是可行的(

中医古籍中无前列腺炎病名!根据临床表现归属

于,淋证-',精浊-',白浊-等范畴( 多数认为湿热下

注多出现在病变早期!中期多为湿热瘀阻!而后期多伴

脾肾亏虚!湿'热'瘀'滞贯穿在慢性前列腺炎不同阶

段)

!#

*

&临床中发现大部分
&6M

患者仅以疼痛不适'情

志变化为主!湿热症状多为一过性的!脾肾亏虚等并不

十分突出!笔者以疼痛为主!痛有定处!以及具有情绪

障碍因素等特点分析!认为
&6M

的主要发病在于肝

郁气滞'血瘀络阻'精室不通!由于肝之疏泄难调!气机

不畅!精神情志因素仍在而致病情反复!迁延难愈( 治

当疏肝解郁!活血通瘀!前列安丸是在此观点指导下参

照现代药理研究成果!在长期临床经验的基础上研制

的有效方剂( 以柴胡'郁金'荔枝核等疏肝理气!通达

气机&以赤芍'丹参'桃仁'当归'红花等活血化瘀!通络

止痛&配伍牛膝'黄柏等!全方共奏疏肝理气'活血通络

之功效( 临床研究显示对
&6M

具有较好的效果)

%

*

(

本实验采用去势加雌激素苯甲酸雌二醇注射进行

&6M

造模型!这种方法仅引起前列腺组织局部的病理

改变!而不会引起其他脏器自身免疫反应)

:

*

!非常适

用于研究人类慢性前列腺炎的药物治疗)

!!

*

( 在镜下

可见模型组腺体遭到破坏!间质及腺体充满大量淋巴

细胞'浆细胞'嗜酸性粒细胞浸润等!显示模型组大鼠

前列腺组织病理形态学基本符合人类
&6M

的特点!

表明模型复制成功!以中药制剂前列安丸进行了干预(

与正常对照组比较!模型组前列腺组织
)6H

"

"

'

(G

"

#!

'

(G

"

#"

等炎性因子水平均不同程度的升高!说明

模型动物存在炎性反应( 与模型组比较!前列安丸组

)6H

"

"

'

(G

"

#!

'

(G

"

#"

水平明显下降!提示中药列安丸

治疗后炎症反应减轻( 本实验中发现!模型组大鼠前

列腺组织中
(G

"

#!

'

)6H

"

"

呈高水平!

(G

"

#"

也呈现高

水平!用药后前列腺组织中
(G

"

#!

'

)6H

"

"

水平明显降

低!而
(G

"

#"

水平也下降!结果与李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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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洪志

等)

##

*研究相似!与
+@4412 G'

等)

#c

*

'范玉东等)

!%

*结果

不同( 由于抗炎细胞因子可抑制炎症反应及促进组织

的修复和再生!两者的平衡影响组织创伤和炎症的结

局)

#:

*

!

(G

"

#"

的高水平是为抑制促炎性细胞因子
)6H

"

"

'

(G

"

#!

过高表达!是机体维持促炎性与抑炎性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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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子间平衡的自身调节!当促炎性细胞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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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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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水平下降时!抗炎细胞因子
(G

"

#"

水平也随之降

低!从而维持平衡(

本实验结果提示!采用去势加雌激素苯甲酸雌二

醇注射的方法是造成
&6M

动物模型的有效方法&细

胞免疫可能在
&6M

的发病机制中起着重要作用&前

列安丸能够明显改善模型大鼠的前列腺炎症反应!调

节局部免疫状态!调控细胞因子而达到减轻前列腺组

织损伤目的&前列安丸是治疗
&6M

的有效中成药!这

为临床治疗
&6M

提供了新的实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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