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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治疗幽门螺杆菌感染研究进展

史$彬$刘楠洋$毕红岩$唐旭东$李振华

$$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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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首次从人胃黏膜组织中分离培养出以来!国内外

学者对其进行了
&"

多年的研究!现已证实
K.

感染是

慢性活动性胃炎(消化性溃疡(胃黏膜相关淋巴组织

&

=EF3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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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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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淋

巴瘤和胃癌的主要致病因素) 全球有超过
;"R

的人

感染有
K.

!西方国家感染率为
!;R S;"R

!发展中国

家则高达
7"R

*

#

+

) 我国
K.

成人感染率达
%"R S

9"R

!平均
;;R

) 西药根除
K.

感染效果肯定!但就

目前欧美及中国等地的大多数临床研究结果显示!标

准三联疗法根除率难以达到
:"R

) 西药的耐药性(毒

副作用(肠道菌群紊乱(复发率高等问题是临床工作者

共同面对的难题) 目前中医学对
K.

感染主要围绕其

病机(证候(相关舌象(中医药治疗等方面进行研究并

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笔者通过对近年中医药治疗
K.

感染试验研究文

献进行查阅!分别论述中医药体内及体外研究现状!提

出目前研究不足以及展望未来中医药防治
K.

感染的

发展趋势)

#

$中药抗
K.

感染研究$中医药在抗
K.

感染

方面已经做了大量研究!包括单味中药及其中药有效

成分提取物(中药复方及其成分的研究(自拟方的研究

及中药复方或自拟方与西医的中西医结合研究) 研究

内容主要包括中药抗
K.

感染的药敏试验(药理机制(

临床疗效评价方面) 研究方法包括体内研究即动物模

型药敏实验和临床疗效评价,体外研究主要体现在药

敏试验及药理机制方面) 目前中药抑制
K.

机制的研

究取得了较大进步!研究方法也从单味药体外药效方

面逐步过渡到中药复方体内药效方面!同时广泛应用

现代医学的先进手段!将研究扩展到细胞分子水平)

#

!

#

$中药抗
K.

感染体外研究$中药抗
K.

感

染的体外研究主要集中在药敏研究方面!通过对具有

抗
K.

作用的单味中草药(中药复方及中药有效成

分*

!

"

%

+进行筛选!多以最低抑菌浓度的高低和抑菌环

的大小评价中药的抑菌效果*

!

!

%

+

) 试验研究所应用的

K.

菌株主要有临床分离株和动物适应株*

;

!

9

+

!抑菌实

验采取的方法多为
T

#

6

纸片扩散法和液体倍比稀

释法*

$

!

:

+

)

早期研究对单味中药的药敏研究较多!中药抗

K.

感染主要集中在清热解毒药和扶正祛邪药两大类)

多数文献以清热解毒药物研究为主*

7

"

##

+

) 徐艺等*

#!

+

采用
T

#

6

纸片琼脂扩散法和琼脂稀释法!以高等院校

教材-中药学.(-方剂学.为蓝本!从中选取
#&9

味常

用中草药和脾胃病常用方剂进行体外抑菌实验!测定

其最小抑菌浓度 &

=0@0=E= 0@P0L0M3/D F3@F8@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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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结果显示#中药抑制
K.

的药物仍以清热

解毒类药物为多!而且疗效较好!其中黄连抑菌作用最

强!

,)'

范围在
#

%

&!"

为高敏,其次是大黄(黄芩!大

青叶也有较强抑菌作用!皆为中敏, 黄柏(玄参(连翘(

白花蛇舌草(马鞭草(知母有一定的抑菌作用但为低

敏) 除此之外!有抑菌作用的中药种类还包括补气(化

湿(理气等!如党参(甘草(白芍(石斛(枸杞子(川朴(陈

皮(木香(玄胡(枳壳(吴茱萸!其中吴茱萸为中敏!其余

为低敏) 抑菌药物种类的扩大增加了临床用药的选择

性) 在复方抑菌作用的研究结果显示#脾胃病常用方

剂中左金丸(香连丸有较强抑菌作用!葛根芩连丸(龙

胆泻肝汤(四君子汤(香砂六君丸(补中益气汤(清胃

散(平胃散(半夏泻心汤(香连丸皆不敏感)

除了从药物浓度剂量角度对
K.

抑杀效果进行研

究外!一些学者也从对药物配比和剂型角度开展相关

研究!配比与剂型的不同对
K.

的抑制作用会有所差

异) 林渊等*

#&

!

#%

+ 主要研究干姜黄连配伍剂型对

6-Q6I'

小鼠
K.

的抗率!选用
K.

国际标准菌株

UU#

&

UDO@8D NM/>0@ !

'!按照干姜与黄连的不同配

比及不同剂型分为对照组
#

组和实验组
7

组) 服药
%

周后处死并进行解剖切取胃组织作
K.

检测) 结果显

示#中剂量散剂(水煎剂黄连组(干姜黄连
#

%

#

水煎剂

组对
K. UU#

有抑制作用&

V W"

!

";

') 对中药的配比

和剂型研究将中药抗
K.

感染的研究进一步细化!为

今后抗
K.

的作用机制研究提供更多思路)

随着中药药理及中药化学的发展!近几年大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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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多从中药提取物的有效成分进行对
K.

的体外抑

菌研究) 其中主要包括#黄连的主要成分盐酸小檗碱,

黄芪的主要有效成分黄芪苷,大蒜素及其分解产物中

所含有的有机硫化合物,厚朴主要有效物质和厚朴酚,

槟榔和大腹皮中的主要药理成分氢溴酸槟榔碱,苦豆

子乙醇提取物,姜黄药用部分所含有的芒果姜联合酚

和芒果姜自有酚两种酚类化合物,大黄中
%

种蒽醌类

化合物大黄酸(大黄素(大黄酚(芦荟大黄素,乳香中有

效成分如反式茴香烯以及三七皂苷( 苦参碱

等*

&

!

9

!

:

!

#"

!

##

+

) 虽然多项研究已明确多种中药的有效

成分有杀菌作用!但目前中药抑制
K.

的实验仍是没

有统一标准) 从研究所需的
K.

菌株类型(人体
K.

采集部位(

K.

鉴定方法(

K.

保存(

K.

复苏(培养与

分离等都没有统一实施标准!导致目前研究结果繁多!

可比性与可重复性较差!不能得到国际上的认可)

体外研究除了对中药抗
K.

的药效研究外还包括

中药抗
K.

机制研究) 近年对中药抗
K.

感染机制主

要基于
K.

的致病机制!体现在直接杀灭与间接杀灭

两个方面) 其中直接杀灭机制可能是药物可以抑制细

菌的
G5-

(

X5-

(蛋白质的合成及代谢途径,破坏细

菌细胞膜结构,诱导细菌细胞凋亡等) 间接杀灭机制

主要针对
K.

的致病因子!目前针对
K.

的致病机理

已研究较为成熟!其中可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

#

'与

K.

定植有关的致病因子包括#鞭毛(尿素酶(黏附因

子*

#%

!

#;

+

,&

!

'以损伤胃黏膜为主的致病因子*

#9

+包括#

细胞毒素相关蛋白
-

&

FDM3M3?0@ >NN3F0>M8O A8@8

-

!

'>A -

'(空泡毒素
-

&

Y>FE31>M0@A FDM3M3?0@ -

!

2>F -

'(溶血素(黏多糖(尿素酶(脂酶(蛋白酶,&

&

'

与炎症和免疫有关的致病因子*

#$

+包括#脂多糖(热休

克蛋白(趋化因子(

'>A -

(尿素酶,&

%

'其他致病因子

如过氧物酶(过氧化物岐化酶(离子结合蛋白(上皮接

触诱导因子*

#:

+

) 根据目前研究!中药抗
K.

感染的间

接机制则通过抑制
K.

的定植!抑制
K.

对胃黏膜的

损伤*

#"

!

#7

+

!抑制
K.

引发的炎症及免疫反应*

!"

+

!降低

抗生素使用的不良反应及耐药性等发挥作用*

!#

"

!&

+

)

但是研究多围绕单味中药的抑菌机制!而人体为一个

有机整体!复方中药在人体发挥多靶点作用的具体机

制还有待明确)

#

!

!

$中药抗
K.

体内研究$为了更好地模拟

K.

感染人的自然致病过程!国内外学者一直致力于

K.

感染的动物模型及人体临床试验研究中) 动物模

型比细胞模型更能真实模拟人体的感染情况!建立廉

价(简单易行(稳定的
K.

感染的动物模型是
K.

防治

研究的基础) 运用动物模型对研究药物抑菌效果进行

评价!并进一步进行人体临床试验研究!从中筛选出抗

K.

有效的中药是近年国内外研究的热点)

#

!

!

!

#

$中药抗
K.

感染动物体内实验$中药抗

K.

感染的动物实验研究已经取得了较大进展!单味中

药的动物模型实验研究在早期开展较多!近几年报道

较少) 早期研究对具有抑制或杀灭
K.

作用的单味中

草药进行筛选!经研究证实大多发现抑菌作用明显的

有黄连(黄芩(大黄(黄柏(地丁(玫瑰花(土茯苓(山楂(

高良姜! 中度抑菌作用的中药有乌梅(苍术(苦参! 低

度抑菌的有陈皮(玄胡(马鞭草(虎杖(玄参(桂枝(柴

胡*

!%

+

) 绝大多数中药的体外抑菌效果与动物实验结

果一致!但有些研究显示某些单味中药的体内外实验

结果相差较大!考虑与中药作用于体内抗
K.

的机制

与体外有所不同*

!;

+

,同一药物在不同动物实验中的结

果也有所不同!考虑与实验方案(模型动物的选择(

K.

菌株的选择和培养等因素有关*

!%

+

) 近几年国内外

K.

动物体内研究重点逐步向复方中药的
K.

动物模

型研究转化) 其研究内容主要体现在复方中药抑杀

K.

的疗效上*

!

+

!近几年对其作用机制的研究较少)

综合文献!所选方剂中以清热化湿方为最多!所选药物

也多为此类!药物应用上!黄连最多!其次为黄芩(大

黄(黄芪!与单味中药的抑菌强度基本一致) 中药复方

研究的主要方剂包括#经典方剂#半夏泻心汤*

!9

+

(小建

中汤*

!$

+

(左金丸*

!:

+等) 自拟方如#芪莪合剂&黄芪(莪

术'

*

!7

+

(灭幽汤&黄芩(蒲公英(三七(白及(青皮(陈

皮(乌贼骨'

*

&"

+

(健脾清热化湿汤&白术(党参(茯苓(

败酱草等 '

*

&#

+

(溃疡汤 &党参(枳壳( 柴胡( 白芍

等'

*

&!

+

(平溃散&白术(海螵蛸'(芪藤汤&黄芪(忍冬

藤(五灵脂等'

*

&&

+

(加味乌贝散&乌贼骨(枯矾(木香

等'

*

&%

+

(归连胃康方&白术(厚朴(半夏'

*

&;

+

) 现代中

成药如#荆花胃康胶丸&水团花(土荆芥'

*

&9

+

(加味左

金丸&黄连(吴茱萸(刺猬皮'

*

&$

+

(疏肝和胃丸*

&:

+

(胃舒

胶囊*

&7

+等) 分析文献发现绝大多数研究者在进行某

种复方中成药的体内抑杀效果和作用机制研究中并未

提及建立相应的证候模型!对病证结合的动物模型研

究甚少) 中医强调辨证论治!这是现代医学个体化治

疗的关键!这也就解释为什么试验结果与临床疗效之

间会存在一定的差异性)

近年对
K.

动物模型的建立及应用研究同样获得

了突破性进展! 从最早对猪进行造模!继而发展到普

通小鼠(基因小鼠(猫(猴及狗中成功建立人工感染

K.

动物模型*

%"

+

!有研究证实在
K.

致病机理方面蒙

古沙鼠模型的建立有一定价值*

%#

+

) 有文献报道对不

同类型的动物模型进行评价*

%!

+

!以上类型动物在造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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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考虑到实验过程难操作(数量大及必须在无菌或感

染率低的条件下! 未形成统一的
K.

动物模型使用标

准!目前最广泛(最方便(最便宜并能为大多数实验室

所接受的是小鼠模型)

此外!

K.

感染动物模型的建造要求筛选各种不

同动物寻找合适宿主的同时! 也尝试用不同的菌株攻

击! 这些菌株在动物体内的致病过程有所不同! 用于

药物筛选和疫苗评价时的效果也有差异*

%&

+

! 人们逐

步认识到菌株的选择对于
K.

动物模型的成功构建起

关键作用)

#

!

!

!

!

$中药抗
K.

感染临床试验$从通过单味

中药及复方中药的体外抑菌试验筛选出有效成分(到

抑菌浓度实验再到抗菌机制研究和中医药对
K.

感染

动物模型的疗效研究!无不为临床研究的进一步开展

奠定了坚实基础) 而临床研究证据对今后临床医师诊

治提供了直接依据)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纷纷将中药

抗
K.

感染的临床试验研究作为重点!主要体现在复

方中药及复方中药联合西药的
K.

相关性胃病的临床

观察研究方面) 选方用药在中医学理论的指导下!主

要依据是不同级别的循证医学证据&包括有一定共识

的临床经验' 和现代药理研究的成果) 在选定主方主

药的基础上!再病证结合选加一(二味或几味具有一定

抑制或杀灭
K.

作用的药物*

%%

!

%;

+

#黄连(黄芩(大黄(

丹参(延胡索(生地黄(甘草(白花蛇舌草(陈皮(石斛(

白及(吴茱萸(知母(连翘(大蒜(蒲公英(党参(白芍药(

石斛(枸杞子(厚朴(木香(枳实(枳壳(吴茱萸(紫草等)

尚无单味中药临床用于治疗
K.

相关性胃病的报道)

根除
K.

感染的临床疗效评价指标主要包括在#&

'

或#%

'

尿素呼气试验检测
K.

(治疗前后主要症状积

分变化(中医脾胃疾病患者报告临床结局&

VXH

' 量

表评分(胃镜下黏膜改变及组织病理学改变等) 疗效

评价多在根除
K. #

个月后进行!很少关于治疗后
K.

再感染率的随访以及对症状改善的追踪) 姚云卿*

%9

+

选用
9"

例
K.

相关性胃炎患者作为研究对象!随机分

为西医组&常规西药治疗'和中医组&中医辨证治疗'!

治疗
#

个月) 结果显示#西医组疗效明显优于中医组

&

V W"

!

";

')但随访
#

年后!其疗效降低!且有复发,而

中医组疗效持平!无复发,两组复发率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V W "

!

";

'!中医组不良症状发生率低于西医组

&

V W"

!

";

')中药对改善
K.

感染后的症状有明显效

果!对
K.

的再感染也有很大的抑制作用) 因此!在西

药抑杀
K.

治疗的基础上加服辨证中药对根除
K.

(

减轻感染后症状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其机制的基础研

究将是未来研究的热点)

&

$中药抗
K.

感染体外研究小节与展望$三联

或四联的抗生素方案根除
K.

感染的疗效随着抗生素

的耐药已越来越不如人意!中医药在其整体观念和辨

证论治的基础上!对抗
K.

感染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

作用!其作用机制除了体现在直接对
K.

有抑杀作用

外!还可以扶助正气(整体调节人体内环境!对抵抗

K.

感染及其诸多不适症状有很好的改善) 单味中药

对抗
K.

感染的体外药敏试验证实清热解毒类(补气

类(利湿类(理气类中药有很好的抗菌作用) 同一种中

药在抗
K.

感染体外药敏试验研究中也会有不同结果!

这与试验中选用的
K.

菌株类型及菌株在动物体内的

致病过程(药物的筛选差异相关) 由于目前不论是单味

中药还是复方中药的体外研究所用菌株都没有统一的

标准!因此!要有针对性地选择不同类型的菌株!并且在

对体外药敏试验操作流程的规范性和药物抗菌敏感性

结果鉴定制定统一标准) 此外!越来越多
K.

耐药菌株

的出现成为临床治疗棘手问题!而目前很少对
K.

的耐

药菌株进行相关药物敏感性研究!因此对中药对抗
K.

耐药菌株的体外试验研究将是未来研究的热点)

中药抗
K.

作用明确!复方中药在对抗
K.

感染

时通过多靶点(多途径起作用!但相关机制研究仍然不

够深入!多数研究思路和方法老套!研究指标重复!因

此!需进一步完善中药抗
K.

主要有效成分的提取和

分析方法并选择有效的中药成分或复方组分以及开发

新的剂型,针对
K.

的致病机理探讨中药抗
K.

的作

用!尤其是复方中药和中西医联合抗
K.

耐药菌株的

作用机制研究将是未来研究的主要方向!同时为开发

新型抗
K.

药物提供证据)

%

$中药抗
K.

感染的体内研究小结和展望$由

于体外实验忽视了中药制剂经肠胃吸收后起到的整体

调节而达到抗
K.

的作用! 因而无法从本质上解释中

药抗
K.

真正的疗效机制) 近几年!借助动物模型进

行体内抗
K.

的研究!特别是现在从细胞动力学(分子

生物学角度研究
K.

对胃黏膜的作用机制已成为研究

热点!这也为中药抗
K.

开创了新的应用前景) 目前动

物模型的造模方法已经相对成熟!但病证结合的动物模

型研究相对较少且此类模型的复制成功率较低!因此对

动物模型标准化的研究还需进一步深入) 考虑到
K.

感染后引起人体的不同疾病!在进行动物实验研究时!

应选择不同特性的动物模型进行评价) 此外!在研究动

物的数量(动物的
K.

接种量(动物的接种等环节中也

需要严格按照流程规范进行!以保证实验结果数据的客

观性和可靠性!对实验结果及所要说明的问题做出详尽

可靠的阐释) 此外!尽管动物模型已有多种
K.

感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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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方法!但由于实验过程难操作(数量大及检测设备

不成熟等!迄今仍然未被普遍认可) 因此!更加准确(方

便(普遍的方法仍需进一步深入研究)

复方中药及中西医联合应用对
K.

抑杀作用的人

体临床试验最近越来越多地被研究者关注) 研究者也

将
K.

感染的不同疾病类型进行分类研究!使得中药

治疗
K.

感染相关疾病的特异性更强) 但是目前我国

大部分临床试验还存在很多缺陷!如研究多为小样本

量(代表性差(试验设计不严谨(未采用正确的随机分

组方法(缺少不良反应的观察与分析(对
K.

感染治疗

后的再感染率和症状改善率的随访相关研究甚少等)

因此!科研标准化和确定统一的临床试验方法是相关

研究中存在的最大问题) 相信在经过单味及复方中药

有效成分的体外药敏试验以及规范的动物模型实验基

础上!加上大样本(多中心(随机临床试验!能为临床一

线医生选药提供更充分可靠的证据)

参 考 文 献

*

#

+$

-1>Z=0@ +,

!

U0OO0[E8)

!

-1>M88[0 5

!

8M >14 V/8Y>

#

18@F8 3\ K810F3L>FM8/ .D13/0 0@\8FM03@ >=3@A @8]

3EM.>M08@MN ]0MP ODN.8.N0> 0@ TE]>0M

*

(

+&

6,'

^>NM/38@M8/31

!

!"#"

!

#

&

#

'#

#"

"

#%4

*

!

+$仇晓夏! 金小晶
4

中药复方抗幽门螺杆菌感染动物实验

研究进展*

(

+

4

辽宁中医药大学学报!

!"#&

!

#;

&

!

'#

#"$

"

#"74

*

&

+$吴明慧!黄衍强!黄赞松! 等&黄连素(大黄素(五味子及

黄芩苷对幽门螺杆菌多重耐药株的体外抑菌作用*

(

+

4

世

界华人消化杂志!

!"#&

!

!#

&

&"

'#

&!%$

"

&!;#4

*

%

+$王绪霖! 缴稳玲! 吕宗舜! 等
4

抑制幽门螺旋菌中药的

初步筛选*

(

+

4

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

#77%

!

#%

&

7

'#

;&%

"

;%94

*

;

+$杨行堂!刘占
4 %

种抗生素抗幽门螺杆菌临床分离菌株的

特点*

(

+

4

世界华人消化!

!"#%

!

!!

&

!9

'#

%"%#

"

%"%%4

*

9

+$彭如洁! 彭孝纬
4

维生素
'

(白藜芦醇和大黄素对幽门

螺杆菌体外抗菌作用的研究*

(

+

4

中国中医药咨讯!

!"#!

!

&

&

!&

'#

;#

"

;!4

*

$

+$

,> _

!

'P8@ `

!

Q0 (

!

8M >14 UF/88@0@A M8NM \3/ >@M0

#

K810F3L>FM8/ .D13/0 >FM0Y0MD 3\ M/>O0M03@>1 'P0@8N8

P8/L>1 =8O0F0@8N

*

(

+

4 +3/1O ( ^>NM/38@M8/31

!

!"#"

!

#9

&

%%

'#

;9!7

"

;9&%4

*

:

+$吴静!胡东!王克霞
4

黄芩和黄芩苷对幽门螺杆菌的体外

抗菌活性研究*

(

+

4

中药材!

!"":

!

&#

&

;

'#

$"$

"

$#"4

*

7

+$池志芳! 耿巧英! 席菊兰
4

三种常见中药对山西地区幽

门螺杆菌的药物敏感性实验*

(

+

4

世界中西医结合杂

志!

!"#!

!

$

&

7

'#

$9"

"

$9#4

*

#"

+$黄衍强! 黄小凤! 赵丽娟! 等
4

大黄素等中药提取物对

幽门螺杆菌克拉霉素耐药基因的作用*

(

+

4

世界华人消

化杂志!

!"#%

!

!!

&

9

'#

:!;

"

:&"4

*

##

+$荣茜! 代鹏飞! 邓林! 等
4 !;

味常用清热解毒药提取物

对猪源幽门螺杆菌的体外抑菌活性*

(

+

4

浙江农业学

报!

!"#9

!

!:

&

#

'#

&:

"

%&4

*

#!

+$徐艺! 叶柏! 单兆伟! 等
4

中草药单味与复方对幽门螺

杆菌抑菌作用研究*

(

+

4

中国中西医结合脾胃杂志!

!"":

!

:

&

;

'#

!7!

"

!7&4

*

#&

+$林渊!刘清华
4

干姜黄连不同配比体内抗幽门螺杆菌作用

的研究*

(

+

4

陕西中医学院学报!

!"#!

!

&;

&

!

'#

;7

"

9"4

*

#%

+$

Q0E `'

!

X3EJ80@0B3Y> -4 <?./8NN03@

!

/8\31O0@A

!

.E/0\0F>M03@ >@O F/DNM>110Z>M03@ 3\ MP8 N8@N3/D O3

#

=>0@ 3\ MP8 *1.' FP8=3/8F8.M3/ \/3= K810F3L>FM

#

8/ .D13/0 \3/ NM/EFME/>1 NMEO08N

*

(

+

4 V/3M80@ <?./

VE/0\

!

!"#;

!

#"$

#

!7

"

&%4

*

#;

+$

U0A>1 ,

!

X3MP8@L8/A ,<

!

Q3A>@ '`

!

8M >14K810F3

#

L>FM8/ .D13/0 >FM0Y>M8N >@O 8?.>@ON QA/;

&

a

'

NM8= F811N MP/3EAP O0/8FM F313@0Z>M03@ 3\ MP8 A>N

#

M/0F A1>@ON

*

(

+

4 ^>NM/38@M8/313AD

!

!"#;

!

#%:

&

$

'#

#&7!

"

#%"%4

*

#9

+$

*N>0 ''

!

TE3 *`

!

K3@A b+

!

8M >14K810F3L>FM8/ .D13

#

/0 @8EM/3.P01

#

>FM0Y>M0@A ./3M80@ 0@OEF8N /818>N8 3\

P0NM>=0@8 >@O 0@M8/18EB0@

#

9 MP/3EAP ^ ./3M80@

#

=8O0>

#

M8O ,-VTN >@O V)&TI-BM .>MP]>DN 0@ K,'

#

# F811N

*

(

+

4 20/E18@F8

!

!"#;

!

9

&

:

'#

$;;

"

$9;4

*

#$

+$

6>FB8/M U

!

*8AM=8D8/ 5

!

_0NFP8/ +4 '3=.3N0

#

M03@

!

NM/EFME/8 >@O \E@FM03@ 3\ MP8 K810F3L>FM8/

.D13/0 F>A .>MP3A8@0F0MD 0N1>@O 8@F3O8O MD.8 )2

N8F/8M03@ NDNM8=

*

(

+

4 _EME/8 ,0F/3L031

!

!"#;

!

#"

&

9

'#

7;;

"

79;4

*

#:

+$

U=31B> -(

!

6>FB8/M U4 K3] K810F3L>FM8/ .D13/0

0@\8FM03@ F3@M/31N A>NM/0F >F0O N8F/8M03@

*

(

+

4 (

^>NM/38@M8/31

!

!"#!

!

%$

&

9

'#

9"7

"

9#:4

*

#7

+$刘丹! 廖顺花! 王莉新! 等
4

和厚朴酚对幽门螺杆菌生

长和空泡毒素
-

表达及活性的影响*

(

+

4

微生物学通

报!

!"#&

!

%"

&

7

'#

#9;$

"

#99&4

*

!"

+$黄宣! 吕宾! 张烁! 等
4

胃复春对幽门螺杆菌诱导人胃

^<U

#

#

细胞炎症的抑制作用及对
5_

#

"6

通道的影响

*

(

+

4

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

!"#%

!

&%

&

%

'#

%;"

"

%;%4

*

!#

+$荣茜!胡德兵!李英伦
4

中药抑制幽门螺杆菌及其作用机

制的研究进展*

(

+

4

中成药!

!"#;

!

&$

&

:

'#

#$7;

"

#$774

*

!!

+$余晓丹
4

黄芩苷与野黄芩苷抑制幽门螺杆菌脲酶作用

及其机理研究*

G

+

4

广州# 广州中医药大学!

!"#;4

*

!&

+$

+>@A `'4 ,8O0F0@>1 .1>@M >FM0Y0MD 3@ K810F3L>FM8/

.D13/0 /81>M8O O0N8>N8N

*

(

+

4 +3/1O ( ^>NM/38@

#

M8/31

!

!"#%

!

!"

&

&"

'#

#"&9:

"

#"&:!4

*

!%

+$王建平!彭孝纬
4

单味中药治疗幽门螺杆菌的动物研究

*

(

+

4

胃肠病学和肝病学杂志!

!"#"

!

#7

!&

%

'#

&%;

"

&%$4

*

!;

+$陈洁平! 徐采朴! 王振华! 等
4

抗幽门螺杆菌感染中(西

药物的体内外药敏试验研究*

(

+

4

新消化病学杂志!

#77$

!

;

&

#"

'#

9!7

"

9&#4

*

!9

+$王海明! 常虹
4

半夏泻心汤实验研究进展*

(

+

4

内蒙古

中医药!

!"##

!

!#

&

#"

'#

#!%

"

#!94

*

!$

+$赵红! 杨倩! 孙蓉
4

小建中汤水提组分对幽门螺杆菌感

染小鼠胃黏膜损伤的治疗作用*

(

+

4

苏州大学学报&医



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

-./01 !"#$

!

2314 &$

!

53

!

%

"!''$$"

学版'!

!"#"

!

&"

&

!

'#

!$$

"

!$74

*

!:

+$吴施国! 蒋通荣
4

左金丸对幽门螺杆菌所致胃炎模型大

鼠作用机制的实验研究*

(

+

4

山东中医药大学学报!

!"#"

!

&%

&

&

'#

!$;

"

!$$4

*

!7

+$曹丹! 徐灿霞! 肖静 !等
4

中药芪莪合剂联合西药治疗

幽门螺杆菌诱导的慢性胃炎模型的实验研究*

(

+

4

中国

微生态学杂志!

!"#%

!

!9

&

%

'#

&$&

"

&$94

*

&"

+$王小娟! 罗燕! 喻斌! 等
4

灭幽汤对幽门螺杆菌相关性

胃炎脾胃湿热证模型小鼠
*311

样受体
!

(

%

的影响*

(

+

4

中国中医药信息杂志!

!"#;

!

!!

&

!

'#

9%

"

9$4

*

&#

+$刘文波
4

健脾清热化湿汤治疗幽门螺杆菌相关性慢性

非萎缩性胃炎脾胃湿热证的临床研究*

G

+

4

合肥#安徽

中医药大学!

!"#%4

*

&!

+$伍堪清
4

溃疡汤联合三联疗法治疗幽门螺杆菌感染消

化性溃疡的疗效*

(

+

4

实用临床医学!

!"#%

!

#;

&

%

'#

#$

"

#74

*

&&

+$戴绍宏! 李景苏
4

平溃散联合奥美拉唑对幽门螺杆菌相

关性消化性溃疡疗效研究*

(

+

4

中国现代医生!

!"#%

!

;!

&

%

'#

$:

"

:"4

*

&%

+$张健鸿! 兰志建! 徐黎明! 等
4

三联疗法联合加味乌贝

散治疗幽门螺杆菌引起小儿消化性溃疡
7&

例临床观

察*

(

+

4

中国儿科杂志!

!"#%

!

#"

!&

&

'#

&;

"

&:4

*

&;

+$白海燕! 王维! 陈国会! 等
4

归连胃康方治疗慢性萎缩

性胃炎伴幽门螺杆菌感染患者
##$

例临床研究*

(

+

4

中

药药理与临床!

!"#;

!

&#

&

!

'#

#";

"

#"$4

*

&9

+$丰胜利
4

荆花胃康胶丸抗幽门螺杆菌治疗研究进展

*

(

+

4

现代中医临床!

!"#%

!

!#

&

9

'#

;;

"

;$4

*

&$

+$潘涛! 顾兴平! 刘芙成! 等
4

加味左金丸在幽门螺杆菌

根除失败后补救治疗中的疗效评价*

(

+

4

时珍国医国

药!

!"#%

!

!;

&

$

'#

#9:#

"

#9:&4

*

&:

+$林辉!莫新民
4

疏肝和胃丸体内外对幽门螺杆菌的抑制

作用*

(

+

4

中医药导报!

!""9

!

#$

&

%

'#

$

"

:4

*

&7

+$许静亚! 蒋星晔
4

温胃舒胶囊联合三联疗法辨治幽门螺

杆菌阳性胃溃疡中焦虚寒证的临床研究*

(

+

4

现代中西

医结合杂志!

!"#9

!

!&

&

&#

'#

&;"9

"

&;":4

*

%"

+$

T0= UK

!

Q>@A\3/O ,Q

!

63EFP8/ (Q

!

8M >14 K810F3

#

L>FM8/ .D13/0 >/A0@>N8 =EM>@M F313@0Z8N >/A0@>N8

)) B@3FB3EM =0F8

*

(

+

4 +3/1O ( ^>NM/38@M8/31

!

!"##

!

#$

&

!:

'#

&&""

"

&&"74

*

%#

+$

^8 b

!

_8@A `

!

,EMPE.>1>@0 U

!

8M >14 '30@\8FM03@

]0MP <@M8/3P8.>M0F K810F3L>FM8/ N.8F08N F>@ >

#

=8103/>M8 3/ ./3=3M8 K810F3L>FM8/ .D13/0

#

0@OEF8O

A>NM/0F .>MP313AD 0@ ';$6QI9 =0F8

*

(

+

4 )@\8FM )=

#

=E@

!

!"##

!

$7

&

#"

'#

&:9#

"

&:$#4

*

%!

+$

bP>@A U

!

Q88 GU

!

,3//0NN8D X

!

8M >14 <>/1D 3/

1>M8 >@M0L03M0F 0@M/3Y8@M03@ ./8Y8@MN K810F3L>FM8/

.D13/0

#

0@OEF8O A>NM/0F F>@F8/ 0@ > =3EN8 =3O81

*

(

+

4 '>@F8/ Q8MM

!

!"#%

!

&&;

&

#

'#

#"9

"

##!4

*

%&

+$李晶! 张建中
4

幽门螺杆菌感染动物模型菌株及其研

究进展 *

(

+

4

中国病原生物学杂志!

!""7

!

%

&

%

'#

&":

"

&#"4

*

%%

+$张晓殷! 李克强
4

清幽汤辨证治疗幽门螺杆菌感染相关

性胃病
#9:

例*

(

+&中国社区医师医学专业!

!"##

!

#&

&

;

'#

##&

&

*

%;

+$谢静芳! 金小晶
4

中药复方治疗幽门螺杆菌相关性胃病

*

(

+

4

河南中医!

!"#&

!

&&

&

%

'#

;%&

"

;%;4

*

%9

+$姚云卿
4

中医治疗幽门螺杆菌相关性胃炎的临床研究

*

(

+

4

中国社区医师!

!"#9

!

$

&

&

'#

###

"

##!4

&收稿#

!"#9

"

"&

"

!:

$修回#

!"#9

"

#!

"

&#

'

责任编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赵芳芳

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社微信公共账号已开通

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社已经开通微信公共账

号"可通过扫描右方二维码或者搜索微信订阅号

#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社$加关注% 本杂志社将

通过微信不定期发送&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

'P0@8N8 (3E/@>1 3\ )@M8A/>M0Y8 ,8O0F0@8

的热

点文章信息"同时可查看两本期刊的全文信息"欢

迎广大读者订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