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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治疗子宫内膜异位症的研究进展

江#珍#

#李佩双#

#梁瑞宁!

##子宫内膜异位症$

1CD/;1.2=/E=E

"

:+E

% 是指具

有生长功能的子宫内膜组织出现在子宫腔被覆黏膜以

外部位的一种持续性病变疾病'

#

(

)

:+E

在育龄期妇

女的发病率约为
#"F G#HF

"伴有盆腔疼痛达
7"F

"

合并不育者
H"F

"严重影响女性健康'

!

"

%

(

) 内异症被

认为是一种免疫缺陷病'

8

(

"而免疫缺陷引起免疫细胞

的数量和活性的异常) 细胞因子是由免疫细胞和免疫

相关细胞产生的小分子多肽"具有调节细胞功能"对细

胞间的相互作用*细胞的生长和分化*免疫应答等有重

要调节作用) 近年研究表明"中医药有效治疗
:+E

可

能与其调节细胞因子的水平及活性有关'

H

(

)

#

#血管内皮生长因子 $

I<E-J4<2 1CD/.K14=<4

L2/M.K N<-./2

"

3:OP

%#

3:OP

是一种血管内皮细

胞高度特异丝裂原"强效的新生血管刺激因子"具有诱

导血管内皮细胞增殖*促进血管构建*诱导新生血管形

成等生物学作用'

$

(

) +黏附,侵袭,血管生成-被认

为是内异灶形成的病理生理过程"内异病灶的发生有

赖于血管的生成'

9

(

) 张敏等'

7

(给予
:+E

模型大鼠灌

服复方莪术散$药物组成#三棱*莪术*淫羊藿*黄芪*

延胡索%"分为低*中*高剂量组"每日灌胃
#

次"连续

!7

天后测定异位子宫内膜组织中基质金属蛋白酶
!

$

;<.2=Q ;1.<44/R2/.1=C<E1

"

!

"

++S

"

!

%和
3:OP

的

表达水平"结果显示复方莪术散在一定剂量关系上明

显抑制异位组织生长"缩小异位病灶体积"抑制

++S

"

!

和
3:OP

表达) 陈景伟等'

@

(研究发现"补肾温

阳化瘀方$药物组成#炮附子*肉桂*小茴香*延胡索*

制没药等%可明显降低
:+E

患者血清
3:OP

及糖链

抗原
#!H

$

&T#!H

%含量"阻断内异症的血管生成"调

节患者紊乱的免疫功能"而有效治疗子宫内膜异位症)

!

#肿瘤坏死因子$

)6P

%#

)6P

根据其来源和结

构可分为
)6P

"

!

和
)6P

"

"

) 近年来研究发现"

)6P

"

!

与
:+E

的发生关系密切'

#"

(

)

)6P

"

!

具有抗感染*抗

肿瘤和免疫调节等多种生物学活性"还具有潜在的诱

导新生血管形成) 郭永红等'

##

(研究发现"丹赤胶囊高

剂量组能明显降低
:+E

模型大鼠腹腔液中
)6P

"

!

水

平"抑制子宫内膜细胞黏附*种植及进一步生长) 刘丹

彤'

#!

(研究本事琥珀散$药物组成#三棱*莪术*赤芍*刘

寄奴*丹皮*肉桂*熟地*当归*乌药*元胡%及其拆方对

:+E

模型大鼠免疫相关细胞因子的影响"结果发现该

药可降低
:+E

大鼠外周血
)6P

"

!

水平"改善免疫功

能) 李卫红等'

#%

(探讨蠲痛饮$药物组成#鸡血藤*丹

参*当归*川芎*赤芍*补骨脂*白术*土茯苓*泽兰*龙血

竭*田七*炙甘草%对
:+E

模型大鼠血清和腹腔液中

细胞因子
(U

"

#"

*

)6P

"

!

及细胞间黏附分子$

#

$

=C.12

"

-144J4<2 <DK1E=/C ;/41-J41

"

#

"

(&T+

"

#

%表达的影

响"结果显示"蠲痛饮能抑制
)6P

"

!

*

(U

"

#"

及
(&T+

"

#

的分泌"改善全身和局部免疫水平"抑制异位子宫内膜

的黏附)

%

#白细胞介素族细胞因子#白细胞介素
!

$

(U

"

!

%是参与免疫应答的重要细胞因子"与炎症反应*

抗肿瘤效应和移植排斥反应有密切关系'

#8

(

) 研究显

示"

:+E

或合并不孕患者腹腔液中
(U

"

!

和淋巴细胞活

性均有所增高'

#H

(

"故认为增多的
(U

"

!

诱导并促进多

种细胞毒细胞的活性"增强机体免疫应答"从而导致炎

症*疼痛和不孕)

(U

"

$

是介导免疫和炎性反应的多元

性细胞因子"促进多种细胞因子和生长因子的分泌"促

进异位内膜的种植和生长"诱导
3:OP

表达等多重功

效'

#$

(

)

(U

"

7

是具有强生血管活性的细胞因子"通过促

进新生血管的形成"使盆腔异位内膜基底部毛细血管

的数量和面积均显著增多"异位病灶得以种植'

#9

(

)

&<2;/C< P

等'

#7

(研究发现"卵巢型内异症患者血清

(U

"

$

和
(U

"

7

水平明显高于浸润型内异症者"测定其血

清水平可能有助于卵巢型内异症的诊断) 周华等'

#@

(

研究益气活血中药$药物组成#黄芪*党参*白术*三

棱*莪术等%对大鼠异位子宫内膜组织的影响"发现其

可调节异位子宫内膜组织中
(U

"

!

*

(U

"

$

含量"干扰异

位内膜的生长) 丹赤胶囊中*高剂量组能明显降低

:+E

模型大鼠腹腔液中
(U

"

7

水平'

##

(

) 内异方'

!"

(

$药

物组成#云茯苓*桂枝*皂角刺*石见穿*莪术*水蛭等%

和异位宁'

!#

(

$药物组成#赤芍*柴胡*蓬莪术*延胡索*

蜈蚣*黄芩*金银花*薏苡仁*秦艽*牡蛎等%也能调整

:+E

大鼠模型血清
(U

"

!

*

(U

"

$

水平"改善全身和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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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疫水平"协调免疫平衡而减少异位病灶的发生*

发展)

8

#

(&T+

#细胞黏附分子是调节细胞黏附过程

的重要因子) 黏附是异位病灶存活的第一步"是
:+E

形成和发展的基础) 异位内膜种植初期"

(&T+

"

#

使

异位病灶逃避免疫监视) 有研究提示"

(&T+

"

#

在内

异症形成的早期阶段对逆流子宫内膜细胞的黏附和种

植有着重要作用'

!!

(

) 俞而慨等'

!%

(观察软坚散结中药

$药物组成#血竭*三七*薏苡仁等%对
:+E

模型小鼠

异位内膜黏附的影响"结果显示"该方降低异位内膜组

织
&A88

*

(&T+

"

#

的表达"降低异位内膜的黏附能力)

H

#基质金属蛋白酶$

;<.2=Q ;1.<44/R2/.1=C<E

"

1E

"

++SE

%#

++SE

是细胞外基质降解过程中最主

要的蛋白水解酶"能够降解细胞外基质"调节细胞间黏

附"还参与新生血管形成和内皮细胞的选择性扩

张'

!8

(

) 细胞外基质的降解与重建是异位内膜侵袭并

种植于腹腔的关键) 研究表明"补肾序贯方$药物组

成#女贞子*生地*山药*白芍*当归*川断*淫羊藿*巴戟

天*紫石英等%结合软坚化瘀方$即散结镇痛胶囊%可

抑制
:+E

大鼠异位内膜组织中
++S

"

!

的活性"降低

异位内膜的+侵袭-能力"继而不利于异位内膜的血管

生成并种植'

!H

(

) 赵瑞华等'

!$

(观察了活血消异方$丹

参*赤芍*莪术等%对
(&T+

"

#

*

++S

"

@

*

3:OP

在异位

内膜的表达具有长远的降调作用"抑制异位内膜的黏

附*侵袭和局部新生血管的形成"最终抑制
:+E

的

形成)

$

#缺氧诱导因子$

KVR/Q=< =CDJ-=041 N<-./2

"

#

"

W(P

"

#

%#

W(P

"

#

是缺氧微环境中的细胞进行适应性反

应的一种关键性转录调控因子) 缺氧作为
:+E

早期

的微环境"促进了
W(P

"

#

的表达"继而促进新生血管的

生成"从而利于异位子宫内膜的种植和存活"导致

:+E

的发生) 采用疏肝理气温阳化瘀法$制香附*红

花*丹参*柴胡*全蝎等%可以降低内异症子宫内膜组

织中升高的
W(P

"

#

*

3:OP

水平"改善内异症缺氧微环

境"抑制了
:+E

的发展'

!9

(

)

9

#巨噬细胞移动抑制因子$

+(P

"

;<-2/RK<L1

;=L2<.=/C =CK=0=./2V N<-./2

%#

+(P

是一种免疫炎性

因子"通过限制巨噬细胞移动"使腹腔内及异位灶处巨

噬细胞增多"增强巨噬细胞分泌生长因子和血管生成

因子能力"从而有利于异位内膜的维持和生长) 本事

琥珀散及其拆方也能降低
:+E

模型大鼠外周血
+(P

水平"抑制血管生成"缓解局部炎症反应"调整
:+E

患

者的免疫状态'

#!

(

)

7

#单核细胞趋化蛋白 $

#

$

;/C/-V.1 -K1;/

"

.<-.=- R2/.1=C #

"

+&S

"

#

%#

+&S

"

#

是对单核细胞具

有特异性趋化及激活活性的细胞因子)

XK<2N= T

等'

!7

(研究发现
+&S

"

#

在
:+E

患者腹腔液中含量明

显升高"以初期最甚"且
+&S

"

#

与巨噬细胞及
(U

"

#

*

)6P

"

!

等细胞因子之间相互促进的恶性循环加重了

腹腔炎症反应"有利于
:+E

的发生发展) 赵玉等'

!@

(

研究表明"消异方$药物组成#红藤*败酱草*水蛭*炒

鸡内金*皂角刺*炒王不留行*薏苡仁*茯苓*肉桂*醋香

附*菟丝子*肉苁蓉*三七*炮穿山甲%能降低
:+E

患

者血清
+&S

"

#

含量"降低巨噬细胞的趋化作用)

综上所述"中药有效治疗
:+E

可能与其调控人体

细胞因子的分泌水平有关"目前以细胞因子为靶标的

中药治疗
:+E

机制研究颇多"而其中以
3:OP

较多)

细胞因子种类繁多"众多细胞因子在体内通过旁分泌*

自分泌等多种方式发挥作用"具有多效性*重叠性*拮

抗性和协同性等多种生理功能"形成了十分复杂的细

胞因子调节网络) 因此"中药对
:+E

的治疗作用并非

通过单纯调节某一细胞因子"而是调节整个细胞因子

分泌网络"有必要采用分子生物学手段和现代统计学

方法研究中药对
:+E

患者整个细胞因子分泌网络的

影响) 这不但可以进一步阐述中药治疗
:+E

的机制"

还能研究以细胞因子作为诊断
:+E

的生物标志物"为

用细胞因子作为中药治疗
:+E

的疗效评价指标奠定

一定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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