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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胡疏肝散对大鼠胃
'>F>6

间质细胞活性及

细胞内钙离子浓度的影响

宁海恩$凌江红$梁$纲$张$智$王煜姣

摘要$目的$观察柴胡疏肝散含药血清对大鼠胃
'>F>6

间质细胞!

?G0.3H0?0?>6 B.66H 5I '>F>6

"

)''H

#活性

及细胞内钙离子!

'>

! J

#浓度的影响$ 方法$按照血清药理学通法制备大鼠含药血清"将血清分为柴胡疏肝散

组!浓度为
:K

%

#"K

%

!"K

#%多潘立酮组!

#"K

#%空白组"急性分离并采用酶解法提取胃窦
)''H

进行常规培

养"免疫荧光染色法鉴定
)''H

"

,**

法测定
)''H

对数生长曲线"以含药血清继续培养对数生长期的
)''H &

天后"通过
''L

#

9

法检测
)''H

活性"激光共聚焦显微镜进行
M6N5

#

&

荧光检测
)''H

细胞内
'>

! J变化"比较

各组含药血清对大鼠胃窦
)''H

生长的影响$ 结果$成功分离%培养和鉴定
)''H

后"通过各组含药血清作用"

与空白组同期比较"多潘立酮组%柴胡疏肝散组
)''H

活性与细胞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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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荧光强度均显著增强!

O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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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潘立酮组同期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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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胡疏肝散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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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胡疏肝散组
)''H

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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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Q

#与细胞内
'>

! J荧光强度均显著增

强!

O P"

!

":

#$ 结论$柴胡疏肝散可以通过增强细胞内
'>

! J浓度促进
)''H

活性"促进其分化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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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证实!胃肠道
'>F>6

间质细胞 $

?G0.3H0?0?>6

B.66H 5I '>F>6

!

)''H

%作为胃肠运动的起搏细胞!产生

自主节律性慢波电位!通过突起和缝隙连接作用于胃

肠平滑肌细胞!促进平滑肌节律性舒缩'

#

(

) 胃肠神经

递质也通过
)''H

介导影响平滑肌!形成*神经递质 "

)''H

"平滑肌+功能结合体进行调控胃肠道的电生理

和胃肠动力'

!

!

&

(

)

)''H

与胃肠动力障碍性疾病$

T?H

#

53T.3H 5I R>H035?G0.H0?G>6 150?6?0U

!

CX),

%相关研

究已成为近些年来的研究热点) 有研究表明!柴胡疏

肝散是具有调控胃肠动力的中药复方'

;

!

:

(

) 本研究从

细胞水平验证柴胡疏肝散是否能够作用于
)''H

!并基

于
)''H

活性与细胞内钙离子$

'>

! J

%的变化关系进

一步探讨柴胡疏肝散促胃动力的可能机制)

材料与方法

#

$动物及分组$

-OM

级
-C

大鼠
&"

只!鼠龄约

!

个月!体重$

#:"

%

:

%

R

!雌雄各半!由广西医科大学

实验动物中心提供!合格号#

-'bL

$桂%

!"#;

"

"""!

)

实验前适应性饲养
#

周!自由进食,进水!保持环境通

气,干燥!实验时进行简单随机分组#柴胡疏肝散组,多

潘立酮组,空白组!每组
#"

只大鼠并做好对应标志)

!

$药物$柴胡疏肝散!采用张介宾-景岳全书.原

方!组成#柴胡,陈皮各
$ R

!香附,川芎,枳壳,白芍各

;

!

: R

!炙甘草
#

!

: R

!购自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中

药房) 多潘立酮片!

#" 1RE

片!西安杨森制药有限公司生

产!批号#

Y#"%#"""&

!购自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药房) 按照成人与实验动物体表面积折算!取人"大鼠

换算系数
:

!

%9

!转换成实验所需药物浓度#柴胡疏肝散为

#":K

!多潘立酮为
"

!

#K

!生理盐水为
"

!

%K

'

$

(

)

&

$试剂及仪器$同仁化工
''L

#

9

试剂盒$上海

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6N5

#

&

#

[,

$北京泛博生物化

学有限公司%!

,#%%

培养液$美国
YUB65G.

公司%!胎

牛血清$美国
-B?.GB.66

公司%!

!

型胶原酶$美国
X)`

#

'D

公司%!兔抗大鼠
'C##<EB

#

L?0 >G0?25TU

一抗$美

国
O?.3B.

公司%!

CU6?RQ0 *,;99 '5GFNR>0.

山羊抗兔

)RX

二抗$联科生物公司%!抗荧光淬灭封片液$上海碧

云天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C

#

Y>GaH

液,胰酶
"

!

!:K J

"

!

"!K=C*[

,青霉素"链霉素溶液$杭州吉诺生物医

药技术有限公司%!水合氯醛,

!:K

戊二醛$成都科龙试

剂公司%!

,**

$上海江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二甲基亚

砜$

C,-D

!上海慧颖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台盼蓝溶液

$北京索莱宝科技有限公司%)

*Q.315 ,N60?Ha>G

,L&

全自动酶标仪$上海赛默科技生物发展有限公

司%!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

$德国
\.?HH

公司%!

'Lb;#

倒置式生物显微镜,

`b:&

型号四色正置荧光显

微镜$日本
D6U1/NH

公司%!解剖显微镜$

`)b

#

#"!X

%!

电子天平
`-;!&-

$德国
->3053?NH

公司%!

-+

#

'(

#

!MC

超净工作台$苏州安泰空气技术有限公司%!超低

温冰箱$中国海尔集团%!

*]L

#

;"!#

型超纯水机$乌鲁

木齐超纯水机厂%!

-E8!<<"%

#

#;$!'D

!

培养箱$美国

M531>

公司%!高速低温冷冻离心机$美国
*Q.315

公

司%!

-E8

高压消毒锅$日本三洋公司%!微量移液器$德

国
=//.GT53I

公司%)

;

$方法

;

!

#

$含药血清制备$按上述实验分组及药物浓

度!依据血清药理学制备方法'

<

"

#"

(

!按成人$

$" aRE

人%临床用药量的
#"

倍!按
#

&

:

容积比!分别予柴胡

疏肝散煎液 $用蒸馏水浸泡
&" 1?G

!煎煮两次!

&" 1?GE

次%后!过滤!去渣取汁!合并滤液加热蒸发!制

成
#

!

": aREZ

水煎浓缩液!

;

'保存备用%,多潘立酮

溶液$用蒸馏水溶解成
"

!

""# aREZ

溶液%,生理盐水

灌胃!灌胃量
#

!

: 1ZE#"" R

!每天两次!间隔
#! Q

!共

& T

!于末次灌胃
# Q

后!使用
#"K

水合氯醛行腹腔麻

醉,腹主动脉取血!置真空采血管室温下静置至有血清

析出!

& """ 3 E1?G

离心
!" 1?G

!分离血清!同组血清

混合后!置于
:$

'水浴中灭活
&" 1?G

!用
"

!

!! "1

微孔滤膜过滤除菌!置"

!"

'保存备用) 假设所提取

的各组含药血清浓度为
#""K

!用
,#%%

培养液稀释

成
:K

,

#"K

,

!"K

的柴胡疏肝散含药血清浓度!如

#"K

的柴胡疏肝散组配置#

#" 1Z

柴胡疏肝散含药血

清加
%" 1Z ,#%%

培养液!

#"K

的多潘立酮,生理盐

水含药血清浓度配置同法)

;

!

!

$

)''H

的分离,培养与形态学观察$参照参

考文献'

##

!

#!

(!取
-C

大鼠
&

只!雌雄不限!禁食

9 Q

!不禁水!

#"K

水合氯醛腹腔麻醉!开腹取长约
&

B1

胃窦!沿胃小弯切开!

C

#

Y>GaH

液冲洗
&

次!解剖

显微镜下剥离胃黏膜层!取肌条切成
"

!

# B1

(

"

!

#

B1

大小的条块!加入
!

型胶原酶消化液$

,#%%

配

置!不含血清!浓度
#

!

& 1RE1Z

%!

&<

'水浴箱消化

;: 1?G

!

%"" 3 E1?G

离心,

& 1?G

!

C

#

Y>GaH

液重悬洗

去消化液!再离心$

%"" 3 E1?G

,

& 1?G

%!弃
C

#

Y>GaH

液!加入完全培养基$

,#%%

,

!"K

胎牛血清,

#K

青霉

素"链霉素溶液%!吹打
#: 1?G

!

!""

目筛网过筛,形

成细胞悬液!种植细胞培养瓶$约
& 1ZE

瓶%!置
&<

',

:K'D

!

培养箱培养) 每隔
!

日换液
#

次!倒置显微镜

下观察细胞生长情况) 当细胞生长稳定后!用血球计

数板计数细胞数在
#

(

#"

:

)

1Z

左右!台盼蓝染色确定

细胞活力在
9:K

左右时可用于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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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H

对数生长曲线测定$采用
,**

法!

以
,#%%

完全培养基调整
)''H

浓度!接种至
%$

孔培

养板培养
!; Q

后!加入
,**

液培养
; Q

!去掉
,**

液!加入
C,-D

!振荡!酶标仪单波长
;:" G1

处测

DC

值!之后分别在细胞培养的第
!

*

#; T

重复上述

操作) 以培养细胞的天数$

T

%为横坐标!以
DC

值为

纵坐标!制作细胞生长曲线)

;

!

;

$

)''H

免疫荧光鉴定$取对数生长期细胞!

经无水甲醛 $

!"

'预冷%固定!

:K

脱脂奶粉封闭

#" 1?G

!加入兔抗大鼠一抗$

#

&

&"

%!

;

'冰箱孵育过

夜!

O`-

液冲洗
&

遍!加入山羊抗兔二抗$

#

&

!""

%标

记!

&<

'培养箱孵育
# Q

!抗淬灭封片液封片后于正置

荧光显微镜下观察并拍照)

;

!

:

$

''L

#

9

法检测各组含药血清
)''H

分化活

性$取对数生长期细胞!胰酶
&<

'消化成细胞悬液!

调整浓度为
"

!

:

(

#"

: 个
E1Z

!接种于
%$

孔板!

#! Q

充分贴壁后开始换液并取每
#"

孔加入同浓度含药血

清!

&"" "ZE

孔!按组别浓度依次加入!于培养箱分别培

养
!;

,

;9

,

<! Q

后加入
''L

#

9

!分别孵育
; Q

后于酶

标仪进行上机取检测波长为
;:" G1

!测量各组细胞

DC

值)

;

!

$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技术测定
)''H

内
'>

! J

浓度$取上述符合要求的细胞用
C

#

Y>GaH

缓冲液$无

酚红%冲洗细胞两次!在避光的情况下加入
"

!

# 1Z

M6N5

#

&

#

[,

探针染料工作液!于
&<

'温箱中避光孵育

$" 1?G

!

C

#

Y>GaH

液液再清洗!备用检测!细胞荧光强

度使用自带软件
8)-

测定) 测定时开启激光共聚焦扫

描显微镜!将培养皿置于载物台上!绿色荧光探针聚焦

定位,固定视野!先检测加含药血清前的细胞内
'>

! J荧

光强度$

I6N53.HB.G0 ?G0.GH?0U

!

M)

%作为静息值
M"

!采

集数据!接着使用移液枪小心隔空滴入
:" "Z

的含药血

清
&

滴于激光聚光点细胞团面上!保持连续动态扫描,

检测
M)

值的变化!时长为
! 1?G

!测定峰值
M1>^

采集

数据!同时进行拍照采图) 峰高$

!M)

%

c M1>^

"

M"

!

代表含药血清引起的
M)

变化值) 用
M)

平均变化值来间

接反映细胞内游离钙离子浓度的相对水平'

#&

(

)

;

!

<

$统计学方法$应用
-O-- #$

!

"

统计软件!

计量数据用
^

%

H

表示!多组间比较采用方差分析!组

间两两比较采用
Z-C

检验!

O P"

!

":

为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结$$果

#

$

)''H

形态观察$图
#

%$在倒置显微镜下!

!; Q

#完全贴壁!呈梭形,菱形或三角形!可见细胞突

起&

<! Q

#可见梭形,菱形,三角形!每个细胞都有
#

*

!

个核!核大!核周胞浆少!并从核区向胞体发出
!

*

:

条

长突起!与邻近
)''H

突起,胞体相互连接!形成网络

状!同时由于这种连接细胞之间也呈现出聚集成团生

长的现象) 第
$

,

9 T )''H

网络状,聚集现象最明显)

$$注#

[

为
!; Q

$ (

;"

%&

`

为
<! Q

$ (

#""

%&

'

为
$ T

$ (

#""

%&

C

为
9 T

$ (

#""

%

图
#

$

)''H

形态观察$$倒置显微镜!无染色%

!

$

)''H

对数生长曲线$图
!

%$

#

*

& T

细胞处

于潜伏期!

;

*

9 T

细胞处于对数生长期!其中
$

*

9 T

生长最为明显!

% T

后进入平台期)

&

$

)''H

免疫荧光鉴定结果$图
&

%$对数生长期

)''H

形态特征明显!胞体呈三角形,圆形或梭形&细胞

核大!核周有少量胞浆&从胞体发出
!

*

:

条长突起!

并与邻近细胞形成网络&表面
B

#

L?0

蛋白呈阳性表达!

胞体和突起均明显着色!呈绿色阳性显色)

;

$各组胃
)''H

活性比较$表
#

%$与空白组同

期比较!各时间点
:K

,

#"K

,

!"K

柴胡疏肝散,多潘

立酮组
)''H

活性均显著增强$

O P"

!

":

%) 与多潘立

图
!

$

)''H

对数生长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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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
'()*+,

!

-./0.12.3 !"#$

!

4567 &$

!

85

!

%

表
#

$各组胃
)''H

活性比较$$

^

%

H

%

组别
G

)''H

活性$

DC

值%

!; Q ;9 Q <! Q

空白
#" "

+

&%

%

"

+

"; "

+

;#

%

"

+

"; "

+

;!

%

"

+

":

多潘立酮
#"

"

+

;<

%

"

+

";

"

"

+

;9

%

"

+

"9

"

"

+

:&

%

"

+

"!

"

:K

柴胡疏肝散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

柴胡疏肝散
#"

"

+

:;

%

"

+

"!

"!

"

+

:9

%

"

+

"9

"!#

"

+

$&

%

"

+

"%

"!#

!"K

柴胡疏肝散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

"!#$

$$注# 与空白组同期比较!

"

O P"

!

":

&与多潘立酮组同期比较!

!

O P"

!

":

&与
:K

柴胡疏肝散组同期比较!

#

O P"

!

":

&与
#"K

柴胡疏肝散组同期

比较!

$

O P"

!

":

$$注#

[

为第
$ T

&

`

为第
9 T

图
&

$

)''H

免疫荧光鉴定结果$$免疫染色! (

!""

%

酮组同期比较!各时间点
#"K

,

!"K

柴胡疏肝散组

)''H

活性均显著增强$

O P "

!

":

%) 与
:K

柴胡疏肝

散组同期比较!

;9

,

<! Q #"K

,

!"K

柴胡疏肝散组

)''H

活性均显著增强$

O P"

!

":

%) 与
#"K

柴胡疏肝

散组同期比较!

<! Q !"K

柴胡疏肝散组
)''H

活性显

著增强$

O P"

!

":

%)

:

$各组胃
)''H

内
'>

! J荧光强度比较$表
!

!

图
;

%$与空白组比较!

:K

,

#"K

,

!"K

柴胡疏肝散组

表
!

$各组胃
)''H

内
'>

! J荧光强度比较$$

^

%

H

%

组别
G

峰高$

!M)

%

空白
## ##:

+

&:

%

#"

+

!9

多潘立酮
##

!;"

+

#$

%

<#

+

"9

"

:K

柴胡疏肝散
##

!&;

+

;9

%

;<

+

:$

"

#"K

柴胡疏肝散
##

;$%

+

;!

%

<<

+

""

"!#

!"K

柴胡疏肝散
##

;%%

+

;%

%

%;

+

<9

"!#

$$注#与空白组比较!

"

O P "

!

":

&与多潘立酮组比较!

!

O P "

!

":

&与

:K

柴胡疏肝散组比较!

#

O P"

!

":

与多潘立酮组
)''H

内
'>

! J 荧光强度均显著增强

$

O P"

!

":

%)与多潘立酮组同期比较!

#"K

,

!"K

柴胡

疏肝散组
)''H

内
'>

! J荧光强度均显著增强$

O P

"

!

":

%) 与
:K

柴胡疏肝散组同期比较!

#"K

,

!"K

柴

胡疏肝散组
)''H

内
'>

! J荧光强度均显著增强$

O P

"

!

":

%)

讨$$论

CX),

是临床常见及多发的胃肠道疾病之一!以

胃肠动力紊乱,分泌机能失调为特征!致使平滑肌张力

及其收缩功能,正向节律性传导能力均表现下降的一

类疾病) 根据
CX),

临床表现!可归属中医学 *痞

证+,*嘈杂+,*腹满+,*呕吐+,*呃逆+,*腹痛+等范

畴!病位在脾,胃,肝,大小肠!涉及肺,肾!主要因情志

不畅!恼怒,忧郁等情志失调!肝失疏泄!气机郁滞!横

犯脾胃&或因素体脾虚!饮食不节,不洁而伤脾!致土虚

木贼!发展成肝胃不和,肝郁脾虚,肝胃郁热等证) 柴

胡疏肝散主治肝郁气滞,肝胃不和之证!主要功效为疏

肝理气,活血止痛!可以改善由于肝气横逆,郁结所导

致的胁胀,胸闷不舒或恶心呕吐,食欲不振,脘腹胀满,

肠鸣腹痛等胃肠道症状!起到促胃动力的作用效

果'

#;

"

#<

(

) 凌江红等'

#9

"

!"

(研究发现!柴胡疏肝散能够

改善消化不良行为和胃组织学表现!可能与其能上调

中枢和外周胃泌素表达,下调外周胃组织生长抑素,胃

泌素受体,胆囊收缩素受体
[ 1W8[

表达有关) 但

对于柴胡疏肝散是否能够作用于
)''H

进而产生促胃

$$注#

[

为空白组&

`

为多潘立酮组&

'

为
:K

柴胡疏肝散组&

C

为
#"K

柴胡疏肝散组&

=

为
!"K

柴胡疏肝散组

图
;

$各组胃
)''H

内
'>

! J荧光强度比较$$

M6N5

#

&

#

[,

探针染色!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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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力!这一机制尚未有报道)

本研究旨在从
)''H

活性与细胞内
'>

! J的变化

关系探讨柴胡疏肝散促胃动力的可能机制)

)''H

活

性的改变对胃动力有重要的影响!有关研究发现胃肠

动力障碍性疾病伴有
)''H

数量的减少或缺失,网络

结构破坏!导致该细胞活性的减弱或消失'

!#

"

!&

(

) 本

实验培养结果表明!根据所培养的细胞镜下形态学特

征与细胞免疫荧光染色鉴定提示#所培养的细胞即是

)''H

'

!;

(

) 结合
)''H

活性检测结果显示!与空白组,

多潘立酮组同期比较!

#"K

,

!"K

柴胡疏肝散组
)''H

活性显著增强!提示柴胡疏肝散可以增强
)''H

活性)

)''H

起搏电位的产生和慢波传播受离子环境,神

经递质和激素等生物活性物质的影响!且与
'>

! J关系

最为密切'

!:

!

!$

(

) 细胞内
'>

! J浓度变化形成离子流参

与
)''H

自主节律性产生,起搏和慢波形成!

)''H

内

'>

! J振荡$即细胞内规律性
'>

! J浓度变化%与慢波同

步'

!<

(

)

)''H

内
'>

! J主要贮存于内质网
E

肌质网中!

在维持胃体平滑肌收缩与舒张功能中发挥着核心作

用'

!9

(

)

)''H

内
'>

! J浓度检测结果显示#胃
)''H

内

'>

! J荧光强度随柴胡疏肝散浓度增高而增强) 由此

推测#柴胡疏肝散促进
)''H

活性的增强与细胞内

'>

! J浓度增加有关)

已有研究表明!钙调蛋白$

'>,

%是细胞内
'>

! J

的主要信号转导分子!介导,调控由
'>

! J引起的一系

列生理生化反应'

!%

(

) 当细胞内
'>

! J浓度增高时!通

过一系列的反应使
'>,

结合蛋白磷酸化!肌丝滑行

使平滑肌收缩'

&"

"

&!

(

) 再者!也有研究表明干细胞生

长因子$

-'M

%和原癌基因$

B

#

L?0

%对胃肠道
)''H

分

化,生长,发育和表型的维持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

(

)

因此!柴胡疏肝散通过调节,增加
)''H

内
'>

! J浓度

进行促进该细胞活性!也可能与调节
'>,

表达,

-'ME

B

#

L?0

通路作用相关!需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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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八届中国中西医结合消化系统疾病学术会议在天津召开

第二十八届全国中西医结合消化系统疾病学术会议暨
!"#$

年中西医结合诊治功能性胃肠病高级研修班以及国家级名老中医危

北海教授学术经验传承研讨会于
!"#$

年
<

月
<

'

%

日在天津市召开$ 会议收到全国各省市寄来的学术论文
;""

余篇" 参会代表共

:&"

余人$

本次会议围绕着中西医结合诊治功能性胃肠病以及国家级名中医危北海教授学术经验传承研讨开始$ 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

京中医医院的陈
!

教授着重阐述了危北海教授的(脾虚综合征)及(胃肠复元理论)学术思想及其临床应用$ 上海瑞金医院吴云林教

授为我们详细解读了肝硬化门静脉高压食管胃静脉曲张出血的防治指南&通过临床典型病例"讲述了临床中存在胃炎样胃癌及
OO)

导

致恶性溃疡的假性愈合的现象"提出了重视内镜下对溃疡愈合瘢痕及慢性胃炎的观察及诊断$ 福建中医药大学第二人民医院杨春波

教授 详细地介绍了自己常用的
!#

个 (清热祛湿)方的临床选用$ 天津市第一医院陆伟教授重点分析了中药导致肝损伤的原因以及

中药导致肝损伤如何防治问题$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姚希贤教授提出中%西医和以中医为主体的中西医结合在临床工作中要适中

则中%宜西则西"需结合用药者则中西医结合治疗"因病制宜"选择应用$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消化科王邦茂教授介绍了肠道微生态与

消化道肿瘤!胃癌%肠癌%肝癌#的关系"并提出基于肠道微生态的肿瘤防治策略$ 天津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张志广教授介绍了幽门螺杆

菌感染诊治最新进展以及学习京都共识的心得体会$ 广州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胡玲教授为我们详细介绍了全国名老中医劳绍贤

教授治疗脾胃病的
:

个经验方*清浊安中汤%连葛救火汤%肠安方%脐腹瘀痛方%祛脂养身汤$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刘汶教

授讲解了危北海教授(脾虚综合征)%(胃肠复元理论)在临床上的应用$

武汉协和医院侯晓华教授介绍了功能性胃肠病的发病%诊断及西医治疗方法$ 山西省中医院冯五金教授指出中医辨证和
E

或西医对

症%脑神经递质调节药%心理疏导是治疗情志相关性胃肠病的三大基本治则$ 福建省第二人民医院柯晓教授详细介绍了排便障碍型便秘

的发病机制"并指出生物反馈治疗%中医辨证施治和针灸治疗排便障碍型便秘疗效确切$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陆伟教授指出未来治疗未

来慢性乙型肝炎治疗方案为直接抗病毒治疗%免疫调节%

Y`4

抗原抑制%

BBBC8[

抑制等
;

种方案的综合治疗$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

院李军祥教授 重点讲解了中医治疗溃疡性结肠炎的要点 "并明确了中西医结合治疗溃疡性结肠炎的切入点和指导意见$ 中国中医科学

院西苑医院唐旭东教授 介绍了调节肠道微生态临床方剂运用(三部曲)"包括辨识泻秘主症%明确中医基本病机&依据对泻秘的肠病辨证%

明确证候兼夹"采用方证对应治疗&综合主病辨证与肠病一般辨证"方证对应"实施个体化治疗$

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吕宾教授论述了抗生素%中药及化疗药物等三大类药物来阐述药物对肠道微生态系统%肠道能量代

谢等影响及临床用药 $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刘成海教授提出应当重视自身免疫性肝炎!

[)Y

#与药物性肝损%丙肝%脂肪肝等

疾病的鉴别"并论述了中医药联合激素的分期论治%抗炎保肝%抗肝纤维化等在
[)Y

治疗中的重要作用$

本次会议还举办消化系统疾病疑难病例讨论"上海瑞金医院%上海曙光医院%天津市第一医院挑选出
:

个疑难病例进行讨论"大家

讨论热烈"对代表开阔视野"解决临床实际问题有很大帮助"受到代表的欢迎$

柯$晓$唐艳萍$李军祥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