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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液质联用技术研究脾虚大鼠血清代谢物谱群特征

贾连群$甄毕贤$徐$荧$杨关林

摘要$目的$应用液质联用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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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脾气虚#脾阳虚大鼠血清代谢物谱群变化特征$并从小

分子代谢物水平探讨脾虚证候本质%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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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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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雄性
IE

大鼠$随机分为正常组#脾气虚组#脾阳虚

组$每组
6

只% 脾气虚证模型造模方法采用先饱食
#

天$再禁食
!

天$自由饮水$每日游泳至力竭$水温
%8

%

%6

&$连续
#8

天% 脾阳虚证造模方法采用脾气虚证加灌服
!"L

番泻叶水浸剂!

! =HG#"" A

"$早晚各

#

次$连续
#

周% 在造模结束后$根据大鼠的一般情况#体重变化及肛温的改变进行模型评价$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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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对大鼠进行血清代谢组学检测$应用正交偏最小二乘判别分析研究组间代谢物谱图差异$并通过变量重

要性投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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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取血清中与证型相关的生物标志物% 结果$与造模前比较$脾气虚组和脾阳虚组大

鼠的体重均有显著降低$两组体重差值与正常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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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脾阳虚组较脾气虚组

体重值降低更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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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正常组比较$脾气虚组和脾阳虚组大鼠的肛温下降$脾阳虚组较脾气虚组

降低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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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胆酸#马尿酸#糠酸#十一烷二甲酸#棕榈油酸#羟基硬脂酸#二十碳三烯酸#苯丙氨酸#酪氨酸#谷氨

酸#丝氨酸#氨基甲酰基天冬氨酸#棕榈酰肉碱#肉豆蔻酰肉碱#乙酰左旋肉碱及亚油肉碱相对含量较脾气虚

组显著降低% 结论$脾气虚及脾阳虚模型大鼠血清中多种代谢物的相对含量发生了显著变化$并初步获得

了一些可能与脾虚证候相关的潜在小分子生物标志物% 这可能为探索脾虚的中医证候的科学内涵#病理机

制提供了一定的数据参考%

关键词$液质联用&血清&脾气虚证&脾阳虚证&代谢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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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脾乃中医五脏之一!担负着人体运化)升清)统血

的重要生理功能!其中%脾主运化&是脾最主要的生理

功能!若脾运化功能失常!则会出现食少)腹胀)大便溏

薄等脾虚失运证候* 李东垣的+脾胃论"脾胃盛衰

论,中就有%百病皆脾胃衰而生也&之说* 现代研究表

明!脾虚证与消化系统)分泌系统)免疫系统等多个系

统的功能紊乱失常有关-

#

.

*

代谢组学是应用现代数据分析方法对复杂体系的

整体进行认识!能够揭示在治疗疾病过程中机体所发生

的代谢物及代谢途径的改变!强调从整体角度来研究机

体的功能水平!这与中医学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的理论

内涵相一致* 通过代谢组学分析!有助于全面地理解机

体内物质的代谢途径-

!

.

!并为阐明脾虚证候的科学内涵

提供理论依据* 因此本文采用液质联用分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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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脾气虚)脾阳虚大鼠与正常大鼠血清代谢谱群差异!希

望筛选出与脾气虚证)脾阳虚证相关的代表性小分子生

物代谢物!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理论基础*

材料与方法

#

$动物$

IJK

级雄性
IE

大鼠
!#

只!体重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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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购于辽宁省本溪实验动物中心!许可证

号#

I&Y]

$辽' "

!"#"

"

"""#

* 大鼠在辽宁中医药大

学实验动物中心饲养!许可证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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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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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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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室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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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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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湿度
98L

%

88L

!自由

饮水进食!适应性饲养
#

周*

!

$试剂与仪器$甲醇$色谱级!美国
+;-c

公

司')乙腈$色谱级!美国
+;-c

公司')甲酸$色谱级!

美国
+;-c

公司'!蒸馏水 $屈臣氏'* 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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涡旋混合器$江苏海门其林贝尔仪器制造有限公

司'(

+(]TF !!T

台式高速冷冻离心机$

HM7

#

*M[

I&(<4&<

!德国'(欧姆龙
+&

#

#9!H

型电子体温计

$欧姆龙大连有限公司'*

%

$分组)模型建立及给药方法$

!#

只大鼠按体

重随机分为正常组)脾气虚组)脾阳虚组!每组
6

只*

脾气虚组及脾阳虚组首先建立脾气虚证$饮食不节加

力竭游泳'

-

%

!

9

.模型!先饱食
#

日!再禁食
!

日$由于脾

气虚证病因较多!不能全部模拟!本实验仅选择饮食失

节和劳倦过度作为干预因素!即采用饱食
#

日!饥饿
!

日!结合每日力竭游泳!造成脾气虚!这符合%饮食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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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肠胃乃伤&)%谷不入!半日则气虚!一日则气少&)

%劳则气耗&等中医学理论'!自由饮水!每日游泳至力

竭!水温
%8

%

%6

&!

%

日
#

个循环!共
8

个循环连续

#8

日* 出现食少)神疲乏力)消瘦)毛色枯槁无光泽)

便软或溏时判定脾气虚证模型建立成功* 脾阳虚组继

续灌服
!"L

番泻叶水浸剂 $

! =HG#"" A

'!早晚各

#

次!连续
#

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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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现四肢不温)畏寒)便溏)不欲

饮)食少)毛色枯槁无华时判定脾阳虚证模型建立成

功!最终两组造模成功率为
#""L

* 正常组自由饮食

水!不给予干预*

9

$大鼠一般情况)体重变化及肛温观察$造模前

与造模结束时分别称量各组大鼠体重及测量各组大鼠

肛温的变化* 其中肛温检测法# 将测温探头插入直肠

约
% .=

!待测温计显示数字稳定后读数!各组大鼠平

行交替进行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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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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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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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分析方法

8

!

#

$标本采集及样品处理$腹腔注射
#"L

水合

氯醛麻醉!大鼠腹主动脉取血
8 =H

!静置
! /

后
9

&

! 8"" - G=>@

离心
!" =>@

并收集血清*

8$

&水浴灭活

%" =>@

!分装!"

:$

&保存* 取冷冻储存的样本!置室

温下解冻
#8 =>@

!涡漩振荡
8 U

* 分别取
#"" !H

的样

本加入
%"" !H OJH&

级甲醇!涡漩振荡
%" U

!

9

&静

置
!" =>@

(所有样本进行冷冻离心$

# !""" -G=>@

!

9

&!

#8 =>@

'!取
!"" !H

上清液!转入进样小瓶!进

行
H&

#

+I

检测分析*

8

!

!

$数据采集及样品分析$色谱分离采用
MA>

#

2;@P

公司
&

#:

色谱柱$

MA>2;@P

!

#"" ==

)

!

!

# ==

!

#

!

: !=

'* 色谱分离条件为#柱温为
9"

&(流速

"

!

9 =HG=>@

(流动相组成
M

#水
e"

!

#L

甲酸!

7

#乙腈

加
"

!

#L

甲酸(梯度洗脱程序见表
#

* 进样量为
8 !H

!

自动进样器温度
9

&*

表
#

$流动相梯度洗脱程序表

时间 $

=>@

' 流量$

=HG=>@

'

M

$

L

'

7

$

L

'

" "

*

9 58 8

! "

*

9 58 8

#6 "

*

9 8 58

#5 "

*

9 8 58

质谱采用正负离子模式检测!以氮气作为雾化)锥

孔气(飞行管检测模式
0

型* 其中正离子模式条件

为#毛细管电压
9 c0

)锥孔电压
%8 c0

)离子源温度

#""

&(脱溶剂气温度
%8"

&)反向锥孔气流
8" HG/

)

脱溶剂气
$"" HG/

)萃取锥孔
9 0

(负离子模式检测条

件#毛细管电压
%

!

8 c0

)锥孔电压
8" c0

)离子源温度

#""

&(脱溶剂气温度
%""

&)反向锥孔气流
8" HG/

)

脱溶剂气
6"" HG/

)萃取锥孔
9 0

* 离子扫描时间

"

!

"% U

)扫描时间间隔
"

!

"! U

)数据采集范围#

#"" f

# """ =Gd

*为确保质量的准确性和重复性!应用亮氨

酸"脑啡肽作为锁定质量!正离子模式下产生-

+ e

O

.

e离子
88$

!

!66# E,

* 负离子模式下产生-

+

#

O

.

"

离子
889

!

!$#8 E,

*

8

!

%

$数据处理方法$数据采用安捷伦公司工作

站
+,UUOC@P;-

对所有原始质谱数据进行预处理!并

导出
=d

格式数据!在
T

软件平台下采用
X.=U

程序

代码进行数据预处理* 将编辑后的数据矩阵导入

I>=.,

#

J

软件$版本
##

!

"

'* 软件对整体数据进行模

型拟合分析!分别进行主成分分析$

J&M

')偏最小乘

方判别分析$

JHI

#

EM

'和正交校正的偏最小二乘法 "

判别分析法$

FJHI

#

EM

'分析* 采用
P

检验考察代谢

学组间差异进行显著性*

$

$统计学方法$数据采用
IJII #$

!

"

软件处

理!数据均以
X

(

U

表示!采用
M4F0M

进行组间比

较!

J N"

!

"8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

$大鼠一般情况)体温及肛温结果比较$表
!

'

正常组大鼠体格健壮!反应敏捷!行动迅速!被毛

紧密有光泽!大便正常(脾气虚组大鼠明显消瘦!神疲

乏力!反应迟钝!行动缓慢!被毛蓬起无光泽!便软或

溏!符合脾气虚证动物模型评估标准(脾阳虚组大鼠出

现弓背)扎堆)肛温下降)便稀或肛周污秽)神疲乏力)

反应迟钝!消瘦!毛色枯槁无光泽* 符合脾阳虚证动物

模型评估标准*

造模结束后!脾气虚组和脾阳虚组大鼠的体重与

造模前比较均有显著降低!两组体重差值与正常组比

较差异亦有统计学意义$

J N"

!

"#

'!脾阳虚组较脾气

虚组体重差值降低明显$

J N"

!

"8

'(造模结束后!与正

常组比较!脾气虚组和脾阳虚组大鼠的肛温有所下降!

脾阳虚组较脾气虚组降低更多$

J N"

!

"8

!

J N"

!

"#

'*

表
!

$造模前后各组大鼠体重差值及肛温比较$$

X

(

U

'

组别
@

体重差值$

A

' 肛温$ &'

正常
6 !5

*

96

(

%

*

$9 %6

*

%%

(

"

*

!:

脾气虚
6 "

$

*

##

(

!

*

"5

!!

%$

*

:"

(

"

*

!$

!

脾阳虚
6 "

#"

*

$5

(

8

*

!8

!!"

%$

*

!#

(

"

*

$"

!!"

$$注#与正常组比较!

!

J

+

"

*

"8

!

!!

J

+

"

*

"#

(与脾气虚组比较!

"

J

+

"

*

"8

!

$

%

组大鼠血清
H&G)FK

#

+I

谱图$图
#

'$各

组大鼠血清代谢谱典型的
H&G)FK

#

+I

总离子流色

谱图$

)(&

'中可以看出!组间部分色谱峰峰高及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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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积有一定的差异!说明某些物质的含量发生相对

变化*

%

$各组多元数据分析结果

%

!

#

$

J&M

分析结果$图
!

'$正离子模式下共获

得
%

个主成分!

T

!

Y g"

!

$"!

!负离子模式下获得
%

个

主成分!

T

!

Y g"

!

868

* 因此从
J&M

得分图中可以看

出正常组)脾气虚组)脾阳虚组聚类明显!说明
%

组样

本中有明显差异*

%

!

!

$

JHI

#

EM

分析结果$图
%

' $通过主成分分

析后!未发现异常需要剔除的样本$所有样本均在置

信区间内'!所以进一步应用
JHI

#

EM

进行建模分析*

大鼠血清的
JHI

#

EM

得分图显示!两种中医证型大鼠

的血清样本可以明显区分开来!正离子模式下得到

%

个主成分!

T

!

Y g"

!

9$8

!

T

!

[ g"

!

55%

!

b

!

g"

!

:8#

!

负离子模式下得到
!

个主成分!

T

!

Y g"

!

9##

!

T

!

[ g

"

!

5:

!

b

!

g"

!

:8!

* 从
JHI

#

EM

得分图中可以看出脾

气虚组)脾阳虚组聚类明显!说明两模型组样本有明显

差异*

$$注#

M

为正离子模式下
)(&

(

7

为负离子模式下
)(&

(

#

为正常组(

!

为脾气虚组(

%

为脾阳虚组

图
#

$各组大鼠
)(&

图

$$注#

M

为正离子模式下
J&M

得分图(

7

为负离子模式下
J&M

得分图($

#

'为正常组($

$

'为脾气虚组(

$

%

'脾阳虚组

图
!

$各组
J&M

得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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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

M

为正离子模式下脾气虚组及脾阳虚组
JHI

#

EM

得分图(

7

为负离子模式下脾气虚组及脾阳虚组
JHI

#

EM

得分图($

$

'为脾气虚组($

%

'为脾阳虚组

图
%

$模型组
JHI

#

EM

得分图

$$

%

!

%

$

FJHI

#

EM

分析结果$表
%

)

9

' $通过数据

分析!脾气虚组与脾阳虚组
J&

$

#5

'

"

'

GJ<

$

!!

'

"

')

J&

$

#6

'

"

'

GJ<

$

!"

'

"

')癸酸)油酸)硬脂酸)琥珀酸)

延胡索酸)苹果酸)葡萄糖含量较正常组显著升高!花

生四烯酸)亚麻酸)十二碳烯酸)雄酮)

9

"庚酮)

EOMJ

$

$

'

"

')尿苷等含量较正常组降低(并且脾阳虚组与脾

气虚组比较存在同样变化趋势!它们可能是区分
%

组

具有代表性的小分子差异代谢物*

通过数据分析!脾阳虚组与脾气虚组比较!主要存

在脂代谢与氨基酸代谢异常* 在脂代谢中脾阳虚组

J&

$

!!

'

#

')

J&

$

!!

'

$

')

J<

$

#:

'

"

'

GJ&

$

#8

'

"

'相对

含量较脾气虚组显著升高!

J&

$

#:

'

#

')

J&

$

#5

'

%

')

J&

$

!"

'

%

')

J&

$

#6

'

"

'

GJ<

$

!"

'

"

')

J&

$

#5

'

#

'

GJ<

$

!!

'

#

')

J&

$

#5

'

"

'

GJ<

$

!!

'

"

')

J&

$

#6

'

#

'

GJ<

$

!"

'

#

')

表
%

$

%

组大鼠血清差异代谢物分析结果

代谢产物

脾气虚组与

正常组比较

0(J

值
变化

趋势

脾阳虚组与

正常组比较

0(J

值
变化

趋势

脾阳虚组与

脾气虚组比较

0(J

值
变化

趋势

J&

$

#5

'

"

'

GJ<

$

!!

'

"

'

#

*

6! & #

*

85 & #

*

$: &

J&

$

#6

'

"

'

GJ<

$

!"

'

"

'

#

*

$9 & #

*

$$ & #

*

$$ &

癸酸
#

*

%9 & #

*

8$ & #

*

5$ &

油酸
#

*

$% & #

*

#$ & #

*

:9 &

硬脂酸
#

*

8# & #

*

!# & #

*

8" &

琥珀酸
#

*

#! & #

*

89 & #

*

86 &

延胡索酸
#

*

#" & #

*

9% & #

*

!5 &

苹果酸
#

*

#" & #

*

99 & #

*

!6 &

葡萄糖
#

*

#" & #

*

88 & #

*

$9 &

花生四烯酸
#

*

8! ' #

*

$8 ' #

*

:6 '

亚麻酸
#

*

9$ ' #

*

9# ' #

*

!# '

十二碳烯酸
#

*

#8 ' #

*

9% ' #

*

%6 '

雄酮
#

*

95 ' #

*

$" ' !

*

!" '

9

#庚酮
#

*

%8 ' #

*

86 ' #

*

:6 '

EOMJ

$

$

'

"

'

#

*

!$ ' #

*

8" ' #

*

:$ '

尿苷
#

*

%$ ' #

*

8! ' #

*

8$ '

表
9

$脾气虚)脾阳虚组大鼠血清差异代谢物分析及

代谢通路归属总结

代谢通路 代谢产物
0(J

值

变化趋势

$脾阳虚组与

脾气虚组相比'

J&

$

!!

'

#

'

!

*

#9 &

J&

$

!!

'

$

'

#

*

$! &

J<

$

#:

'

"

'

GJ&

$

#8

'

"

'

#

*

$5 &

J&

$

!"

'

%

'

#

*

5$ '

J&

$

#:

'

#

'

#

*

:8 '

J&

$

#5

'

%

'

#

*

$% '

J&

$

#5

'

#

'

GJ<

$

!!

'

#

'

#

*

5: '

J&

$

#6

'

#

'

GJ<

$

!"

'

#

'

#

*

5" '

J&

$

#$

'

#

'

GJ<

$

#5

'

#

'

#

*

:: '

脂代谢
J&

$

#5

'

"

'

G J<

$

!!

'

"

'

#

*

$: '

J&

$

#6

'

"

'

GJ<

$

!"

'

"

'

#

*

98 '

马尿酸
#

*

8: '

糠酸
#

*

8" '

十一烷二甲酸
#

*

9$ '

羟基硬脂酸
#

*

%5 '

棕榈油酸
#

*

%! '

二十碳三烯酸
#

*

!6 '

胆酸
#

*

"$ '

氨基甲酰基天冬氨酸
#

*

6: '

酪氨酸
#

*

6! '

氨基酸代谢 谷氨酸
#

*

$: '

苯丙氨酸
#

*

%% '

丝氨酸
#

*

#$ '

视黄醇
#

*

:5 &

脱氧胞苷
#

*

95 &

其他 棕榈酰肉碱
!

*

": '

肉豆蔻酰肉碱
#

*

:! '

左旋肉碱
#

*

88 '

亚油肉碱
#

*

96 '

J&

$

#$

'

#

'

GJ<

$

#5

'

#

')胆酸)马尿酸)糠酸)十一烷二

甲酸)棕榈油酸)羟基硬脂酸)二十碳三烯酸相对含量

较脾气虚组显著降低* 在氨基酸代谢中!脾阳虚组苯

丙氨酸)酪氨酸)谷氨酸)丝氨酸及氨基甲酰基天冬氨

酸相对含量较脾气虚组显著降低* 其他代谢物中脾阳



"!&,$$" 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

+,-./ !"#$

!

0123 %$

!

41

!

%

虚组视黄醇)脱氧胞苷相对含量较脾气虚组显著升高(

棕榈酰肉碱)肉豆蔻酰肉碱)乙酰左旋肉碱)亚油肉碱

等相对含量较脾气虚组显著降低* 提示它们可能是区

分两种脾虚证型的潜在小分子生物代谢物*

讨$$论

代谢组学是通过考察生物体受到刺激或干扰后其

代谢产物的变化来研究生物体系的一项新技术* 其分

析的是生物体受外部刺激或基因修饰后所产生的全部

代谢产物!这与中医学的整体观念)系统观念甚至辨证

论治的思想非常吻合* 因此!中医证候的生物学基础可

能从代谢组学研究中找出特异的标志性代谢产物!为中

医证候研究及模型评价提供理论依据* 本实验的结果

显示!两个脾虚组与正常组能够被明显区分!两脾虚组

之间也能得到很好的分型!组间某些内源性代谢物的含

量存在明显差异!说明脾虚大鼠的某些代谢通路发生了

改变!并且不同脾虚证型之间代谢通路又有所不同*

首先通过对大鼠体重及体温的变化作为测量指

标!不仅反映造模情况!同时也可以初步判断机体的代

谢情况* 造模结束后!模型组大鼠体重差值与造模前

相比均有显著降低$

J N"

!

"#

'!脾阳虚组较脾气虚组

体重值降低明显$

J N"

!

"8

'(同样与正常组比较!模型

组大鼠的肛温有所下降!脾阳虚组较气虚组降低更多

$

J N"

!

"8

或
J N"

!

"#

'* 此现象说明模型组大鼠存在

机体代谢异常!导致身形消瘦等体重减轻的状况!同时

伴随着体温降低的情况* 同时脾阳虚组的表现比脾气

虚组更为严重说明虽然均为脾虚证!但证型不同其外

在表现及测量指标值也有所差别!这可能与证型的产

生机制有关*

中医学认为脾主运化!司水谷精微之化生!故脾与

消化系统关系最为密切* 现代研究表明脾虚伴随机体

能量代谢降低-

$

.

!表现为肢体倦怠)神疲乏力)形体消

瘦)少气懒言等* 本实验结果显示在能量代谢方面!两

脾虚组血清中与三羧酸循环相关代谢产物如琥珀酸)

延胡索酸)苹果酸水平显著升高* 推测其在脾虚状态

下!会出现三羧酸循环中间产物的积累!可能是参与三

羧酸循环的某个环节出现异常所致* 脾虚大鼠的三羧

酸循环障碍说明其存在能量代谢异常!过度的消耗和

代谢产物的大量积累最终导致机体供能不足!进而表

现出精神不振)活动减少等症状*

同样葡萄糖作为生物体内能量代谢不可缺少的物

质!参与了多种代谢过程* 脾气虚及脾阳虚组与正常

组比较!血清中葡萄糖含量显著升高!这可能是脾虚导

致脾失健运!使津液输布紊乱失衡!营养物质无法正常

利用即无法进入胞内供能而积于血脉之中!使血糖含

量升高!影响正常代谢过程*

脂代谢和能量代谢密切相关!结果显示在脂代谢

方面!两脾虚组血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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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癸酸)硬脂酸)含量较正常组

显著升高!花生四烯酸)亚麻酸)十二碳烯酸含量较正

常组显著降低* 以上多种脂肪酸水平变化说明机体脂

质代谢发生紊乱* 其中亚麻酸属于不饱和脂肪酸!有

文献表明其具有调节血脂的作用!明显降低血浆甘油

三酯)血浆总胆固醇水平-

6

.

*

从结果中显示两脾虚组多数饱和脂肪酸含量较正

常组显著升高!不饱和脂肪酸含量较正常组显著降低*

以上结果综合作用可能会引起血中胆固醇含量上升!

并进一步促使血糖升高!导致机体代谢紊乱)出现免疫

力下降等机能减弱的症状*

与脾气虚组比较!脾阳虚组三羧酸循环中间产物

琥珀酸)富马酸等的累计水平更高!这可能因阳虚组

能量消耗较气虚组更为严重导致* 两脾虚组中多种

脂肪酸含量发生相对变化* 与脾阳虚组比较!脾气

虚组左旋肉碱)棕榈酰肉碱)肉豆蔻酰肉碱)亚油肉

碱含量相对升高!有文献报道!许多脂肪酸及有机酸

代谢性疾病常伴有肉碱和酰基肉碱的变化* 肉碱及

酰基肉碱作为能量转移!传递脂肪酸入线粒体工具!

是转运脂肪酸的载体!影响脂类代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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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含量缺

乏可能会阻碍脂代谢通路!导致机体能量供应不足!

皮下脂肪组织含量减少!由于脂肪储备不足容易出

现畏寒肢冷!四肢不温等阳虚症状!这可能是阳虚组

不耐寒冷的原因之一*

苯丙氨酸是酪氨酸的前体!酪氨酸参与儿茶酚胺

类神经递质的代谢!包括多巴胺)去甲肾上腺素)肾上

腺素等* 与脾阳虚组比较!脾气虚组苯丙氨酸)酪氨酸

含量相对降低明显!即阳虚组含量较高!这可能会使气

虚组神经递质类的含量降低!使副交感神经功能相对

亢进!从而使动物表现出神疲乏力等类似于气虚的

症状*

除此之外!在其化合物中!雄酮作为一种重要的雄

性激素!主要是促进雄性的性器官和第二性征的发育

和维持!以及促进蛋白质合成!使身体肌肉发达!在两

脾虚模型组中!雄酮含量明显降低!可能代表了一系列

蛋白质代谢的异常!造成身形消瘦等症状* 还有一些

化合物如脱氧胞苷)视黄醇等代谢物的含量水平也发

生相对变化!说明脾虚大鼠可能还存在核酸代谢)维生

素代谢等代谢通路的异常*

本实验从代谢组学角度!对脾虚两种不同证型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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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研究!这是整体多个系统协同作用所造成的结果!但

是在不同证型之间又有不同的代谢特点!利用代谢组

学技术有助于找到与证型相关的生物代谢物* 这为研

究探讨脾虚证的证型)诊断)发病机制提供了提供初步

数据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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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中西医结合高峰论坛会议纪要

!"#8

年
5

月
!8

日$由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河北中医学院主办$西班牙欧洲中医基金会承办的'国际中西

医结合高峰论坛(于'第十二届世界中医药大会(期间在西班牙巴塞罗那隆重召开%

会议由河北中医学院中西医结合学院院长杜惠兰主持$河北中医学院副院长高维娟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来

自葡萄牙#巴西#比利时及我国河北#安徽#广州#福建#江苏#香港等省和地区的
#$

位专家作了专题报告和大会发

言% 内容涉及中西医结合教育#临床疾病诊治经验#中西医结合基础理论及中药研究等方面%

杜惠兰教授作了关于'中西结合教育工作的成就与展望(的专题报告$总结了中西医结合教育事业在教育体

系#教育管理#教育模式及人才培养等方面取得的成就$提出目前存在的问题$指出应采取相应的措施$应多渠道#

多种形式完善中西医结合教育体系$促使中西医结合教育事业健康和谐发展%

朱建华教授作了'鹿龙再生汤治疗再生障碍性贫血的研究(的报告$证实鹿龙再生汤通过降低再障患者血清

造血抑制活性从而改善骨髓造血功能% 范焕芳教授就'经方名方治疗肿瘤病案分析(和诸多学者交流了经方名方

治疗肿瘤的经验% 陈志强教授作了'膜性肾病的中西医治疗(的报告$结合自身多年临床经验$提出了治疗膜性肾

病的中西医结合治疗方案% 陈栋教授分享了'陈氏挑针与牵旋法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的技术%

+,->, Q, HCd

T1U,->1 Q; I1CU,

教授讲述了电磁神经刺激对颞下颌功能失调的应用%

E,@>;2 &;-VC;>-, T>R;>-1

博士针对不

同电导率对原穴短期针刺效应进行了评估% 申国明教授根据俞募配穴的理论基础$提出'靶向趋同(假说% 贾春

生教授提出了'刺灸法效应特异性(概念$建立'刺灸法文献数据库($探讨刺灸法效应特异性规律% 李泽庚教授

作了'益气化痰祛瘀方调控
4F

#

.\+J

#

]M)J

途径对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肺血管舒张作用的影响(的报告% 李伟莉

教授经过实验显示补肾安胎冲剂通过
0<\K

#

T,U

#

+MJ]

信号通路发挥保胎作用% 蔡立民教授作了'活血通痹法

!活血灵片"预防骨科大手术后深静脉血栓形成的实验及临床研究(的报告%

*>2S->;Q H;A;>@

教授生动了讲述了

蘑菇的营养价值和药用%

本次论坛的召开$明确了中西医结合教育的办学方向和人才培养目标$交流了中西医结合临床疾病诊治经

验#诊疗新技术$分享了中西医结合基础理论研究的成果% 本次会议扩大了中西医结合在国外的影响$增进了世

界各个国家和地区中西医结合学术团体之间的了解#合作和学术交流% 大会内容丰富$交流气氛热烈$实用性强%

$杜惠兰$王香婷$贺明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