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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研究!

健脾补肾'清肠化湿方对骨髓间充质干细胞

增殖迁移的影响

朱"磊#

"

!

"沈"洪#

"刘"丽#

"顾培青#

"成家飞#

"张"露#

摘要"目的"观察健脾补肾#清肠化湿方对骨髓间充质干细胞$

.4I- E1//4O E-G-ILH2E15 GP-E

L-55G

"

?+Q&G

%增殖迁移的影响& 方法"贴壁筛选法体外分离培养
?+Q&G

"制备细胞悬液"空白对照组不

予任何药物干预"健脾补肾#清肠化湿方低#中#高剂量组$简称复方低#中#高剂量组%分别加入含有
"

!

%>

#

"

!

:8

#

#

!

C$ !J NE@

复方共同孵育& 采用
&&R

$

8

法检测
?+Q&G

增殖能力'采用
)/1IGO-55

法检测
?+

$

Q&G

迁移趋化能力& 另设复方各剂量组联合细胞外调节蛋白激酶$

-SP/1L-55051/ /-J051P-T U/4P-FI VF

$

I1G-

"

DWR

% 激酶抑制剂
X"#!$

作为对照"采用
*-GP-/I .54P

法检测
DWR

和 环磷腺苷效应元件结合蛋

白$

&B+A /-GU4IGFY- -5-E-IP

$

.FITFIJ U/4P-FI

"

&WD?

% 蛋白磷酸化水平& 结果"与空白对照组比较"

复方低#中#高剂量组均能促进
?+Q&G

增殖和
?+Q&G

迁移数目增多$

A Z"

!

"C

%"且复方中#高剂量组促

?+Q&G

增殖作用优于复方低剂量组$

A Z"

!

"C

%& 与空白对照组比较"复方各剂量组
DWR

和
&WD?

蛋白磷

酸化水平升高$

A Z"

!

"C

%"且能被
X"#!$

抑制$

A Z"

!

"#

%'与复方低剂量组比较"复方中#高剂量组
DWR

磷

酸化水平升高$

A Z"

!

"C

%& 结论"健脾补肾#清肠化湿方能促进
?+Q&G

的增殖迁移"其机制可能与
DWRN

&WD?

信号通路有关&

关键词"健脾补肾#清肠化湿方'骨髓间充质干细胞'增殖'迁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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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I U/45F[-/1PF4I 1IT EFJ/1PF4I 4[ .4I- E1//4O E-G-ILH2E15 GP-E L-55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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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PH4T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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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H- U/45F[-/1PF4I 4[ ?+Q&G O1G .-PP-/ FI EFT 1IT HFJH T4G- '?\]W J/40UG PH1I FI PH-

54O T4G- '?\]W J/40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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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4EU1/-T OFPH PH- 54O T4G- '?\]W J/40U

!

PH- UH4GUH4/251PF4I 4[ DWR FIL/-1G-T FI EFT 1IT HFJH

T4G- '?\]W J/40UG OFPH GP1PFGPFL15 TF[[-/-IL-

$

A Z"

$

"C

%

6 &4IL50GF4I

#

'?\]W L405T U/4E4P- PH- U/45F[

$

-/1PF4I 1IT EFJ/1PF4I 4[ ?+Q&G

!

1IT FPG E-LH1IFGE EFJHP .- /-51P-T P4 DWRN&WD? GFJI15FIJ U1PHO126

RDa*MW;Q

#

'F1IUF ?0GH-I \FIJLH1IJ ]01GHF W-LFU-

&

.4I- E1//4O E-G-ILH2E15 GP-E L-55

&

U/4

$

5F[-/1PF4I

&

EFJ/1PF4I

""溃疡性结肠炎$

05L-/1PFY- L45FPFG

!

X&

%是一种主要

累及直肠'结肠黏膜的慢性非特异性炎症!患病率逐年升

高( 近年来!干细胞移植已成为治疗
X&

的新手段( 骨

髓间充质干细胞$

.4I- E1//4O E-G-ILH2E15 GP-E

L-55G

!

?+Q&G

%是一种具有多向分化潜能的细胞( 研究

表明!

?+Q&G

通过对损伤部位的免疫调节或间质细胞分

化!从而促进
X&

肠黏膜屏障的重建(

?+Q&G

治疗
X&

的前提是外周血循环中要有足够量的骨髓干细胞!才能

保证
?+Q&G

到达病变结肠黏膜并在结肠微环境中转

化( 文献报道在炎症性肠病模型大鼠损伤肠黏膜组织中

发现有外源的骨髓细胞定植!定植的
?+Q&G

可以促进

肠上皮增殖!调节免疫功能)

#

#

9

*

( 中医学认为
X&

迁延难

愈的病机主要为脾肾两虚!湿浊留恋不化!主要治法为健

脾补肾!清肠化湿( 健脾补肾'清肠化湿方为沈洪教授多

年治疗
X&

总结出的方剂!治疗
X&

在临床上有着较好的

疗效优势)

C

*

( 故本实验拟从体外观察健脾补肾方'清肠

化湿方体外对
?+Q&G

增殖迁移的影响!为进一步研究

其治疗
X&

提供实验依据(

材料与方法

#

"动物"

C

只雄性
Q;

大鼠!

QA,

级!

9

%

C

周

龄!体重
#C" J

!由扬州大学动物中心提供!合格证号#

Q&=R

$苏%

!"#%

#

""!$

(

!

"药物"健脾补肾'清肠化湿方$生黄芪'炒白

术'益智仁'黄芩'黄连'地榆等共
>

味药%!批号分别为

#9"9"#

'

#9"9"#

'

#9"9"!

'

#9"%"#

'

#9"9"!

'

#9"%"!

'

#9"9"!

'

#9"9#C

'

#9"%"#

%( 以上药物均在南京市药品

检验所进行质量检验鉴定为合格中药饮片(

%

"试剂及仪器"大鼠
?+Q&G

培养基$

;+D+

低

糖培养基加
#"b

胎牛血清加双抗! 江阴齐氏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批号#

!"#9"9"C

%&

A?Q

缓冲液$

JF.L4

公司!

批号#

8##!!8$

%&

&&R

$

8

试剂盒$碧云天生物科技研究

所!批号#

^<:""

%&

)/1IGO-55

小室 $

&4/IFIJ

!批号#

##C#9"!#

%&磷酸酶抑制剂 $博士德公司!批号#

"> #̂9?!#

%&蛋白酶抑制剂 $博士德公司!批号#

">(">B$"

%( 主要仪器#

)H-/E4 QLF-IPF[FL ]DWBL-55

#C"F

二氧化碳细胞培养箱 $

)H-/E4 QLF-IPF[FL

!

XQB

%!

Q*

$

&'

$

#,

超净工作台$苏州净化设备有限公

司%!

(=:#

研究级倒置显微镜 $

M52EU0G

!

'1U1I

%!

);@

$

C"?

低速台式离心机$上海安亭科学仪器厂%!

+FIF

$

A/4P-1I )-P/1

小型垂直电泳系统 $

?F4

$

W1T

!

XQB

%!

&@#:W

台式高速离心机$

)H-/E4 QLF-IPF[FL

!

XQB

%!

)1I4I

$

C!""

全自动化学发光图像分析系统$上

海天能科技有限公司%!

]a&

$

%$"

医用冷藏箱$海尔集

团有限公司%!

;*

$

!C@!$!

#

!C

&低温保存箱$海尔集

团有限公司%!

W)

$

$"""

酶标仪$深圳雷杜公司%(

9

"中药及实验溶液配制"中药清膏制备#按成人

用量!称取健脾补肾'清肠化湿方
#

剂!共
8! J

!加水煎

煮
!

次!第
#

次加
#"

倍量水!浸泡
# H

!加热煎煮

$" EFI

!滤过$过
#""

目筛网%&第
!

次加
#"

倍量水!加

热煎煮
9" EFI

!滤过$过
#""

目筛网%&合并
!

次滤液!

浓缩至相对密度为
#

!

!C

$

$"

&%的清膏备用( 胎牛血

清#

C$

&水浴
%" EFI

灭活血清中的补体等成份!冷却

后分装! #

!"

&贮存备用(

A?Q

$磷酸盐缓冲液%#

71&5 8

!

"" J

'

R&5 "

!

!" J

'

71

!

]AM

9

"

#!]

!

M

%

!

$!8 J

'

R]

!

AM

9

"

!

!9 J

溶于
8"" E@

去离子水中!

搅拌溶解后!以浓盐酸调
U]

值至
:

!

!

!定溶
# @

!高压灭

菌后存于
9

&备用( 胰酶溶液#胰蛋白酶
"

!

!C J

'

71&5

8

!

"" J

'

R&5 "

!

!" J

'

71

!

]AM

9

"

#!]

!

M "

!

#89 J

'

R]

!

AM

9

"

!

"! J

'葡萄糖
!

!

" J

!定溶于
# @

去离子水

中!充分搅拌溶解后!过滤除菌!分装后
9

&避光保存

备用(

C

"实验分组"

?+Q&G

悬液随机分为
9

组 #空白

对照组加入超纯水!即母液体积的千分之一!实验过程

中不予以任何药物干预&复方各剂量组根据前期预实验

结果!加健脾补肾'清肠化湿方低剂量$

"

!

%> !J NE@

%'

中剂量$

"

!

:8 !J NE@

%和高剂量$

#

!

C$ !J NE@

%共同孵

育( 采用
*-GP-/I .54P

法检测细胞外调节蛋白激酶

$

-SP/1L-55051/ /-J051P-T U/4P-FI VFI1G-

!

DWR

%和环

磷腺苷效应元件结合蛋白$

&B+A /-GU4IGFY- -5-

$

E-IP

$

.FITFIJ U/4P-FI

!

&WD?

% 蛋白磷酸化水平时!复

方各剂量组联合
DWR

激酶抑制剂
X"#!$

作为对照(

$

"方法

$

!

#

"

?+Q&G

的分离培养与鉴定"

?+Q&G

传

代培养!采用贴壁筛选法培养原代细胞)

$

*

( 于
C" E@

离心管中倒入
!C c%C E@

的
:Cb

乙醇( 大鼠腹腔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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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戊巴比妥钠$

#"" EJNVJ

%!无菌条件下取股骨及胫

骨!于
:Cb

乙醇中浸泡
#" EFI

( 用无菌的眼科直镊从

乙醇中取骨!放至含有
]DADQ

缓冲液的无菌平皿中(

用
A?Q

缓冲液冲洗!然后将骨移至含有基础培养基的

无菌平皿中( 显露骨髓腔!用
#" E@

注射器吸取基础

培养基!冲洗骨髓腔!冲出骨髓( 用一次性吸管收集液

体于
C" E@

离心管中!并反复吹打制成骨髓单细胞悬

液!

# C"" /NEFI

离心
C EFI

( 弃上清!用含
#"b,?Q

和
#b

双抗的
+#>>

培养液重悬细胞沉淀!接种于培养

瓶中(

%:

&!

Cb&M

!

条件下培养
!9 H

后!换用新鲜

+#>>

培养液继续培养( 以后每
% c9

天换液
#

次(

当原代培养的细胞生长到培养瓶底面积约
>"b

时!进行细胞传代( 室温下!用吸管吸弃培养液后!加

入
"

!

!Cb

胰蛋白酶消化( 显微镜镜下观察细胞消化

情况!当细胞变圆并有少部分脱落时!加入完全培养基

终止消化&用吸管轻轻吹打贴壁细胞!吹打时吸管头浸

在培养液下!直到贴壁细胞悬浮!计数细胞总数( 按

#

'

!

进行传代培养!按
!

(

#"

$ 细胞
NLE

! 接种于培养

瓶!并记为
A#

代( 接种后每
%

日换液!每日观察细胞

形态及生长情况!当细胞融合达到
8"b

%

>"b

时!重

复传代操作!并记为
A!

!余类推(

$

!

!

"

?+Q&G

免疫荧光鉴定"参照文献)

:

*( 将

细胞融合了
8"b

的培养板取出!吸出培养基!用温育

的
A?Q

冲洗细胞
!

次!每次
! EFI

!然后用
9b

多聚

甲醛在室温条件下固定细胞
%" EFI

(

A?Q

冲洗细胞

!

次!每次
C EFI

!然后在
9

&条件下!用
"

!

#b )/F

$

4I=

$

#""

透膜
#C EFI

(

A?Q

冲洗细胞
!

次!每次

C EFI

!然后在室温条件下!用
%b ?QB

封闭细胞

! H

(按
#

'

!""

的比例稀释一抗$

%b?QB

稀释%!然后

将其放在
9

&冰箱中孵育过夜(

A?Q

冲洗细胞
%

次!

每次
C EFI

(按
#

'

!""

的比例稀释二抗!室温条件下

放置
! H

(

A?Q

冲洗细胞
%

次!每次
C EFI

!最后在倒

置显微镜下观察图像!检出明亮绿色荧光为阳性(

$

!

%

"

?+Q&G

增殖能力测定"采用
&&R

$

8

法(

制备细胞悬液!接种到
>$

孔板中!每孔约
#"" !@

细

胞悬液!贴壁过夜( 弃去培养基!复方各剂量组分别加

入含有
"

!

%>

'

"

!

:8

'

#

!

C$ !J NE@

药物的培养基!终体

积为
#"" !@

!以只加培养液的孔为空白调零孔&每个

浓度设
C

个复孔&药物作用
!9 H

后每孔中加入

C EJNE@

的
&&R

$

8

溶液
#" !@

&细胞于细胞培养箱

中孵育
! H

!在
9C" IE

测定透光值!计算光密度值(

$

!

9

"

?+Q&G

迁移趋化能力测定"采取
)/1I

$

GO-55

法( 取第
9

代
?+Q&G

细胞!铺满培养瓶底约

8"b

时!分别加入中药复方至终浓度为
"

'

"

!

%>

'

"

!

:8

'

#

!

C$ !J NE@

培养
#! H

!换无血清培基$含有相同浓度

的中药复方%!饥饿处理
#! H

( 胰酶消化细胞!用无血

清培基$含
"

!

Cb?QB

%中止消化并稀释得细胞悬液

$

#"

$

NE@

%(

#"" !@

细胞悬液接种至
C !E

孔径的
)/

$

1IGO-55

小室的上室!

$"" !@ #"b,?Q

的大鼠间充质

干细胞培养基加入下室!细胞培养箱中继续培养
!9 H

(

取出
)/1IGO-55

小室用
A?Q

洗涤
!

次!

9b

多聚甲醛室

温下固定
%" EFI

!

A?Q

洗涤
%

次!用棉签小心地擦去上

室细胞!于
"

!

#b

结晶紫中
%:

&浸泡
%" EFI

!

A?Q

漂

净!每个小室选取
%

个视野显微镜下人工计数(

$

!

C

"

DWR

和
&WD?

蛋白磷酸化水平测定"采

用
*-GP-/I .54P

法检测(

$

孔板中培养细胞!细胞分

组$每组
%

个复孔%&处理
!9 H

$其中
X"#!$

组在加入

中药前
%" EFI

先加入
X"#!$

%后收集各组细胞!

A?Q

洗涤两次!加入细胞裂解液
!"" !@

冰上摇晃裂解

C EFI

! 吸取细胞裂解液
#" """ / NEFI

离心
#" EFI

!

采用
?&B

蛋白测定试剂盒对蛋白进行定量!加入上

样
?0[[-/ #""

&保持
8 EFI

( 制备
#!b

聚丙烯酰胺

Q;Q

凝胶!每条泳道加约
!" !J

蛋白!电泳后

%"" EB

湿转
>" EFI

至
7&

膜$

?F4

$

W1T "

!

! !E

%

上!

Cb

脱脂牛奶封闭!一抗
9

&孵育过夜!

A?Q)

洗涤

$

次!辣根过氧化物酶标记二抗
%"

&孵育
# H

!

A?Q)

洗涤
$

次!加入
D&@

发光液孵育!天能
C !""

全自动

化学发光图像分析系统检测各蛋白条带亮度(

:

"统计学方法"采用
QAQQ #>

!

"

软件进行统

计分析!数据结果以
S

)

G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P

检验!

A Z"

!

"C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

"细胞培养形态及鉴定$图
#

%"倒置显微镜下可

见#

?+Q&G

接种后!原代培养的
?+Q&G

在悬液中呈

圆形!

!9 H

后即可见细胞开始贴壁!细胞呈现出成纤维

状或短梭形(

!

%

%

天后出现散在细胞集落!贴壁生长!

增殖较慢!细胞相互紧密贴附生长!逐渐融合成片!沿胞

体长轴有序排列( 经传代纯化!第
%

代$

A%

%

?+Q&G

形

态单一均匀!融合后呈典型的极性!漩涡状生长(

采用免疫荧光法对
?+Q&G

表面分子进行鉴定!

显微镜下可检出荧光素发出的明亮的绿色荧光!

&;99

'

&;#%%

为阳性!符合
?+Q&G

细胞表面抗原特

征( 连续传代后
?+Q&G

表面分子表达无明显改变(

!

"各组
?+Q&G

增殖情况比较$表
#

%"与空白

对照组比较!复方低'中'高剂量组
M;

值和
?+Q&G

增殖率均增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A Z"

!

"C

%&与复方

低剂量组比较!复方中'高剂量组升高更明显!差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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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

B

为
&;99

&

?

为
&;#%%

图
#

#

?+Q&G

表面分子
&;99

'

&;#%%

表达情况

表
#

#各组
?+Q&G

增殖情况比较"$

S

)

G

%

组别
I M;

值 增值率$

b

%

空白对照"

$ "

*

%8:

)

"

*

"#" #

复方低剂量
$

"

*

9"$

)

"

*

"#%

!

#"9

*

:C

!

复方中剂量
$

"

*

9:8

)

"

*

"!#

!"

#!%

*

%9

!"

复方高剂量
$

"

*

9:#

)

"

*

"#9

!"

#!#

*

$$

!"

""注# 与空白对照组比较!

!

A Z "

!

"C

& 与复方低剂量组比

较!

"

A Z"

!

"C

统计学意义 $

A Z"

!

"C

%(

%

"各组
?+Q&G

迁移趋化能力比较$表
!

!图
!

%

与空白对照组比较!复方各剂量组治疗后
?+Q&G

迁

移数目增多!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A Z"

!

"C

%(

表
!

#各组
?+Q&G

迁移趋化能力比较"$个!

S

)

G

%

组别"""

I

迁移数目

空白对照"

% 98

*

""

)

$

*

>8

复方低剂量
%

:"

*

:8

)

!

*

C"

!

复方中剂量
%

$:

*

:8

)

8

*

CC

!

复方高剂量
%

$C

*

C$

)

9

*

C!

!

""注#与空白对照组比较!

!

A Z"

!

"C

""注#

B

为空白对照组&

?

为复方低剂量组&

&

为复方中剂量

组&

;

为复方高剂量组

图
!

#各组
?+Q&G

迁移趋化能力比较

$结晶紫染色! (

!""

%

9

"各组
?+Q&G DWR

'

&WD?

蛋白磷酸化水平比

较$表
%

!图
%

%"与空白对照组比较!复方各剂量组
DWR

磷酸化水平升高$

A Z"

!

"C

%&与复方低剂量组比较!复方

中'高剂量组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A Z"

!

"C

%( 加入

DWR

激酶抑制剂
X"#!$

后!

X"#!$

各组与未联合

X"#!$

复方各组比较!

DWR

磷酸化水平明显下降$

A Z

"

!

"#

%(

与空白对照组比较!复方各剂量组
&WD?

磷酸化

表达升高$

A Z"

!

"C

%&加入
DWR

激酶抑制剂
X"#!$

后!

X"#!$

各组与未联合
X"#!$

复方各组比较!

&WD?

磷酸化水平明显下降$

A Z"

!

"#

%(

表
%

#各组
?+Q&G UDWR

及
U&WD?

蛋白

相对表达量比较"$

S

)

G

%

组别
I UDWR

蛋白
U&WD?

蛋白

空白对照
% "

*

!>

)

"

*

"% #

*

#!

)

"

*

##

复方低剂量
%

"

*

9C

)

"

*

"C

!

#

*

#:

)

"

*

#!

!

复方中剂量
%

#

*

$"

)

"

*

#>

!"

#

*

%>

)

"

*

#9

!

复方高剂量
%

#

*

"C

)

"

*

#!

!"

#

*

#"

)

"

*

##

!

低剂量
d X"#!$ %

"

*

""

)

"

*

""

#

"

*

#%

)

"

*

"#

#

中剂量
d X"#!$ %

"

*

""

)

"

*

""

#

"

*

%#

)

"

*

"%

#

高剂量
d X"#!$ %

"

*

""

)

"

*

""

#

"

*

#:

)

"

*

"!

#

""注#与空白对照组比较!

!

A Z "

!

"C

!

!!

A Z "

!

"#

&与复方低剂量组

比较!

"

A Z"

!

"C

& 与复方对应各剂量组比较!

#

A Z"

!

"#

""注#

B

为空白对照组&

?

为复方低剂量组&

&

为复方中剂量

组&

;

为复方高剂量组&

D

为低剂量
d X"#!$

组&

,

为中剂量
d

X"#!$

组&

^

为高剂量
d X"#!$

组

图
%

#各组
?+Q&G UDWR

和
U&WD?

蛋白电泳图

讨""论

干细胞治疗
X&

日益成为研究的热点!经实验证

明可以分化成多种细胞类型!产生生长因子和细胞因

子参与组织修复和重建)

8

*

!但是
?+Q&G

在骨髓中含

量很低!需进行体外分离纯化和大量增殖(

目前对于
?+Q&G

为何会在病损结肠中定居还不

清楚!但推测可能与病损结肠微环境的影响有密切关

系( 与
?+Q&G

有趋向于损伤部位的能力有关)

>

*

!

?+Q&G

向隐窝基底部$即肠道干细胞所在部位%迁

移'定植!迁移至受损部位(

X&

发生后!在受损肠组

织的招募下!体内病损组织存在某种趋化因子或炎症

细胞的诱导作用!使骨髓干细胞向病损组织定向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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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分化)

#"

*

&或病损结肠局部血管损伤或炎症反应导致

血管通透性增加!有利于循环的
?+Q&G

进入损伤

部位(

?+Q&G

能够迁移定植与受损肠道!但是效率低(

研究报道静脉注射人干细胞到亚致死量照射的小鼠

中!

%

天后检测到肠道只有
"

!

#%b

供体来源的干细

胞)

##

*

( 静脉注射
#"

$

?+Q&G

至葡聚糖硫酸诱导的

结肠炎小鼠!注射后第
$

天只检测到少数细胞)

#!

*

(

DWR

通路是影响
?+Q&G

迁移的诸多信号途径中最

关键的信号通路(

DWR

通路的激活是一个链式的磷

酸化过程!可由
W1[

丝氨酸
N

苏氨酸激酶激活!

W1[

激

活
+-V5N!

后激活
DWR5N!

!

DWR

被激活后可通过激活

糖核体
Q$

激酶激活
&WD?

!也可以直接磷酸化转录

因子
&WD?

!在促进上皮细胞增生'分化和抑制凋亡中

发挥重要作用( 有研究表明!在小鼠缺血
N

再灌注损伤

后!肠上皮细胞中则有可能激活
+BARNDWRN&WD?

信号系统实现其修复!如果用
DWR

激酶抑制剂

X"#!$

预处理后将阻止
?+Q&G

迁移)

#%

*

(

中医学认为
X&

多为素体脾胃虚弱或脾肾两虚!

加之外感湿热!或饮食不节!或情志失调!致脾胃受损!

运化失常!湿热蕴结大肠!传导失司!气血凝滞!腐败成

疡!出现腹泻'脓血便等症状&日久不愈!久则及肾!脾

肾两虚!寒热错杂!虚实并见( 虚责之于脾'肾气$阳%

虚!实责之于湿热壅滞( 故治疗以健脾补肾'清肠化湿

为主( 代表药如生黄芪'炒白术'益智仁'黄芩'黄连

等( 黄芪益气健脾!生肌愈疡!白术运脾又可化湿!与

黄芪'白术合用!健脾益气以复运化之职!杜生湿之源(

益智仁温脾!暖肾!固气!涩精!王好古曰其可+益脾

胃!理元气!补肾虚,( 以入大肠经之黄连'黄芩清肠

化湿!以除病理因素( 诸药寒温并用!使下利止而不

致恋邪!祛邪而不伤正(

本实验从体外观察健脾补肾'清肠化湿方能否促进

?+Q&G

的增殖迁移!采用
&&R

$

8

法检测其对
?+Q&G

增殖的影响!

)/1IGO-55

法检测对
?+Q&G

迁移趋化能

力的影响!采用
*-GP-/I .54P

法检测
DWR

和
&WD?

蛋白磷酸化水平( 结果表明和空白对照组比较!健脾补

肾'清肠化湿方作用大鼠
?+Q&G

细胞
!9 H

后!

"

!

%> !J NE@

浓度组对细胞已产生增殖作用!且
%

个浓

度组均能促进
?+Q&G

的增殖和迁移$

A Z"

!

"C

%!并能

升高
DWR

和
&WD?

蛋白磷酸化水平$

A Z"

!

"C

%!且能

被
X"#!$

抑制( 这为健脾补肾'清肠化湿方治疗
X&

提供了一定的实验依据!为后续研究其向动物模型迁移

分化奠定了基础!但影响
?+Q&G

增殖迁移的因素很多!

怎样使
?+Q&G

更好地归巢!更好地发挥治疗作用!仍

然是个任重而道远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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