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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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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302 4#%"&%!5

"

4#!67#%%

%&福建省自然科学基金面上资助项目$

302 !"#7("#&67

%&福建省卫生厅中

医药项目$

302 89:8!"#&"4

%&厦门市科技计划项目$

302 &%"!;!"#&7"!"

%

作者单位#

#2

福建省厦门市中医院肝病中心$福建
&$#""5

%&

!2

厦门大学医学院$福建
&$#""%

%

通讯作者#陈少东"

*<1

#

#&6655%5#%7

"

=

"

>-?1

#

-@0ABCD>E2<@E2FA

GH)

#

#"

!

6$$#I'(),

!

!"#$

!

"%

!

"%77

皂术茵陈方治疗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的临床疗效及

对游离脂肪酸和
*3J

"

!

的影响

唐金模#

#梁惠卿#

#王宏国!

#林曼婷!

#张利敏!

#陈少东!

摘要#目的#观察皂术茵陈方治疗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

A0A

"

-1F0K01?F LM<-M0K<:-M?M?L

"

3NOP

#患

者的临床疗效"并探讨其对游离脂肪酸!

QR<< Q-MM. -F?@

"

JJN

#及
*3J

"

!

的影响$ 方法#采用随机数字表法

将
#!"

例
3NOP

患者分为治疗组及对照组"每组
$"

例$ 治疗组予中药皂术茵陈方"每日
#

剂%对照组予水

飞蓟宾葡甲胺片
!"" >B

口服" 每日
&

次"两组均治疗
!7

周$ 分别于治疗前后通过检测血清
NS*

&

NO*

活

性及
*'

&

*T

水平%行腹部
'*

计算肝脾
'*

比值%应用肝组织病理检查评价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活动度积分

!

3NJSG -FM?U?M. LF0R<

"

3NO

#及纤维化程度以评价临床疗效%并检测血清
JJN

及
*3J

"

!

含量$ 结果

与本组治疗前比较"两组治疗后血清
NS*

&

NO*

&

*'

&

*T

&

JJN

&

*3J

"

!

水平&肝组织
3NO

积分及症状体征积

分均明显降低"肝纤维化程度明显改善!

V W"

!

"%

"

V W"

!

"#

#"且治疗组降低更明显!

V W"

!

"%

#$ 治疗
!7

周

后"治疗组肝纤维化分期总有效率及临床总有效率分别为
4"

!

""X

!

74I$"

#&

4%

!

""X

!

%#I$"

#"明显高于对

照组'

$"

!

""X

!

&$I$"

#&

6&

!

&&X

!

77I$"

#("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V W "

!

"%

"

V W "

!

"#

#$ 结论

皂术茵陈方可改善
3NOP

患者的临床疗效" 其作用可能与抑制血清
JJN

及
*3J

"

!

水平有关$

关键词#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皂术茵陈方%游离脂肪酸% 肿瘤坏死因子$

!

=QQ?F-F. 0Q ;-09KE Y?AFK<A Z<F?:< Q0R *R<-M?AB 30A

"

-1F0K01?F OM<-M0K<:-M?M?L -A@ )ML =QQ<FM 0A JR<<

J-MM. NF?@ -A@ *3J

"

!

#

*N3T (?A

"

>0

#

"

S)N3T PE?

"

[?AB

#

"

+N3T P0AB

"

BE0

!

"

S)3 ,-A

"

M?AB

!

"

;PN3T S?

"

>?A

!

"

-A@ 'P=3 OK-0

"

@0AB

!

#

# S?U<R G?L<-L< '<AM<R

"

\?-><A P0L:?M-1 0Q *R-@?M?0A-1 'K?

"

A<L< ,<@?F?A<

"

JE]?-A

$

&$#""5

%&

! ,<@?F-1 '011<B< 0Q \?-><A ^A?U<RL?M.

"

JE]?-A

$

&$#""%

%

N_O*ZN'*

#

H`]<FM?U<

#

*0 0`L<RU< MK< <QQ?F-F. 0Q ;-09KE Y?AFK<A Z<F?:<

$

;;Y'Z

%

0A A0A

"

-1F0

"

K01?F LM<-M0K<:-M?M?L

$

3NOP

%

:-M?<AML

"

-A@ M0 <D:10R< ?ML <QQ<FM 0A L<RE> QR<< Q-MM. -F?@

$

JJN

%

-A@ ME>0R

A<FR0L?L Q-FM0R !

$

*3J

"

!

%

2,<MK0@L

#

*0M-11. #!" :-M?<AML 8?MK 3NOP 8<R< R-A@0>1. -LL?BA<@ M0 MK<

MR<-M><AM BR0E:

$

$" F-L<L

"

MR<-M<@ 8?MK ;;Y'Z

"

0A< @0L< :<R @-.

%

-A@ MK< F0AMR01 BR0E:

$

$" F-L<L

"

MR<-M<@ 8?MK O?1?`?A ,<B1E>?A< *-`1<ML

"

!" >B <-FK M?><

"

MKR?F< :<R @-.

%

2 *K< MK<R-:<EM?F F0ERL< Q0R -11

8-L !7 8<<aL2 O<RE> 1<U<1L 0Q NS* -A@ NO* -FM?U?M?<L

"

*' -A@ *T 1<U<1L 8<R< @<M<FM<@ `<Q0R< -A@ -QM<R

MR<-M><AM2 V<R?M0A<-1 '* 8-L :<RQ0R><@ ?A -11 :-M?<AML

"

-A@ '* R-M?0L 0Q 1?U<R -A@ L:1<<A F-1FE1-M<@2

3NJSG -FM?U?M. LF0R<

$

3NO

%

-A@ @<BR<< 0Q K<:-M?F Q?`R0L?L 8<R< -LL<LL<@ EL?AB :-MK010B?F-1 <D->?A-

"

M?0AL 0Q 1?U<R M?LLE<

"

-A@ <QQ?F-F. -1L0 <U-1E-M<@2 O<RE> F0AM<AML 0Q JJN -A@ *3J

"

!8<R< -1L0 @<M<FM<@2

Z<LE1ML

#

'0>:-R<@ 8?MK `<Q0R< MR<-M><AM ?A MK< L->< BR0E:

"

-FM?U?M?<L 0Q NS* -A@ NO*

"

L<RE> 1<U<1L 0Q

*'

"

*T

"

JJN

"

-A@ *3J

"

!

"

3NO

"

LF0R<L 0Q L.>:M0>L -A@ L?BAL -11 0`U?0EL1. @<FR<-L<@

"

@<BR<< 0Q K<

"

:-M?F Q?`R0L?L 8-L 0`U?0EL1. ?>:R0U<@ ?A MK< M80 BR0E:L

$

V W"

$

"%

"

V W"

$

"#

%

2 *K<L< FK-AB<L 8<R< >0R<

0`U?0EL1. L<<A ?A MK< MR<-M><AM BR0E:

$

V W"

$

"%

%

2 NQM<R !7

"

8<<a MR<-M><AM

"

MK< M0M-1 <QQ<FM?U< R-M< -A@ M0

"

M-1 F1?A?F-1 <QQ?F-F. 8<R< 4"

$

""X

$

74I$" F-L<L

%

-A@ 4%

$

""X

$

%#I$" F-L<L

%

?A MK< MR<-M><AM BR0E:

"

0`U?

"

0EL1. K?BK<R MK-A MK0L< ?A MK< F0AMR01 BR0E:

'

$"

$

""X

$

&$I$" F-L<L

%

-A@ 6&

$

&&X

$

77I$" F-L<L

%

R<L:<F

"

M?U<1.

("

8?MK L?BA?Q?F-AM @?QQ<R<AF<

$

V W "

$

"%

"

V W "

$

"#

%

2 '0AF1EL?0A

#

;;Y'Z F0E1@ ?>:R0U< MK< F1?A?F-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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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Q?F-F. 0Q 3NOP :-M?<AML

"

-A@ ?ML ><FK-A?L> >?BKM `< -LL0F?-M<@ 8?MK ?AK?`?M?AB L<RE> 1<U<1L 0Q JJN

-A@ *3J

"

!2

b=Y+HZGO

#

A0A

"

-1F0K01?F LM<-M0K<:-M?M?L

&

;-09KE Y?AFK<A Z<F?:<

&

QR<< Q-MM. -F?@

&

ME>0R A<FR0L?L

Q-FM0R !

##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

A0A

"

-1F0K01?F LM<-M0K<:

"

-M?M?L

"

3NOP

%为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

A0A

"

-1F0K01

"

?F Q-MM. 1?U<R @?L<-L<

"

3NJSG

%发展的重要阶段"可

因炎症反复发作发展为肝硬化"甚至进展为原发性肝

癌'

#

(

"成为严重影响我国人民生活质量的第二大肝

病'

!

(

) 游离脂肪酸$

QR<< Q-MM. -F?@

"

JJN

%是具有较

强细胞毒性的二性分子"作为去垢剂损害细胞质*线粒

体和溶酶体膜等"可引起生物膜损伤'

&

(

)

*3J

"

!

是由

单核巨噬细胞分泌的一种低分子蛋白"可通过干扰脂

肪因子的分泌而参与本病的发生*发展'

7

(

) 本课题组

前期研究结果表明"皂术茵陈方治疗
3NOP

具有较好

的疗效"其可明显降低患者的
NS*

*

NO*

水平'

%

(

) 结

合
JJN

与
*3J

"

!

在
3NOP

发病机制中的作用"本研

究探讨中药复方皂术茵陈方对
3NOP

患者的临床疗

效及对血清
JJN

与
*3J

"

!

水平的影响) 现将结果报

道如下)

资料与方法

#

#诊断标准#西医诊断标准参照
!"#"

年中华

医学会肝病学分会脂肪肝和酒精性肝病学组修订的

+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诊疗指南,的临床诊断标准'

$

(

)

符合以下
7

项条件#$

#

%否认饮酒史或饮酒量折合乙

醇量
W!" BI@

$女性
W#" BI@

% &$

!

%血清
NS*

水平高

于正常值上限&$

&

%腹部
'*

显示肝脏密度普遍降低"

肝
I

脾
'*

比值
W#

!

"

&$

7

%肝脏组织学表现符合脂肪性

肝炎诊断标准) 中医辨证分型参照-中药新药临床研

究指导原则.

'

6

(中+中医病证诊断标准,) 湿热蕴结*

痰瘀阻滞证表现为#肝区胀闷感"可伴上腹部胀闷不

适"口干苦"纳呆"体胖"乏力"恶心或有呕吐"小便黄"

大便干或黏滞不畅"舌质紫暗苔黄腻"脉弦数或滑数)

!

#纳入与排除标准#纳入标准#$

#

%年龄
#4 c

$"

岁&$

!

%符合西医诊断标准及中医辨证分型标准&

$

&

%患者知情同意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排除标准#

$

#

%伴有甲*乙*丙*丁*戊型肝炎或肝功能失代偿者&

$

!

%已使用其他治疗脂肪肝的中西药物者&$

&

%合并心

血管*肝*肺*肾*造血系统等严重原发性疾病及精神病

患者&$

7

%妊娠或哺乳期妇女)

&

#一般资料#

#!"

例均为
!"#&

年
#

月/

!"#%

年
#

月厦门市中医院肝病中心及厦门大学医院门诊部

的
3NOP

患者) 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皂术茵陈方

组$治疗组%和水飞蓟宾葡甲胺片组$对照组%) 其中

治疗组
$"

例"男性
&7

例"女性
!$

例"年龄
#4 c

%5

岁"平均$

&7

!

7%

%

#$

!

4!

%岁"病程
#

个月
c!#

年"

平均$

&4

!

67

%

#"

!

54

%个月&对照组
$"

例"男性
&5

例"女性
!#

例"年龄
#4 c $"

岁"平均 $

&7

!

%&

%

#$

!

7$

% 岁"病程
!

个月
c !&

年"平均 $

&&

!

!6

%

#!

!

##

%个月) 两组年龄*性别*病程*症状体征积分*

血清
NS*

*

NO*

活性*

*'

*

*T

*肝
I

脾
'*

比值及

3NJSG

活 动 度 积 分 $

3NJSG -FM?U?M. LF0R<

"

3NO

%比较$表
#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V d "

!

"%

%)

本研究通过厦门市中医院临床伦理委员会批准$批

准号#

!"#&

"

b"%

$

"#

%)

表
#

#两组一般资料比较#$

D

%

L

%

项目 治疗组$

$"

例% 对照组$

$"

例%

年龄$岁%

&7

&

7%

%

#$

&

4! &7

&

%&

%

#$

&

7$

性别$男
I

女"例%

&7I!$ &5I!#

病程$月%

&4

&

67

%

#"

&

54 &&

&

!6

%

#!

&

##

症状积分 $分%

##

&

%&

%

7

&

74 ##

&

7&

%

7

&

%$

体征积分 $分%

#

&

5$

%

"

&

4$ #

&

44

%

"

&

46

NS*

$

^IS

%

#!7

&

#4

%

7$

&

$% ##4

&

!6

%

76

&

7$

NO*

$

^IS

%

4$

&

!&

%

!7

&

%7 46

&

&4

%

!6

&

&#

*'

$

>>01IS

%

%

&

44

%

!

&

6$ %

&

%"

%

!

&

7$

*T

$

>>01IS

%

!

&

"#

%

"

&

54 !

&

#!

%

#

&

"#

肝
I

脾
'*

比值
"

&

6$

%

"

&

!# "

&

6!

%

"

&

!"

3NO

$分%

$

&

46

%

#

&

7% $

&

7%

%

#

&

!&

7

#治疗方法#治疗组给予皂术茵陈方"方药组成

如下#皂角刺
#% B

#炒白术
#% B

#茵陈蒿
#% B

#大

黄
% B

#栀子
#" B

) 药物为江阴天江药业有限公司制

备的中药免煎剂 $生产批号#

#!#!"$

*

#&"%"5

*

#&#!##

%"每日
#

剂"分
!

次冲服) 对照组给予水飞蓟

宾葡甲胺片$商品名#西利宾安"

%" >BI

片"江苏中兴

药 业 有 限 公 司" 生 产 批 号#

#!###5

*

#&#"#!

*

#7"5##

%"每次
!"" >B

"每日
&

次"饭后口服"两组用

药疗程均为
!7

周)

%

#观察指标及评价方法#

%

!

#

#肝功能*血脂及血清
*3J

"

!

*

JJN

水平检测

#分别于治疗前后检测血清
NS*

*

NO*

活性*

*'

*

*T

*

*3J

"

!

及
JJN

含量) 血清
NS*

*

NO*

*

*'

*

*T

采用全

自动生化仪
H1.>:EL N^!6""

检测"试剂盒购自克

曼库尔特实验系统有限公司) 血清
*3J

"

!

采用酶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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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免疫试剂盒测定"试剂盒购于上海菲拓生物科技公司&

JJN

采用两点终点法检测" 试剂购自日本第一化学株

式会社)

%

!

!

#肝
I

脾
'*

比值测定#于治疗前后检测肝
I

脾

'*

比值) 采用德国西门子股份公司生产的
'*

机"型

号
O0>-M0> O<AL-M?0A H:<A 7"

) 肝
I

脾
'*

比值评

价标准'

%

(

#肝
I

脾
'*

比值
"

!

6 c #

!

"

为轻度脂肪肝"

"

!

% c"

!

6

为中度脂肪肝"

W"

!

%

为重度脂肪肝)

%

!

&

#肝组织病理检查#治疗前后所有患者均行

肝组织病理检查) 肝组织取材在彩色超声引导下通过

弹射式组织活检枪方法取得) 取肝组织长度
#

!

" c

#

!

% F>

" 取出后立即经
#"X

甲醛固定*常规脱水*浸

蜡包埋"连续切片"厚度为
7 ">

) 依次进行苏木精伊

红$

P=

%常规染色及网状纤维染色)

3NO

和肝纤维化

分期参照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
3NOP

临床研究网病

理工作组指南'

4

(

)

%

!

&

!

#

#

3NO

积分#$

#

%肝细胞脂肪变#

W%X

计

"

分&

%X c&&X

计
#

分&

&7X c$$X

计
!

分&

d$$X

计
&

分) $

!

%小叶内炎症$

!"

倍镜计数坏死灶%# 无

计
"

分"

W!

个计
#

分"

! c7

个计
!

分"

d7

个计
&

分)

$

&

% 肝细胞气球样变#无计
"

分"少见计
#

分"多见计

!

分)

&

项指标相加"

3NO W &

分可排除
3NOP

"

3NO d7

分则可诊断
3NOP

"介于两者之间者为

3NOP

可能) 分值范围为
" c4

分)

%

!

&

!

!

#肝纤维化分期#分为
" c 7

期"其中
O"

期#无纤维化&

O#

期#肝腺泡
&

区轻度或中度窦周纤维

化或门脉周围纤维化&

O!

期#腺泡
&

区窦周纤维化合

并门脉周围纤维化&

O&

期#桥接纤维化&

O7

期#早期肝

硬化) 肝纤维化分期疗效评价方法如下# $

#

% 痊愈#

肝脏无纤维化&$

!

%显效# 肝纤维化分期减少
!

期&

$

&

%有效# 肝纤维化分期减少
#

期&$

7

%无效# 肝纤维

化分期无改善) 总有效率$

X

%

e

'$痊愈例数
f

显效

例数
f

有效例数%

I

总例数( '

#""X

)

$

#疗效判断标准#参照-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

导原则.判定疗效'

6

(

) 临床痊愈#主要症状*体征消失

或基本消失"疗效指数
!5"X

&

'*

检查肝脏密度恢复

正常"值高于脾脏"肝脏酶学$

NS*

*

NO*

%指标恢复正

常) 显效#主要症状*体征明显改善"疗效指数为

6"X c45X

&肝
I

脾
'*

比值减少
!

级&肝脏酶学

$

NS*

*

NO*

%指标下降
!%"X

) 有效#主要症状*体征

改善"疗效指数为
&"X c$5X

&肝
I

脾
'*

比值减少
#

级&肝脏酶学$

NS*

*

NO*

%指标下降
!5X c75X

) 无

效#主要症状*体征无明显改善"甚或加重"疗效指数
W

&"X

) 肝
I

脾
'*

比值无改善"肝脏酶学$

NS*

*

NO*

%

指标下降
W &"X

) 症状积分计算方法如下#无症状"

计
"

分&症状轻微"不影响正常生活"计
#

分&症状中

等" 影响部分日常生活"计
!

分&症状重"影响日常生

活" 不能坚持正常工作"计
&

分) 体征积分计算方法

如下#舌质紫暗$有计
#

分"无计
"

分%&苔黄腻$有计
#

分"无计
"

分%&脉弦数或滑数$有计
#

分"无计
"

分%&

各个症状体征得分相加之和记为总分"采用尼莫地平

法计算) 疗效指数$

X

%

e

'$治疗前症状体征积分 $

治疗后症状体征积分%

I

治疗前症状体征积分( '

#""X

) 临床总有效率$

X

%

e

'$临床痊愈例数
f

显效

例数
f

有效例数%

I

总例数( '

#""X

)

6

#患者依从性及不良反应观察#于治疗前后"检

测两组患者血*尿常规"心电图"肝*肾功能"并记录不

良反应"通过电话问询方式评价患者的用药依从性)

4

#统计学方法#采用
OVOO #$

!

"

统计软件对

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 计量资料以
D

%

L

表示"采用
M

检验) 计数资料采用
#

! 检验) 疗效比较采用秩和检

验)

V W"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

#两组患者依从性及不良反应情况#两组患者

均完成
!7

周治疗"未见脱落*失访病例"且两组患者用

药依从性良好) 两组患者治疗后肝功能损害未见加

重"心电图*血*尿常规检查均未发现异常"亦未出现腹

痛*腹泻*纳差*皮疹等不良反应)

!

#两组治疗前后血清
NS*

*

NO*

*

*'

*

*T

*

JJN

及
*3J

"

!

水平比较$表
!

%#与本组治疗前比较"治疗

后两组血清
NS*

*

NO*

*

*'

*

*T

*

JJN

及
*3J

"

!

水平

均降低$

V W "

!

"%

"

V W "

!

"#

%"且治疗组下降更明显

$

V W"

!

"%

%)

表
!

#两组治疗前后血清
NS*

*

NO*

*

*'

*

*T

*

JJN

及
*3J

"

!

水平比较#$

D

%

L

%

组别 例数 时间
NS*

$

^IS

%

NO*

$

^IS

%

*'

$

>>01IS

%

*T

$

>>01IS

%

*3J

"

!

$

ABIS

%

JJN

$

>>01IS

%

治疗
$"

治疗前
#!7

&

#4

%

7$

&

$% 4$

&

!&

%

!7

&

%7 %

&

44

%

!

&

6$ !

&

"#

%

"

&

54 !4

&

$7

%

$

&

"% 7%4

&

47

%

$"

&

!7

治疗后
76

&

&$

%

!7

&

!#

""#

&4

&

%!

%

#&

&

&6

""#

&

&

&4

%

#

&

#!

""#

#

&

"!

%

"

&

&5

"" #

#7

&

5$

%

&

&

$7

""#

!$7

&

""

%

7"

&

#!

""#

对照
$"

治疗前
##4

&

!6

%

76

&

7$ 46

&

&4

%

!6

&

&# %

&

%"

%

!

&

7$ !

&

#!

%

#

&

"# !4

&

#7

%

$

&

!& 7$"

&

#6

%

$!

&

%!

治疗后
$6

&

64

%

!4

&

%7

"

%4

&

7!

%

#6

&

&4

"

7

&

&$

%

#

&

!6

"

#

&

44

%

"

&

%!

"

!!

&

"!

%

7

&

4$

"

&!!

&

""

%

7$

&

%7

"

##注#与本组治疗前比较"

"

V W"

!

"%

"

""

V W"

!

"#

&与对照组同期比较"

#

V W"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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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组治疗前后肝组织
3NO

比较$表
&

%#与

本组治疗前比较"治疗后两组肝组织
3NO

明显降低

$

V W "

!

"%

"

V W "

!

"#

%"且治疗组降低更明显 $

V W

"

!

"%

%)

表
&

#两组治疗前后肝组织
3NO

比较#$分"

D

%

L

%

组别 例数 时间
3NO

积分

治疗
$"

治疗前
$

&

46

%

#

&

7%

治疗后
&

&

&7

%

#

&

!6

""#

对照
$"

治疗前
$

&

7%

%

#

&

!&

治疗后
7

&

%$

%

#

&

7&

"

##注#与本组治疗前比较"

"

V W "

!

"%

"

""

V W "

!

"#

&与对照组同期比

较"

#

V W"

!

"%

7

#两组肝纤维化分期疗效比较$表
7

%#治疗
!7

周后"治疗组肝纤维化分期总有效率高于对照组"两组

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V W"

!

"%

%)

表
7

#两组肝纤维化分期疗效比较#'例$

X

%(

组别 例数 痊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

治疗
$" 7

$

$

&

$6

%

#%

$

!%

&

""

%

!5

$

74

&

&&

%

#!

$

!"

&

""

%

74

$

4"

&

""

%

"

对照
$" "

$

"

&

""

%

#&

$

!#

&

$6

%

!&

$

&4

&

&&

%

!7

$

7"

&

""

%

&$

$

$"

&

""

%

##注#与对照组比较"

"

V W"

!

"%

%

#两组治疗前后症状体征积分比较$表
%

%#与

本组治疗前比较"治疗
!7

周后"两组症状体征积分均

明显降低$

V W"

!

"%

"

V W"

!

"#

%"且治疗组降低更明显

$

V W"

!

"%

%)

表
%

#两组治疗前后症状体征积分比较#$分"

D

%

L

%

组别 例数 时间 症状体征积分

治疗
$"

治疗前
#7

&

#&

%

%

&

"!

治疗后
%

&

&!

%

#

&

7%

""#

对照
$"

治疗前
#&

&

64

%

%

&

77

治疗后
5

&

"#

%

&

&

45

"

##注#与本组治疗前比较"

"

V W "

!

"%

"

""

V W "

!

"#

&与对照组同期比

较"

#

V W"

!

"%

$

#两组患者临床疗效比较$表
$

%#治疗
!7

周

后"治疗组临床总有效率优于对照组"两组比较"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V W"

!

"#

%)

表
$

#两组患者临床疗效比较#'例$

X

%(

组别 例数 临床痊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

治疗
$" !#

$

&%

&

""

%

!!

$

&$

&

$6

%

4

$

#&

&

&&

%

5

$

#%

&

""

%

%#

$

4%

&

""

%

"

对照
$" #6

$

!4

&

&&

%

#%

$

!%

&

""

%

#!

$

!"

&

""

%

#$

$

!$

&

$6

%

77

$

6&

&

&&

%

##注#与对照组比较"

"

V W"

!

"#

讨##论

中医学医籍中"虽然无
3NOP

的相关确切记载"

但根据其发病情况和常见证候特征"如右胁胀满*隐痛

不适*乏力*肝肿大*便溏*形体肥腴"多将其归属于中

医学的+胁痛,*+痰证,*+瘀证,*+痞块,与+积聚,等

病证范畴'

5

(

) +十一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肝病

重点专科协作组将
3NJSG

的中医病名定为+肝癖,)

目前普遍认为"饮食内伤$过食肥甘厚味%*劳逸过度*

情志不遂*素体肥胖是
3NOP

的主要病因"其病机特

点为肝失疏泄"脾失健运"湿邪*痰浊*瘀血等病理因素

互结胁下所致"终成湿热蕴结*痰瘀阻滞之证'

#"

(

)

J<1@LM<?A N=

等'

##

( 研究发现"

JJN

可诱导

P<:T!

细胞发生脂肪变性成为脂肪肝体外模型"在

JJN

刺激下"

P<:T!

细胞的
_-D

向溶酶体内转位"促

使
FML`

释放到胞浆"激活
)

"

$_

激酶
%

$

)bb

"

%

%使
)

"

$_

磷酸化"导致核因子
a-::- _

$

3J

"

$_

%的活化"使之

向细胞核内移位"启动炎症因子如
*3J

"

!

的基因转

录*大量表达引起
*T

蓄积"发生脂肪变性"造成肝脏

脂毒性"

*3J

"

!

又能进一步促进溶酶体渗透"激活
3J

"

$_

"形成一个加重肝损伤的循环"即 +

JJN

"

FML`

"

*3J

"

!

,通路) 表明
JJN

异常增多在
3NOP

的发病

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当
JJN

异常增多时"其很强的细

胞毒性"可作为去垢剂损害细胞质*线粒体和溶酶体膜

等"引起生物膜损伤'

#!

(

) 而
*3J

"

!

作为一种肝毒性

细胞因子"是导致脂肪性肝炎发生的首选因子'

#&

(

"具

有直接的细胞毒性作用而致肝细胞损伤"又可诱生许

多第二介质"如白介素$

#

*白介素$

$

等'

#7

(

)

JJN

与

*3J

"

!

之间存在相互作用"

*3J

"

!

可引起
JJN

的增

多"而
JJN

可加强
*3J

"

!

的毒性'

#%

(

)

皂术茵陈方是在前期研究证实具有显著抗
3NOP

作用的经典名方茵陈蒿汤基础上"配伍皂角刺*白术而

成的临床验方'

#$

(

) 方中白术健脾益气"脾气健则司其

分清泌浊之职"化水湿为津液"以绝浊脂代谢之源&皂角

刺活血化痰可除浊脂之患&茵陈清利湿热*清肝利胆*栀

子清热降火"引湿热从小便出&大黄泻热逐瘀"通利大

便"导瘀热由大便而下) 诸药合用"共奏清热利湿*化痰

活血之效"切合本病+湿热,*+痰瘀,的病机特点"临床

上具有较好的治疗
3NOP

的药理效应"既往临床研究

亦表明皂术茵陈方具有较好地改善患者临床症状作用"

可明显降低血清
NO*

*

NS*

*

*'

及
*T

水平'

%

(

)

为明确皂术茵陈方的作用机制及该方对
3NOP

患者肝组织病理的改善程度"本研究以
3NOP

发病机

制中的两大重要因素"

JJN

与
*3J

"

!

为切入点"进一

步扩大临床样本量"结合肝组织
3NO

评分*肝纤维化

分期等病理金标准"深入开展皂术茵陈方治疗
3NOP

的临床疗效与作用机理研究) 研究结果发现"皂术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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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陈方能较好地降低
JJN

及
*3J

"

!

含量"对肝组织

3NO

评分*肝纤维化的程度均有改善作用"且优于水

飞蓟宾葡甲胺片组"表明皂术茵陈方治疗
3NOP

临床

疗效较好"其治疗
3NOP

的作用机制可能与有效抑制

血清
JJN

以及
*3J

"

!

表达有关)

因本研究选择人群只限于厦门市中医院及厦门大

学医院患者"故研究样本量代表性不广"且皂术茵陈方

通过何种通路来调节血清
JJN

及
*3J

"

!

水平尚并不

明确"今后有待再进一步扩大样本量及开展更深层次

的分子生物学作用机制来阐明其作用通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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