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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热活血类方药对类风湿关节炎

骨破坏影响的研究与思考

周新尧#

"吕爱平!

"姜"泉#

"巩"勋#

""类风湿关节炎$

AH9-;<@1=> <A@HA=@=I

!

J7

%是一

种以慢性'进行性'侵袭性关节炎为主要表现的全身性

自身免疫疾病(

#

)

!患病
8

%

#"

年致残而使患者丧失劳

动能力比例达
&&K

%

&5K

(

!

)

!是我国肢体残疾的主要

致残因素之一(

&

)

* 其高度骨破坏过程所导致的局灶

性骨侵蚀与关节功能丧失等不良预后密切相关(

L

)

!因

此
J7

以保护关节'减轻骨破坏为治疗目标* 近年来

有较多清热活血类方药治疗
J7

及
J7

相关骨破坏的

临床和基础研究!现从中国知网'维普'万方学术期刊

网络出版库收录的文献入手!筛选相关研究$所有检

索截至
!"#L

年
#

月
!4

日%!排除综述'理论探讨'经

验总结'文摘'个案报道及非核心期刊文献!并从相关

文献的参考文献中筛检文献进行补充!对清热活血类

方药对
J7

及其骨破坏影响的研究现状做一综述*

#

"临床研究

清热活血类方药治疗
J7

及其骨破坏的临床研

究!多针对湿热瘀阻证型和$或%活动期
J7

患者!研

究方法包含随机对照'前瞻性队列'病例研究等* 观察

时间为
L M#!

周者!多关注临床症状'疾病活动度以

及相关炎症因子的变化!且外用法研究均集中于此研

究时段&观察时间为
# M!

年者!侧重生活质量和骨破

坏进程的改善* 亦有研究者在与西药甲氨蝶呤的相互

作用和对骨破坏相关因子调控作用方面进行有益

尝试*

#

!

#

"短期内服和$或%外用!降低疾病活动度'改

善临床症状效优'起效快'更安全"唐晓颇等(

8

)为期

L

周观察清热利湿活血类方药
G

中成药口服
N

熏洗
N

针

刺
G

放血综合治疗
!#!

例湿热瘀阻证型'活动期
J7

患

者!观测患者治疗前后关节症状体征评分'晨僵时间'疾

病活动性评分$

E7O!4

评分%'健康评价调查表指数

$

P7Q

%'美国风湿病学会 $

7;9A=?<R '1..9S9 1T

JH9-;<@1.1S/

!

7'J

%疾病疗效评价'安全性指标

等!结果显示此疗法可迅速改善临床症状体征及生

活质量!降低疾病活动度!且安全性较好* 王振卿(

$

)

为期
$

周观察活血清热法内外合治
J7

患者疗效!将

J7

患者单盲随机分为治疗组$

!"!

例%予活血清热

法治疗及对照组$

#!"

例%予芬必得及雷公藤治疗!

结果发现治疗组有效率为
45

!

#K

!显著优于对照组

的
%8K

$

U V"

!

"8

%*刘德芳等(

%

)将
J7

活动期患者

随机分为三黄一龙汤$黄芩'黄连'黄柏'地龙等%组

和非甾体抗炎药$

3O7)E

%对照组各
L8

例!治疗
!

'

L

'

4

周观察临床和实验室指标!结果显示治疗组改善

早于并优于对照组$

U V "

!

"8

%!认为与
3O7)E

类比

较!此方药治疗
J7

活动期!起效时间短'滑膜炎症

控制好* 焦娟等(

4

)采用随机多中心平行对照试验设

计!将
#L!

例
J7

湿热瘀阻证患者随机分为清热活

血方组和清热活血方联合
,*W

组各
%#

例!治疗
#!

周!结果显示两组在改善患者临床症状方面!组间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

U X "

!

"8

%!但清热活血方组安全

性较好*

外用清热活血类方药可直达病所!局部组织内药

物浓度提高!故发挥作用充分'有局部疗效优势* 局部

离子透入疗法(

5

)

'局部熏洗(

#"

)

'局部外用并配合穴位

加热器加热(

##

)

'局部熏蒸合并中药内服(

#!

)等对
J7

患者的临床疗效均有一定促进作用*

#

!

!

"与西药甲氨蝶呤有协同作用"母小真等(

#&

)

采用单因素重复测量设计的队列研究!评价清热活血

法治疗活动期
J7

湿热瘀阻证的临床疗效!对照组服

用
,*W

!治疗组予清热活血方$组成#金银花'土茯苓'

黄柏'苍术'生薏苡仁'丹参'莪术'青风藤'蜈蚣'蜂房

等%与
,*W

合用!疗程
$

个月!结果显示治疗组在提

高
7'J

疾病疗效及中医证侯疗效方面!优于对照组

$

U V"

!

"8

!

U V"

!

"#

%&改善炎症指标方面!两组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

U X"

!

"8

%* 此研究认为清热活血方药

与
,*W

有协同作用!疗效优于
,*W

单独应用!显示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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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西医结合的优势* 姜泉等(

#L

)比较清热活血方和此

方联合
,*W

治疗
J7

的临床疗效和安全性!将
#L!

例湿热瘀阻证
J7

患者随机分为中药组和中药&

,*W

组各
%#

例!疗程
$

个月!结果发现单独应用清热活血

方可有效控制疾病活动度'改善风湿病情!较之联合

,*W

具有更好的安全性&治疗早期联用
,*W

可提高

疗效*

#

!

&

"中长期口服改善生活质量'潜在骨保护作

用"姜泉等(

#8

)研究清热活血方药对活动期
J7

患者

生活质量的影响!将
%4

例
J7

患者随机分为
!

组各

&5

例!中药组给予清热活血方$组成#金银花'土茯苓'

黄柏'苍术'生薏苡仁'丹参'莪术'青风藤'蜈蚣'蜂房

等%!每次
!"" ;Y

!每日
!

次!中西药组在此基础上加

用
,*W #" ;S

!每周
#

次* 治疗前及治疗
!$

'

8!

'

%4

及
#"L

周对
!

组患者进行
P7Q

及残障相关量表

$

P7Q

$

E)

%评分* 结果发现中药组对于提高活动期

J7

患者生活质量具有长期持久的疗效!可减缓残障

的出现* 相同治疗方式!收集患者治疗前'

#

年期'

!

年期双手
W

线片!以
OH<AZG[<R >9A P9=B>9

方法对

W

线片进行评分!结果显示中药组和中西药组
J7

患

者的骨破坏进展程度相似!提示中药治疗
J7

中远期

具有潜在的骨保护作用(

#$

!

#%

)

&

7'J!"

达标率情况与

骨破坏进展不一致$

U X "

!

"8

%!与
E7O!4

水平基本

一致$

U V"

!

"8

%!清热活血方药联合
,*W

可延缓
J7

骨破坏的进程(

#%

)

*

#

!

L

"双向调节骨破坏过程相关因子"韩文霞

等(

#4

)以清热解毒'利湿通络兼活血化瘀为法的痹速清

合剂$组成#土茯苓'金银花'黄柏'土贝母'北豆根'红

藤'蜂房'牡丹皮'赤芍'白芍%为治疗组!以消炎痛为

对照组!两组共观察
8!

例患者!疗程
L

周* 治疗前后

对患者血清可溶性白细胞介素$

)Y

%$

#

'

)Y

$

$

'

)Y

$

4

及

肿瘤坏死因子$

*3\

%水平进行检测* 结果显示两组

患者以上指标于治疗前水平升高!治疗后下降!治疗组

疗效显著优于对照组* 周翠英等(

#5

)观察清热解毒法

对
J7

炎性细胞因子的影响!将
#""

例患者随机分为

痹速清治疗组 $

&L

例 %!双氯酚酸钠对照甲组

$

&&

例%!湿热痹冲剂对照乙组 $

&&

例%!疗程
L

周!观

察对炎性细胞因子
)Y

$

#

'

)Y

$

$

'

)Y

$

4

'

*3\

$

!

的作用及

症状'疾病的疗效* 结果显示治疗组血清
)Y

$

#

'

)Y

$

$

'

)Y

$

4

'

*3\

$

!

水平显著降低!与患者临床症状'体征等

方面的改善平行&治疗组总有效率
5L

!

#! K

!与对照

甲 $

4#

!

4! K

%'乙 $

%4

!

%5K

%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

U X"

!

"8

%* 周海蓉等(

!"

)观察清热解毒法对活

动性
J7

患者血清血管内皮生长因子$

0:]\

%和转化

生长因子
"

$

*]\

$

"#

%的影响!将活动期
J7

患者

$"

例随机分为消痹方法治疗组与湿热痹冲剂对照组*

结果发现两组治疗后均可降低
0:]\

水平!提高
*]\

$

"#

水平!治疗组疗效更为显著* 提示
0:]\

可导致滑

膜血管增生!在
J7

形成中起重要作用*

*]\

$

"#

在

类风湿活动期以潜在形式入侵到关节滑膜内!定位于

局部!从而导致血清
*]\

$

"

水平下降!发挥负面生物

学作用* 关节局部增多的
*]\

$

"#

能够趋化'激活单

核细胞!导致滑膜衬里层细胞增加* 此外!

*]\

$

"#

还

可加速血管翳形成'抑制胶原酶合成'通过刺激滑膜细

胞分泌
0:]\

而诱导滑膜血管增生* 周海蓉等(

!"

)在

研究中发现!活动期
J7

患者服用消痹方后!血清异常

升高的
0:]\

水平显著降低!异常降低的
*]\

$

"#

水

平升高!且症状'体征'实验检查明显改善* 说明消痹

方通过影响调节血清
0:]\

'

*]\

$

"#

水平发挥治疗活

动性
J7

的作用*

!

"基础研究

J7

骨破坏相关动物实验多使用佐剂性关节炎

$

77

%或胶原诱导性关节炎$

')7

%大鼠模型!通过测

定实验动物关节肿胀度和血清某因子含量来评价疗

效* 体外实验以含药血清与类风湿关节炎患者成纤维

样滑膜细胞$

J7

$

P\YO

%共孵育!采用
&

$$

L

!

8

$二甲

基$

!

$基%$

8

$

&

$羧基甲基苯基%$

!

$$

L

$磺酸苯基%$

!P

$

四氮唑$

,*O

%比色法检测细胞增殖活性'

:Y)O7

法检

测培养液上清中某因子浓度'

+9I@9AR ^.1@

法检测细

胞中蛋白表达* 这类研究有赖于
J7

骨破坏机制的研

究进展!即有新的关键因子被发现!再研究中医药对其

作用* 从对
J7

骨破坏相关因子作用而言!清热活血

类方药能够下调骨破坏促进因子!上调保护性因子

$见表
#

%*

表
#

$清热活血类方药对
J7

骨破坏相关因子的影响

临床研究
基础研究

在体和体外实验均检出 仅在体实验检出

下调
)Y

$

#

'

)Y

$

$

'

)Y

$

4

'

*3\

$

!

'

0:]\ #

$

)3\

'

,)U

$

#!

'

)Y

$

#%

'

*3\

$

!

'

J_3`Y

'

)Y

$

#

足爪组织
U]:

!

'血清总补体'

,E7

上调
*]\

$

"# )Y

$

L

'

FU]

737:

&细胞百分率'

OFE

'

]OP

$

UW

""注#

0:]\

为血清血管内皮生长因子&

,)U

为巨噬细胞趋化因子&

U]:

为前列腺素
:

&

,E7

为丙二醛&

*]\

为转化生长因子&

737:

N为酸性

!

$醋酸苯酚酯酶染色法阳性&

]OP

$

UW

为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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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调骨破坏促进因子!上调保护性因子"

曹炜等(

!#

)研究风湿清对
$

型胶原诱发
J7

大鼠
)Y

$

L

'

#

$干扰素$

#

$

)\3

%及巨噬细胞趋化因子
#!

$

,)U

$

#!

%

的影响!用上述在体及体外实验方法!结果显示风湿清

能明显上调
J7

大鼠血清及滑膜局部
)Y

$

L

含量!对血

清及滑膜局部
#

$

)\3

有下调趋势!能明显下调全身和

局部滑膜细胞
,)U

$

#!

的高表达!从而维持
*H#G*H!

细胞平衡!抑制滑膜局部的细胞及体液免疫反应!减轻

慢性关节滑膜炎及血管炎病变* 孔祥英等(

!!

)研究结

果也显示风湿清含药血清能显著抑制
J7

$

P\YO

的增

殖!促进骨保护素$

FU]

%分泌!并抑制细胞核因子
%6

受体活化因子配基$

J73`Y

%!对抑制由炎症因子诱

导的
J7

$

P\YO

中
)Y

$

#%

及
*3\

$

!

分泌呈现一定的浓

度依赖性* 姜泉等(

!&

)发现含药血清可显著抑制共培

养系统中
)Y

$

#%

分泌!并呈现一定的浓度依赖性

$

U V"

!

"#

%*郭亚静等(

!L

)进行拆方研究!从湿热毒瘀各

方面研究痹肿消汤及拆方对
')7

大鼠滑膜
)Y

$

#

和
*3\

的影响!结果显示痹肿消汤及拆方可下调致炎因子
)Y

$

#

和
*3\

的水平!且全方组'清热解毒组'祛湿组'活血组

作用依次减弱*

!

!

!

"调节免疫'抗氧化作用"郝钰(

!8

)采用
77

模

型!观察清热燥湿代表方剂二妙散加味$黄柏'苍术'牛

膝'秦艽%对大鼠
77

的治疗作用及免疫调节机理!结果

表明二妙散加味能降低此二者对局部炎症缓解起一定

作用!并使
77

大鼠外周血中
737:

N细胞增多!推测可

能是
*I

细胞数量增加!以抑制自身免疫反应&或参与局

部炎症反应的
*

细胞数减少所致* 王永萍等(

!$

)研究也

表明风湿安冲剂能显著升高
77

大鼠血清中总超氧化

物岐化酶$

OFE

%'

]OP

$

UW

含量!显著降低其血清丙二

醛$

,E7

%含量!显示出风湿安的抗氧化作用*

&

"笔者对清热活血类方药治疗
J7

的中医学认识

J7

属于中医学风湿病$+痹病,'+痹证,%范畴!

-素问"痹论.里有+风寒湿三气杂至!合而为痹也,'

+其热者!阳气多!阴气少!病气胜阳遭阴!故为痹热,

的论述!指出痹证发病的重要外感因素!还提出素体

阳盛阴虚!虽感偏盛的风寒湿之阴邪!但其邪易从热

化而发展为热痹* 历代医家通过临床观察!也认识

到致痹之因非独风寒湿三邪!且
J7

骨破坏非独责之

于肾!这是清热活血类方药治疗
J7

及其骨破坏的理

论基础*

&

!

#

"致痹非独风寒湿"-内经.认为风寒湿侵入

是其发生的重要条件!而历代医家通过临床观察!认识

到致痹之因非独风'寒'湿三邪* 清代医家叶天士于

-临证指南医案"卷七"痹.中阐述+有暑伤气!湿热

入络为痹者,* 顾松园于-顾氏医镜.中提出+邪郁病

久!风变为火!寒变为热!湿变为痛,* 张子和-儒门事

亲.提及+痹病以湿热为源!风寒为兼!三气合而为

痹,!进而总结出痹病的成因或湿热之邪'或风寒之

邪!郁久化热后均可转成热痹* 活动期
J7

患者临床

多表现为关节肿痛'触热'晨僵'皮下结节!或伴发热'

口渴'咽红'溲赤等症状!舌质红$或暗红!时伴瘀斑'

瘀点%!苔黄厚腻* 横断面研究显示湿热痹阻证候占

L"K

以上!且其分布与代表活动期的
:OJ

'

'JU

等指

标正相关!居
$

种证型之首(

!%

)

* 因此湿热瘀阻是
J7

尤其是活动期的核心病机* 因此!笔者认为清热活血

类方药可治疗活动期
J7

核心病机就是湿'热'瘀*

&

!

!

"骨破坏非独责之于肾"关于
J7

骨破坏的

论述!-内经.有云+骨伤内动于肾!筋伤内动于肝,!历

代医家多将-宣明五气篇.中提出的+肾主骨,作为风

湿骨伤临证的理论依据!

J7

骨破坏也多责之于肾*

根据
J7

病程发展规律!认为湿热瘀阻是活动期
J7

核心病机#外感'内生之湿热阻络!经络不通!则致血

瘀!日久筋骨关节使其所养!而见骨蚀筋削* 因此治疗

以清热祛湿活血通络为主!不仅着眼于活动期
J7

的

急性炎症!更通过迅速缓解炎症来改善患者骨侵蚀方

面的预后* 由此可见!骨破坏非独责之于肾*

L

"研究中的不足及展望

L

!

#

"临床研究"清热活血类方药治疗
J7

及其

骨破坏!临床研究无论口服和
G

或外用均显示满意的疗

效!在所检索到文献中疗效阳性率甚高* 但一些研究还

是存在治疗不规范'疗效评价体系不健全以及科研方法

局限的问题* 如有用青霉素作为
J7

基础治疗联合中

药泡洗进行疗效观察(

!4

)

!无论结果如何都是+空中楼

阁,!因为最基本的
J7

治疗都难以使人信服* 另外

,*W

的近远期疗效有益于患者!已成为国际认可的
J7

基础用药(

!5

)

!无论联合其他缓解病情药物$

E,7JEI

%

或联合生物制剂!

,*W

都应作为基础* 因此!在
,*W

作为
J7

基础用药这一国际共识达成之后的研究!若未

使用者应做说明$如
,*W

治疗无效或
,*W

治疗严重不

良反应等%!否则有违反医学伦理之嫌*

另外!

J7

疗效评价方面!如+有效,'+显效,'+无

效,以及 +有效率,等的划定缺乏相关文献支持!

7'J!"G8"G%"

(

&"

)及
E7O!4

(

&#

)是国际较为公认的评

价方法!笔者建议研究者使用* 而中医学疗效评价方

面!基本是所有研究的软肋!以后将其添加至患者的

J7

研究结果!可作为以后评价之一*

科研方法学方面!笔者认为中医药研究应尝试跳

出+循证医学,的局限!在+个体化治疗(

&!

)

,或者+循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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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方面开阔思路!这也是与中医药以人为本的诊

疗理念相一致* 例如可根据患者证型动态变化!研究

实施相应的中医药序贯疗法*

今后的临床研究!若是定量研究!应在
J7

规范诊

疗基础上观察清热活血方药治疗
J7

疗效!在时间'空

间和样本量上都应扩大!并且建立更好的疗效评价体

系* 如以放射学评价
J7

骨破坏进程时!应将患者双

足平片纳入!并统一平片拍摄的技术参数&或加用核磁

共振等影像技术!监测
J7

骨破坏更为敏感* 同时应

大胆尝试定性研究(

&&

)

!中医药研究应反思对循证医学

高证据级别的一味追求!在个体化诊疗思路与定性研

究方法相结合方面有所突破*

L

!

!

"基础研究"目前
J7

的动物实验
G

基础研究

基本模式是如发现
J7

骨破坏机制的一个重要因子
G

通路!中医药研究者即设计研究某种中药单体或复方

对此因子
G

通路的作用!研究方法通常是在体和体外实

验相结合!而研究结果通常是阳性的* 这样的研究虽

然缺乏原创性!但是对于锻炼研究团队大有帮助!同

时!在阐释中医药起效机制方面!也确有裨益*

清热活血类方药能够降低促进破骨细胞功能的诸

多因子!同时上调保护性因子水平!这可能是其对
J7

有潜在骨保护作用起效机制之一* 如清热活血类方药

升高
FU]

水平!

FU]

是
*3\

受体超家族中的一种可

溶性蛋白质!主要由成骨细胞合成!是
J73`Y

的天然

阻滞受体!可竞争性阻断其与
J73`

的结合!从而抑

制破骨细胞增殖活化(

&L

)

*

)Y

$

L

也是可被此类方药上

调的因子!但
)Y

$

L

的作用存在争议!一方面有报道称

其对实验性
J7

有保护性作用(

&8

)

!另一方面据研究可

能参与
J7

的发病!且在
J7

并发间质性肺疾发生发

展中起一定作用(

&$

)

* 但是
J7

患者骨和软骨破坏过

程涉及众多分子!多靶点多通路起效的中药在
J7

疾

病中是否能够起到令人欣喜的作用/ 其作用点是否仅

破骨细胞呢/ 对于和破骨细胞共同影响骨质代谢的成

骨细胞一方!如
Eaa

$

#

'

+R@

信号通路(

&%

!

&4

)方面!清

热活血类方药的作用又是如何呢/ 该类方药对于成骨

细胞一方的影响!也是今后一个研究方向*

参 考 文 献

(

#

)"栗占国! 张奉春! 鲍春德主编
2

类风湿关节炎(

,

)

2

北

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5

#

$2

(

!

)"

6<AA9@@ :,

!

O?1@@ E]

!

+=.9I 3(

!

9@ <.2 *H9 =;

$

Z<?@ 1T AH9-;<@1=> <A@HA=@=I 1R 9;Z.1/;9R@ I@<@-I

=R @H9 9<A./ /9<AI 1T >=I9<I9

#

< _` ?1;;-R=@/

$

^<I9> I@->/

(

(

)

2 JH9-;<@1.1S/

$

FbT1A>

%!

!"""

!

&5

$

#!

%#

#L"&

#

#L"52

(

&

)"栗占国
2

类风湿关节炎在我国的低认知度和高致残率不容

忽视(

(

)

2

中华医学杂志!

!""5

!

45

$

!%

%#

#4%&

#

#4%82

(

L

)"

7AR9@@ \'

!

:>c1A@H/ O,

!

6.1?H E7

!

9@ <.2 *H9 7

$

;9A=?<R JH9-;<@=I; 7II1?=<@=1R #54% A9[=I9>

?A=@9A=< T1A @H9 ?.<II=T=?<@=1R 1T AH9-;<@1=> <A@HA=

$

@=I

(

(

)

2 7A@HA=@=I JH9-;

!

#544

!

&#

$

&

%#

&#8

#

&!L2

(

8

)"唐晓颇! 姜泉! 刘维!等
2

清热利湿活血综合疗法治疗

活动期类风湿关节炎患者
!#!

例疗效分析(

(

)

2

世界中

西医结合杂志!

!"#!

!

%

$

##

%#

5%4

#

54#2

(

$

)"王振卿
2

活血清热法治疗类风湿性关节炎
!"!

例临床

研究(

(

)

2

中医杂志!

!""!

!

L&

$

%

%#

8##

#

8#&2

(

%

)"刘德芳! 郭明阳! 张俊!等
2

三黄一龙汤治疗类风湿关

节炎活动期的临床观察 (

(

)

2

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

!""4

!

!4

$

4

%&

%L&

#

%L$2

(

4

)"焦娟! 姜泉! 曹炜!等
2

清热活血方药改善活动期类风

湿关节炎湿热瘀阻证临床症状的研究(

(

)

2

国际中医中

药杂志!

!"##

!

&&

$

#"

%#

4%!

#

4%82

(

5

)"姜泉! 焦娟
2

清热活血法外治类风湿关节炎疗效观察

(

(

)

2

中医正骨!

!""$

!

#4

$

&

%#

!#

#

!!2

(

#"

)"敖雪仁! 陈春雪! 曾慧妍!等
2

清痹洗方熏洗对类风湿性

关节炎热痹证临床疗效的影响(

(

)

2

广州中医药大学学

报!

!""8

!

!!

$

$

%&

L&$

#

L&52

(

##

)"李琴
2

中药外用治疗类风湿性关节炎
$"

例(

(

)

2

陕西中

医!

!""L

!

!8

$

$

%#

8!$

#

8!%2

(

#!

)"胡永芳!程清琳
2

中药熏蒸治疗类风湿关节炎的护理

(

(

)

2

河北中医!

!""$

!

!4

$

##

%#

4$&

!

4%#2

(

#&

)"母小真! 姜泉! 史群!等
2

应用重复测量分析评价清热

活血法治疗活动期类风湿关节炎的临床研究(

(

)

2

河北

医药!

!"#"

!

&!

$

!L

%#

&L%4

#

&L4"2

(

#L

)"姜泉!冯兴华! 王承德!等
2

清热活血方治疗类风湿关节

炎患者
%#

例临床观察(

(

)

2

中医杂志!

!"#!

!

8&

$

$

%#

L44

#

L5#2

(

#8

)"姜泉!李纪川! 焦娟!等
2

清热活血方药对活动期类风湿

关节炎患者生活质量的影响(

(

)

2

中国康复!

!"#!

!

!%

$

!

%#

##5

#

#!"2

(

#$

)"周新尧! 王雷! 余卫! 等
2

清热活血方药治疗类风湿关

节炎
#

年后双手
W

线变化临床观察(

(

)

2

中国骨伤!

!"##

!

!L

$

#!

%#

55!

#

55$2

(

#%

)"姜泉!殷海波! 罗成贵!等
2

清热活血方药治疗类风湿关

节炎骨破坏
!

年期放射学研究(

(

)

2

世界中西医结合杂

志!

!"#!

!

%

$

L

%#

&L&

#

&L%2

(

#4

)"韩文霞! 周翠英
2

痹速清合剂对类风湿性关节炎炎性细

胞因子作用的临床研 (

(

)

2

山东中医药大学学报!

!"""

!

!L

$

8

%#

&4#

#

&4L2

(

#5

)"周翠英! 樊冰! 孙素平! 等
2

清热解毒法对类风湿关节

炎炎性细胞因子作用的临床研究(

(

)

2

山东中医杂志!

!""L

!

!&

$

&

%#

#&%

#

#&52



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

(-./ !"#$

!

01.2 &$

!

31

!

%

"!"($$"

(

!"

)"周海蓉!李大可!刘江
2

清热解毒法对活动性类风湿关节

炎的疗效观察(

(

)

2

四川中医!

!""8

!

!&

$

##

%#

L$

#

L42

(

!#

)"曹炜! 姜泉! 吴振宇! 等
2

风湿清对
$

型胶原诱发类风

湿关节炎大鼠白细胞介素 #

L

'

#

#干扰素及趋化因子

的影响(

(

)

2

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

!""5

!

!5

$

#!

%#

###L

#

###$2

(

!!

)"孔祥英! 吴文斌! 苏晓慧! 等
2

风湿清对成纤维样滑膜

细胞
FU]

!

J73`Y

!

*3\

$

!

及
)Y

$

#%

表达的影响(

(

)

2

中国实验方剂学杂志!

!"#!

!

#4

$

!!

%#

!4%

#

!5"2

(

!&

)"姜泉!周新尧!唐晓颇!等
2

清热活血方在类风湿关节炎相

关动物实验和体外研究中对白介素
#%

的影响(

(

)

2

中国中

医基础医学杂志!

!"#&

!

#5

$

4

%#

5"%

#

5"52

(

!L

)"郭亚静! 陈疆! 熊新贵!等
2

痹肿消汤及湿热毒淤各拆

方对胶原诱导型关节炎大鼠滑膜
)Y

$

#

和
*3\

的影响

(

(

)

2

中国现代医学杂志!

!"#!

!

!!

$

&

%#

$

#

#"2

(

!8

)"郝钰
2

清热燥湿法对类风湿性关节炎治疗作用的实验研究

(

(

)

2

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

#55%

!

&

$

#

%#

&!

#

&L

*

(

!$

)"王永萍! 李扬林! 蔡小青!等
2

风湿安冲剂的抗氧化作

用对类风湿性关节炎影响的实验研究(

(

)

2

药物分析杂

志!

!"#"

!

&"

$

#

%#

#L5

#

#8#2

(

!%

)"姜泉!蒋红!曹炜!等
2 L%8

例类风湿关节炎患者中医临床

证候分析(

(

)

2

中医杂志!

!""%

!

L4

$

&

%#

!8&

#

!882

(

!4

)"王秀静
2

类风湿关节炎的中药外敷治疗的效果及护理

(

(

)

2

时珍国医国药!

!"#!

!

!&

$

#"

%#

!$$#

#

!$$!2

(

!5

)"高惠英
2 !""5

年欧洲风湿病联盟关于类风湿关节炎治

疗的指南(

(

)

2

中华临床免疫和变态反应杂志!

!""5

!

&

$

L

%#

&#$

#

&#%2

(

&"

)"

7;9A=?<R '1..9S9 1T JH9-;<@1.1S/ O-^?1;;=@

$

@99 1R JH9-;<@1=> 7A@HA=@=I ]-=>9.=R9I2 ]-=>9

$

.=R9I T1A @H9 ;<R<S9;9R@ 1T AH9-;<@1=> <A@HA=@=I

#

!""! -Z><@9

(

(

)

2 7A@HA=@=I JH9-;

!

!""!

!

L$

$

!

%#

&!4

#

&L$2

(

&#

)"

\A<RI9R (

!

[<R J=9. UY2 *H9 E=I9<I9 7?@=[=@/

O?1A9 <R> @H9 :_Y7J A9IZ1RI9 ?A=@9A=<

(

(

)

2 '.=R

:bZ JH9-;<@1.

!

!""8

!

!&

$

8 O-ZZ. &5

%#

5&

#

552

(

&!

)"

*<a UU2 7 Z9AI1R<.=d9> ;9>=?=R9 <ZZA1<?H @1 ^=1

$

.1S=? @A9<@;9R@ 1T AH9-;<@1=> <A@HA=@=I

#

< ZA9.=;=

$

R<A/ @A9<@;9R@ <.S1A=@H;

(

(

)

2 JH9-;<@1.1S/

$

Fb

$

T1A>

%!

!"#!

!

8#

$

L

%#

$""

#

$"52

(

&&

)"

*H9Aa.9I1R *2 ]=RS9A ?1;ZA9II @H9A<Z/ T1A <>-.@I

c=@H 1I@91<A@HA=@=I

(

(

)

2 ( 7>[ 3-AI

!

!"#"

!

$$

$

#"

%#

!!!8

#

!!&&2

(

&L

)"周新尧! 姜泉! 曹炜
2

破骨细胞在类风湿关节炎骨破坏

机制中作用的研究进展(

(

)

2

国际免疫学杂志!

!"#"

!

&&

$

L

%#

!$5

#

!%!2

(

&8

)"聂瑛洁! 周晓泉! 袁军! 等
2 )Y

$

LG)Y

$

#"

诱导的树突细胞

对类风湿性关节炎的作用 (

(

)

2

中国免疫学杂志!

!"##

!

!%

#

##"L

#

##"%2

(

&$

)"杨春萍! 李晓琳! 林填田! 等
2

类风湿关节炎患者血清

白细胞介素#

L

水平与间质性肺疾病的关系(

(

)

2

中华

临床免疫和变态反应杂志!

!"#!

!

$

$

&

%#

#%&

#

#%$2

(

&%

)"许连静! 秦明群
2 +R@GEaa

在骨改建中对成骨细胞和

破骨细胞的双向调节作用(

(

)

2

江苏医药!

!"#"

!

&$

$

#$

%#

#5&&

#

#5&82

(

&4

)"

E<1-II=I E

!

7R>1R1Z1-.1I 7U

!

Y=1II=I O32 +R@

Z<@Hc</ <R> )Y

$

#%

#

R1[9. A9S-.<@1AI 1T B1=R@ A9

$

;1>9.=RS =R AH9-;<@=? >=I9<I9I2 Y11a=RS ^9/1R>

@H9 J73`

$

J73`Y

$

FU] <b=I

(

(

)

2 O9;=R 7A@HA=@=I

JH9-;

!

!"#"

!

&5

$

8

%#

&$5

#

&4&2

$收稿#

!"#L

#

"!

#

!4

"修回#

!"#$

#

"8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