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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脾虚大鼠
II

"

(

的排泄与脏腑
/>.J!>#

'

/>.J!0#

的表达探讨脾肾关系

项#婷#

#任#斌#

#杨璋斌!

#孙保国#

#陈泽雄#

#陈#燕#

#张诗军#

摘要#目的#通过观察脾虚大鼠马兜铃酸!

>2?B./4/-A?- >-?K

"

II

#代谢与肾$大肠$小肠组织中有机

阴离子转运肽!

/2L>E?- >E?/E .2>EBJ/2.?EL J/4MJ1J.?K1

"

/>.J

#

!>#

$

/>.J!0# =N6I

及蛋白表达的关

系"探讨中医学脾肾之间的相互关系% 方法#

;9

只
OG

大鼠随机分为空白组!

#!

只#$脾虚组!

!!

只#$

II

"

(

组!

9

只#$脾虚
II

"

(

组!

9

只#% 脾虚组及脾虚
II

"

(

组采用利血平
$ =LH

!

PL

&

K

#皮下注射连续

#9

天造模% 空白组及脾虚组选取
9

只大鼠行颈动脉插管"并予
II

"

(

灌胃后
$

$

#$

$

%"

$

;$

$

9" =?E

颈动

脉取血行
II

"

(

药代动力学检测'脾虚组选
#"

只大鼠行肾$大肠$小肠
II

"

(

组织浓度测定'脾虚组及空白

组各取
9

只分别予生理盐水灌胃"

II

"

(

组$脾虚
II

"

(

组予
II

"

(

灌胃后
9" =?E

时间点取肾$大肠$小肠
%

种组织"采用
N)

"

Q&N

及
*1B.12E 04/.

方法检测各组织中
/>.J!>#

$

/>.J!0# =N6I

及蛋白表达%

结果#与空白组比较"脾虚组大鼠灌胃后
#$

$

%"

$

;$

$

9" =?E

时体内
II

"

(

血浆浓度值明显升高"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Q R"

!

"$

#% 脾虚组
9" =?E

时
II

"

(

血浆浓度下降"肾及大肠组织浓度升高"小肠中组织浓度

明显下降% 空白组与脾虚组中上述
%

种组织
/>.J!>#

$

/>.J!0# =N6I

表达无差异'与空白组比较"

II

"

(

组小肠
/>.J!>#

$

/>.J!0# =N6I

表达降低"大肠
/>.J!># =N6I

表达降低!

Q R"

!

"$

"

Q R"

!

"#

#'与

脾虚组比较"脾虚
II

"

(

组肾组织中
/>.J!>#

$

/>.J!0# =N6I

表达升高!

Q R"

!

"$

#"大肠组织
/>.J!0#

=N6I

表达升高!

Q R "

!

"$

#% 结论#脾虚脾失运化状态下"

II

"

(

代谢差异可能与肾$大肠$小肠组织

/>.J!>#

$

/>.J!0#

表达改变相关"并提示肾$大肠在脾虚状态下物质代谢中发挥重要协调作用"验证了中

医脾肾相关理论%

关键词#有机阴离子转运肽'马兜铃酸'脾虚证'脾肾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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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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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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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4 ?E.1B.?E>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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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GO

%

=/K14 2>.B 5 +1.A/K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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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2/D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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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K 9" =?E >U.12 L>B.2/L>^>L1 /U II

"

(5 II

"

( -/E

"

-1E.2>.?/EB ?E 21E>4

!

B=>44 ?E.1B.?E>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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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2/DJ 0M L>B.2/L>^>L15 N1E>4

!

B=>44 ?E.1B.?E>4

!

>EK 4>2L1 ?E.1B.?E>4 .?BBD1B T121 -/441-.1K ?E .A1 II

"

(

L2/DJ >EK .A1 QGO II

"

( L2/DJ >. 9" =?E >U.12 L>B.2/L>^>L1 /U II

"

(5 =N6I >EK J2/.1?E 1SJ21BB?/E 41^14B

/U />.J!># >EK />.J!0# ?E 1>-A .?BBD1 T121 K1.1-.1K DB?EL 21>4

"

.?=1 J/4M=12>B1 -A>?E 21>-.?/E

$

N)

"

Q&N

%

>EK *1B.12E 04/.5 N1BD4.B

$

&/=J>21K T?.A .A1 04>EP L2/DJ

!

J4>B=> -/E-1E.2>.?/EB /U ?E ^?^/ II

"

(

T121 /0^?/DB4M A?LA12 ?E .A1 QGO L2/DJ >. #$

!

%"

!

;$

!

>EK 9" =?E >U.12 L>B.2/L>^>L1 /U II

"

( T?.A B.>.?B.?

"

->4 K?UU121E-1

$

Q R"

&

"$

%

5 Q4>B=> -/E-1E.2>.?/EB /U II

"

( T121 /0^?/DB4M K1-21>B1K >. 9" =?E >U.12 L>B

"

.2/L>^>L1 /U II

"

(

&

II

"

( -/E-1E.2>.?/EB ?E 21E>4 >EK 4>2L1 ?E.1B.?E>4 .?BBD1B T121 141^>.1K

&

II

"

( -/E-1E

"

.2>.?/EB ?E B=>44 ?E.1B.?E>4 .?BBD1B T121 /0^?/DB4M 21KD-1K ?E .A1 QGO L2/DJ5 )A121 T>B E/ B.>.?B.?->4

K?UU121E-1 ?E =N6I 1SJ21BB?/E 41^14B /U />.J!># >EK />.J!0# ?E .A1 >U/21B>?K .A211 .?BBD1B /U 2>.B 01

"

.T11E .A1 04>EP L2/DJ >EK .A1 QGO L2/DJ5 &/=J>21K T?.A .A1 04>EP L2/DJ

!

=N6I 1SJ21BB?/E 41^14B /U

/>.J!># >EK />.J!0# K1-21>B1K ?E B=>44 ?E.1B.?E>4 .?BBD1B /U .A1 II

"

( L2/DJ

!

>EK .A1 =N6I 1SJ21BB?/E

41^14 /U />.J!># ?E 4>2L1 ?E.1B.?E>4 .?BBD1B B?LE?U?->E.4M K1-21>B1K

$

Q R "

&

"$

!

Q R "

&

"#

%

5 &/=J>21K T?.A

.A1 QGO L2/DJ

!

=N6I 1SJ21BB?/E 41^14B /U />.J!># >EK />.J!0# ?E-21>B1K ?E 21E>4 .?BBD1B /U .A1 QGO

II

"

( L2/DJ

$

Q R"

&

"$

%&

=N6I 1SJ21BB?/E 41^14B /U />.J!0# ?E-21>B1K ?E 4>2L1 ?E.1B.?E>4 .?BBD1B /U .A1

QGO II

"

( L2/DJ

$

Q R"

&

"$

%

5 &/E-4DB?/EB

$

)A1 K?UU121E-1 ?E II

"

( =1.>0/4?B= =?LA. 01 >BB/-?>.1K T?.A

-A>EL1K 1SJ21BB?/E 41^14B /U />.J!># >EK />.J!0# ?E 21E>4

!

B=>44 ?E.1B.?E>4

!

>EK 4>2L1 ?E.1B.?E>4 .?BBD1B

DEK12 Q? K1U?-?1E-M ?EKD-1K 4/BB /U .2>EBJ/2.>.?/E5 OA1E >EK G>-A>EL J4>M1K ?=J/2.>E. 2/41B ?E BD0B.>E-1

=1.>0/4?B= DEK12 Q? K1U?-?1E-M B.>.1

!

TA?-A J2/^1K Q?

"

OA1E -/2214>.1K ?E &A?E1B1 =1K?->4 .A1/2?1B5

`<Y*,NGO

$

/2L>E?- >E?/E .2>EBJ/2.?EL J/4MJ1J.?K1

&

>2?B./4/-A?- >-?K

&

Q? K1U?-?1E-M BMEK2/=1

&

Q?

"

OA1E -/2214>.1K

##五脏系统各自发挥其生理功能!系统之间又相互

关联为一个整体!共同完成机体的各项生理功能!其中

脾肾两脏在生理功能上相连相通!病理上也密切相关!

即脾肾互济(

#

)

* 张景岳将脾肾视为人身之根本!称

+脾为五脏之根本!肾为五脏之化源,* 李中梓正式

提出+肾为先天之本!脾为后天之本,的观点!标志中

医脾肾理论的形成* 中医脾肾学说是中医五脏学说

中重要的一支!现代医学将脾肾学说在神经肌肉系

统及消化系统疾病研究中做了进一步理论及临床研

究(

!

!

%

)

!其中邓铁涛教授多年来致力脾肾相关理论的

研究!认为脾肾决定人的体质禀赋!并通过调理脾肾

治疗运动神经元疾病取得一定疗效(

;

)

* 现代有多项

研究集中在通过运用脾肾之间的关系进而治疗糖尿

病'重症肌无力'痛风'骨质疏松'慢性肾衰竭等疾

病(

$

$

8

)

!但两者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未见进一步微

观探索研究*

有机阴离子转运肽 $

/2L>E?- >E?/E .2>EBJ/2.12

J/4MJ1J.?K1

!

/>.J

% 是一种动物及人体内重要的膜转

运蛋白!可高效地对多种生物体异物转运(

7

!

:

)

!实验发

现脾虚状态下大鼠马兜铃酸 $

>2?B./4/-A?- >-?K

!

II

% 代谢改变! 其排泄增多与肾' 大肠组织中

/>.J!>#

'

/>.J!0#

表达改变相关(

#"

!

##

)

!本实验以此

为切入点进一步探讨中医脾肾间的相互联系*

材料与方法

#

#动物#

#"

周龄
OQ]

级
OG

健康成年雄性大

鼠
;9

只!体重
!$" a%"" L

!由中山大学动物实验中心

提供!许可证号#

O&V`

$粤%

!"":

$

""##

* 实验动物

质量合格证号#

""7:$775

!

#药物与试剂#马兜铃酸
(

$

II

"

(

%

!" =LH

支!

纯度
!::b

!购自芜湖甙尔塔医药科技有限公司$批

号#

!"#"##!9

%&利血平注射液$

# =LH

支%!购自广

州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批号#

#"#"#9

%&

)2?@/4

提取试剂!购自
(E^?.2/L1E

$批号#

#$$:9

$

"#7

%&

WIQG\

单克隆抗'

QW)

一抗!购自
O>E.> &2D@

&

IE.?

"

L/>. (LW

"

\NQ

!购自
ZOWX

"

X(,

公司&

Q3G]

膜!购自
X?/

"

N>K

公司&

$

%逆转录
0DUU12

'

$

%定量

Q&N 0DUU12 K6)QB =+c3 )>d

酶等!购自
)>P>2>

GNN%:"I

&

<&c

荧光底物购自
Q?12-1

公司$批号#

%8"8#

%&氯仿'异丙醇'无水乙醇等!购自广州中南

化工*

%

#仪器#

IX( 8$""

荧光定量
Q&N

仪 $

<J

"



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

,-./012 !"#$

!

3/45 %$

!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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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1EK/U

公司%!

$;#8N

的冷冻台式高速离心机$

X?/

"

N>K

公司%!定性
Q&N

仪$

&#"""

%'超声细胞破碎仪

购自上海天呈科技有限公司!垂直电泳仪及转移系统

$

X?/

"

N>K

公司%!脱色摇床$

N/./=?S

公司%!射线摄

影暗匣$广州艺佳生物%*

;

#分组及造模#动物购买后先饲养
!

天* 将大

鼠随机编号分成
;

组!分别为空白组$

#!

只%'脾虚组

$

!!

只%'

II

"

(

组$

9

只%'脾虚
II

"

(

组$

9

只%* 常规饮

食饮水!脾虚组及脾虚
II

"

(

组予利血平
$ =LH

$

PL

"

K

%

皮下注射造模(

#!

)

!空白组及
II

"

(

组予
"

!

:b

氯化钠溶

液皮下注射!连续
#"

天!因脾虚组大鼠体重消瘦明

显!精神萎靡!

## a#9

天利血平减量
% =LH

$

PL

"

K

%!

无大鼠死亡!模型成功率
#""b

* 空白组及脾虚组各

9

只进行
II

"

(

药代动力学检测&脾虚组取
#"

只进行

肾'大肠'小肠组织
II

"

(

浓度检测&空白组'脾虚组'

II

"

(

组及脾虚
II

"

(

组各
9

只大鼠进行
/>.J!>#

'

/>.J!0# =N6I

及蛋白检测*

$

#一般情况#实验过程中每天密切观察脾虚大

鼠$脾虚组及脾虚
II

"

(

组大鼠%及空白大鼠$空白组

及
II

"

(

组大鼠%的一般状态!如饮食量'饮水量'体

重'生长体态'粪便情况'精神状态'活动状态'被毛色

泽等*

9

#

II

"

(

药代动力学及组织浓度检测#造模成功

后!脾虚组及空白组各随机抽取
9

只大鼠行颈静脉插

管!予
II

"

( !" =LHPL

灌胃后取
$

'

#$

'

%"

'

;$

'

9"

'

:" =?E

时间点的血浆!检测
II

"

(

药物代谢情况* 同

时另取
#"

只脾虚组大鼠在予
II

"

( !" =LHPL

灌胃

后
$

'

#$

'

%"

'

;$

'

9" =?E

时分别取肾'大肠'小肠

%

种组织做组织浓度测定!每个时间点
!

只大鼠* 均

采用高效液相色谱法$

\Qc&

%的外标法检测
II

"

(

浓度(

#%

)

*

8

#

;

组大鼠
/>.J!>#

'

/>.J!0# =N6I

及蛋白

检测

8

!

#

#动物内脏标本采集#造模成功后!脾虚组

及空白组各取
9

只分别予生理盐水灌胃&

II

"

(

组'脾

虚
II

"

(

组予
!" =LHPL II

"

(

灌胃后
9" =?E

时间点

取肾'大肠'小肠
%

种组织*

8

!

!

#采用
N)

"

Q&N

检测
/>.J!>#

'

/>.J!0#

=N6I

表达#使用
W1EX>EP

查找目的基因
=N6I

序列!在
&GO

区设计特异性引物!由上海英骏生物技

术有限公司合成#

/>.J!>#

#上游引物#

$

&"

&IW&

"

)I&)W&)&&&W)&&I)

"

%

&& 下 游 引 物#

$

&"

&I&

W&WIIWWI&&I)&I)W

"

%

&&探针#

$

&"

]I+

"

))&

"

&)&I)))&&)))W&WW&W&)

"

)I+NI

"

%

&

5/>.J!0#

#

上游引物#

$

&"

))&&IW)&W&I&IWIII&&I

"

%

&&下

游引物#

$

&"

IWWIWI)&&&IIIWWW&)W)I

"

%

&&探

针#

$

&"

]I+

"

)W&))WW&I))WW&WW)W

"

)I+NI

"

%

&

5 N

"

WIQG\

# 上游引物#

$

&"

)WW)&)I&I)W))&

"

&IW)I)WI&)

"

%

&&下游引物#

$

&"

&&I)))WI)W)

"

)IW&WWWI)&)&

"

%

&& 探 针
$

&"

]I+

"

&&I&W

"

W&IIW))&II&WW&I&IW)

"

)I+NI

"

%

&

5

取
; !c

N6I

模板做逆转录反应!反应条件为#

:%

'

! =?E

!

然后
:%

'

#$ B

!

$$

'

!$ B

!

8!

'

!$ B

!共
;"

循环*

反应结束后电脑自动分析计算各组织的
&.

值!

Q&N

结果计算可按
!

$

""&.来计算*

8

!

%

# 采用
*1B.12E 04/.

法检测
/>.J!>#

'

/>.J!0#

的蛋白表达#将上述组织加入裂解液!进行

组织蛋白定量!将细胞样品取
#"" !c

加入
$V

蛋白上

样缓冲液
!$ !c

!放入沸水中煮沸使蛋白变性!

#" """ 2 H=?E

离心* 凝胶固定后电泳至溴酚蓝到达

分离胶底部上方约
"

!

$ -=

!电泳后进行转膜!封闭!

洗膜!加一抗!

<&c

化学发光法检测*

7

#统计学方法#应用
OQOO #%

!

"

统计软件!

实验数据采用
S

(

B

表示* 多组均数间比较采用方

差分析!在结果数值不服从正态分布的情况下!采

用
`2DBP>4

"

*>44?B

检验进行多组数据比较!组间两

两比较采用组间
.

检验!

Q R"

!

"$

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结##果

#

#脾虚大鼠与空白大鼠造模后体重'饮食'饮水

情况比较$表
#

%#造模期间!脾虚大鼠第
%

天开始出

现便溏'肛周不洁等表现* 从第
$

天!开始出现明显的

食欲不振! 饮食饮水量减少'嗜卧懒动'便溏$肛周不

洁%'第
#"

天出现消瘦明显'身体羸弱!毛色晦暗发

黄'精神萎靡* 与空白大鼠比较!脾虚大鼠造模后体

重'饮食及饮水情况均明显下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Q R"

!

"#

%*

表
#

$脾虚大鼠与空白大鼠造模后体重'

饮食'饮水情况比较#$

S

(

B

%

组别
E

体重$

L

% 饮食$

L

% 饮水$

=c

%

脾虚大鼠
!7

!%9

)

77

(

9

)

9!

#

7

)

#;

(

#

)

8

#

:

)

#8

(

!

)

"%

#

空白大鼠
#7 %#8

)

#:

(

;

)

97 !$

)

$9

(

"

)

:7 !;

)

!"

(

#

)

##

##注#与空白大鼠比较!

#

Q R"

)

"#

!

#空白组及脾虚组大鼠血浆中
II

"

(

代谢曲线

$图
#

%#脾虚组大鼠灌胃后
;$ =?E

时体内
II

"

(

血浆

浓度值达到峰值!较空白组峰值时间延后* 但与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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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第
%$

卷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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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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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2 !"#$

!

3/4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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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组比较!脾虚组大鼠灌胃后
#$

'

%"

'

;$

'

9" =?E

时体内

II

"

(

血浆浓度值明显较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Q R

"

!

"$

%*

##注#与空白组比较!

#

Q R"

!

"$

图
#

$脾虚组及空白组大鼠
II

"

(

血浆浓度曲线#$

E _9

%

%

#脾虚组肾'大肠'小肠
%

种组织中
II

"

(

组织浓

度比较$图
!

%#从
$ =?E

开始!

%

种组织浓度逐渐升

高!

;$ =?E

时小肠组织中
II

"

(

浓度达到高峰!

9" =?E

时小肠浓度明显下降!但肾组织及大肠组织中
II

"

(

浓

度明显升高* 各组织间及各时间点间比较!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

Q e"

!

"$

%*

;

#

;

组大鼠肾'大肠'小肠中
/>.J!>#

'

/>.J!0#

=N6I

表达结果比较$图
%

%#与空白组比较!

II

"

(

组

图
!

$脾虚组大鼠肾'大肠'小肠组织中
II

"

(

浓度曲线

小肠组织
/>.J!>#

'

/>.J!0# =N6I

表达水平明显降

低!大肠组织
/>.J!># =N6I

表达水平明显降低!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Q R "

!

"$

!

Q R "

!

"#

%!

!

组肾组织

=N6I

表达水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Q e

"

!

"$

%& 与脾虚组比较! 脾虚
II

"

(

组肾组织中

/>.J!>#

'

/>.J!0# =N6I

表达水平明显升高!大肠

组织中
/>.J!0# =N6I

表达水平也明显升高!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Q R"

!

"$

%*

$

#

;

组大鼠肾'大肠'小肠中
/>.J!>#

'

/>.J!0#

蛋

白表达情况$图
;

%#

;

组大鼠在肾'大肠'小肠
%

种组织

中均有
/>.J!>#

'

/>.J!0#

蛋白表达!

II

"

(

组肾'大肠'

小肠组织中
/>.J!>#

'

/>.J!0#

蛋白表达水平较空白组

明显降低!而脾虚
II

"

(

组肾'大肠'小肠组织中
/>.J!>#

'

/>.J!0#

蛋白表达水平较脾虚组明显升高*

##注#与空白组比较!

#

Q R"

!

"$

!

##

Q R"

!

"#

&与脾虚组比较!

"

Q R"

!

"$

图
%

$

;

组大鼠肾'大肠'小肠组织中
/>.J!>#

'

/>.J!0# =N6I

表达$

E _9

!

S

(

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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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注#

I

为空白组!

X

为
II f (

组!

&

为脾虚组!

G

为脾虚

II

"

(

组

图
;

$

;

组肾'大肠'小肠组织
/>.J!>#

'

/>.J!0#

蛋白表达

讨##论

中医关于脾肾相关理论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

面#一为先后天根本论#肾为先天之本!主藏精气&脾为

后天之本!主生气血!即+先天生后天!后天济先天,之

脾肾相互资生关系&二为脾肾为病相互传变的关系!如

-景岳全书.所说#+或先伤于气!气伤必及于精&或先

伤于精!精伤必及于气,!临床上可见脾病及肾!肾病

及脾的传变规律* 自邓铁涛教授在
#:9"

年开始集中

研究脾肾相关理论!以健脾补肾的方法创建强肌健力

方治疗运动神经元疾病并取得一定成效(

#;

!

#$

)

* 以上

实验研究从客观临床到微观免疫等方面对脾肾关系的

深入探讨!对脾肾本质的研究有了一定的进步!但仍处

于研究的初始阶段!中医脾肾相互调节的物质基础仍

待进一步阐明*

有研究发现脾肾虚同脂质代谢'内环境性激素代

谢密切相关(

#$

!

#9

)

* 而本实验从脾虚角度入手!研究脾

虚状态下
II

"

(

代谢同肾'大肠'小肠组织中
/>.J!>#

'

/>.J!0#

的表达之间的相互关系来探讨脾肾在物质代

谢中的相关关系*

II

"

(

是
II

类化合物中最常见的一种!具有潜在

肾毒性'神经毒性'致基因突变的毒性物质!大鼠予

II

"

(

灌胃后可迅速分布到多种脏器中!其分布半衰期

为
"

!

97 A

!大多数经肠道及尿液所清除(

#8

!

#7

)

* 研究

发现
II

"

(

口服
cG$"

剂量为
!"%

!

; =LHPL

(

#:

)

!本实

验给予安全剂量的
II

"

(

$

!" =LHPL

%一次灌胃!发现

在脾虚大鼠体内
II

"

(

的血药浓度从
$ =?E

开始较空

白组升高!

;$ =?E

时达高峰!峰值时间较空白组延后!

说明脾虚状态下机体对
II

"

(

这种外来性物质吸收转

输出现障碍!可能与脾虚相关* 但在
9" =?E

时间点

血药浓度可迅速下降至与空白组类似的浓度!可见脾

虚状态下机体对
II

"

(

的代谢有一定的适应性调节代

偿机制!以维持内环境的稳态* 从脾虚组中各组织

II

"

(

组织浓度的结果中发现
9" =?E

时肾及大肠中

II

"

(

浓度明显升高!提示肾'大肠可能是脾虚大鼠中

II

"

(

代谢的代偿脏器*

为进一步证实肾及大肠在在脾虚状态下的
II

"

(

代谢中的代偿机制!本实验观察到在
9" =?E

时间点!

脾虚及空白组大鼠肾脏'大肠'小肠组织中
/>.J!>#

'

/>.J!0#

的
=N6I

表达也发生了改变*

/>.JB

属于

溶质载体超家族!是动物内重要的膜转运蛋白!其分布

广泛!分布在胃肠道'肝脏'肾脏等脏器中!介导多种

内'外源物质的跨细胞转运!对保持机体及细胞内外环

境的稳态平衡起着重要作用!不同组织中
/>.JB

的表

达对其底物的代谢影响同该组织的生理功能密切相

关!

/>.JB

可介导细胞摄取大量结构各异的药物!在药

物代谢的作用得到广泛公认(

7

!

!"

)

* 实验发现在脾虚

II

"

(

组
9" =?E

时间点!肾组织中
/>.J!>#

'

/>.J!0#

表达升高!大肠组织中
/>.J!0#

表达也升高!说明肾

及大肠中物质的跨膜转运增多!体内物质浓度发生改

变!同此时间点大肠'肾组织中
II

"

(

浓度明显升高!与

血药浓度明显降低相吻合!以上结论说明
II

"

(

血药浓

度的改变同肾'大肠'小肠
%

种组织中
/>.J!>#

'

/>.J!0#

表达改变相关*

/>.J!>#

'

/>.J!0#

可能是

II

"

(

代谢的内源性机制之一* 并提示脾虚情况下!机

体对
II

"

(

的排泄通过提高肾'大肠对其的排泄作用而

维持内环境的稳定!脾肾可相互为用!相辅相成*

脾虚影响小肠分清泌浊功能!

II

"

(

在体内聚集!

;$ =?E

时小肠组织中
II

"

(

浓度最高* 但在
9" =?E

时!小肠组织中浓度下降!肾及大肠组织中
II

"

(

浓度

升高!此时肾组织中
/>.J!>#

'

/>.J!0#

表达明显升

高!大肠组织中
/>.J!0#

表达也升高!

II

"

(

跨膜转运

增加!提示
II

"

(

可通过增加肾'大肠组织的
/>.JB

转

运将体内聚集的高浓度
II

"

(

排出体外* 大肠主传导!

主排泄代谢废物&肾为水脏!可下接脾所散之精通过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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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之气化作用而排泄糟粕* 说明脾虚状态下!肠道对

II

"

(

代谢机制受损!此时机体通过加强对肠道及肾脏

的调节机制加强
II

"

(

的代谢以维持机体的稳态!是机

体的一种自身代偿调节!体现脾肾之间的相互协调作

用* 同时也反应在脾虚情况下!

II

"

(

可能在肾脏中的

积蓄作用加重!从脾虚到肾虚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皆提

示脾病可及肾!为脾肾相关理论提供佐证*

但本实验仅仅使用小剂量
II

"

( #

次灌胃!并局限

于
# A

内的观察!未见肾功能及形态的改变* 在此实

验的基础上!日后可进一步通过脾虚慢性
II

"

(

蓄积模

型!进一步观察肾脏功能的改变!完善脾病及肾的实验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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