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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研究!

桂枝温通经脉配伍对胶原诱导性关节炎

大鼠的免疫调节作用

彭代平#

#汤小虎!

"

%

#周瑞彬#

摘要#目的#研究桂枝温通经脉配伍对胶原诱导性关节炎#

&(K

$模型大鼠的治疗作用"并探讨其作用机

制% 方法#雄性
*@LA?C

大鼠
##"

只"随机分为正常组
#"

只"其余于大鼠尾根及背部每只
"

!

5 >B

皮内注射胶

原乳剂制备关节炎大鼠模型"致炎后
!#

天"将造模成功的大鼠#

7"

只$随机分为模型组&甲氨喋呤组&桂枝组&

桂枝牛膝组&桂枝川乌组&桂枝独活组&桂枝附子低&中&高剂量组"每组
#"

只'分别灌胃给药"每天
#

次"连续
!#

天% 观察大鼠关节炎指数#

K(

$&后爪体积及踝关节病理变化情况"并检测血清中肿瘤坏死因子"

!

#

)2M

"

!

$&白

介素"

#"

#

(N

"

#"

$&白介素"

4

#

(N

"

4

$含量% 结果#与模型组比较"桂枝牛膝组&桂枝川乌组&桂枝独活组&桂枝附

子高&中剂量组及甲氨喋呤组关节炎大鼠
K(

及后爪肿胀明显降低#

O P"

!

"5

$'桂枝牛膝组&桂枝川乌组&桂枝独

活组&桂枝附子中&高剂量组及甲氨喋呤组关节炎大鼠血清
)2M

"

!

的含量显著下调#

O P"

!

"#

$"并对踝关节病

理变化有改善'各给药组大鼠血清
(N

"

4

的含量均显著降低#

O P"

!

"#

$% 结论#桂枝温通经脉配伍对
&(K

大鼠

关节炎症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可能是治疗类风湿关节炎的有效配伍%

关键词#桂枝'温通经脉'炎性细胞因子'类风湿关节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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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风湿关节炎$

CV<,>?A0@R ?CAVC@A@L

!

:K

%是一

种以对称性外周小关节炎为主要表现的慢性系统性自

身免疫病!其基本病理为滑膜炎症!涉及抗原'巨噬细

胞'细胞因子等多种因素参与的一系列异常免疫反应!

导致软骨和骨的降解!最终导致关节畸形和功能障碍!

其中细胞因子网络失衡起重要的地位(

#

)

* 桂枝有温

通经脉'散寒止痛的功效!在中医临床中桂枝用于治疗

痹病!随着历史的发展越来越多(

!

)

!并且桂枝有关复

方可能通过调节细胞因子而发挥抗风湿的作用(

%

)

*

因此!本研究通过
#

型胶原诱导的关节炎$

A.T< #

E0--?B<Q @QR,E<R ?CAVC@A@L

!

&(K

%模型!观察桂枝温

通经脉配伍的抗炎'免疫调节等作用!探讨桂枝温通经

脉配伍防治
:K

的作用机制*

材料与方法

#

#动物#

8OM

级雄性
*@LA?C

大鼠
##"

只!体重

$

!""

%

!"

%

B

!购自成都$简阳市%达硕动物科技有限

公司!生产许可证编号#

8&X[

$川%

!""3

&

!9

* 动物

饲养于云南省中医医院中心实验室
8OM

级动物房!环

境温度$

!#

%

%

% '!湿度$

55

%

5

%

b

!

#! V

光暗循环

至实验结束!适应性饲养
#

周后进行实验* 饲料和水

均由动物自由摄取!所有笼具'饲料和饮水均经过

#!#

'蒸汽灭菌处理*

!

#药物#甲氨喋呤片 $每片
!

!

5 >B

!批号#

"%4#%"9#%

%!上海信谊药厂有限公司&桂枝配方颗粒

$

"

!

5 B

相当生药重
% B

!批号#

#%"4#$5

%!川牛膝配方

颗粒$

% B

相当生药重
#" B

!批号#

#%"5#%$

%!独活配

方颗粒$

% B

相当生药重
#" B

!批号#

#%"7"59

%!制附

子配方颗粒 $

!

!

5 B

相当生药重
#5 B

! 批号#

#%"53"3

%!制川乌配方颗粒$

"

!

5 B

相当生药重
% B

!

批号#

#%"""4$

%!均为江阴天江药业有限公司产品*

%

#试剂#牛
#

型胶原购自四川大学&完全弗氏佐

剂 $货号#

!4%3#"

%&

(N

"

4

检测试剂盒 $货号#

55"%#7

%'肿瘤坏死因子$

)2M

%"

!

检测试剂盒$货号#

5535%5

%! 均为
]G

公司产品&

(N

"

#":cG

公司产

品&水合氯醛!武汉市和昌化工有限公司产品&胎牛血

清!天津市顺生化制品有限公司产品& 福尔马林!西陇

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产品*

9

#仪器#酶标仪!美国
]@0)<[

公司&分析天平!

+=))N=: )HN=GH

公司&电子秤!上海友声衡器有

限公司&二氧化碳培养箱
%###

!美国
)V<C>0

"

S@LV<C

公司&

]@0S,B< OC@>0 :

离心机!德国
)V<C>0 8E@<Q

"

A@S@E Y<C?<,L

公司&

;N8

"

$]

足趾容积测量仪!济南

益延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玻璃毛细管!四川成都华西医

科大学仪器厂生产& &

!"

'冰箱!中国海尔公司&

&

3"

'超低温冰箱!美国
)V<C>0

公司&光学显微镜!

N=(&K G+!5""

&高压蒸汽灭菌锅!

+N8

"

%$3"

杭州亚

旭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5

#方法

5

!

#

#分组及造模#将
##"

大鼠随机分为正常

#"

只及建立
&(K

模型
#""

只&将
#"" >B

牛
#

型胶

原溶于
!" >N

$

"

!

# >0-IN

%的醋酸中!置于
9

'过夜!

再与等量的完全弗氏佐剂混合!制备
#

型胶原终浓度

为
!

!

5 >BI>N

的混合物* 然后用注射器反复抽吸!

直至混合物完全'充分乳化!以乳化物滴入水中不松散

为度* 取乳化后的混合物!于麻醉的大鼠尾根'背部皮

内各注射
"

!

# >N

!每只共给
#

型胶原
"

!

5 >B

!并压

迫注射部位
%" L

!以使乳化物吸收完全* 正常组给予

同等剂量的生理盐水! 于大鼠尾根部'背部皮内各注

射
"

!

# >N

* 免疫后第
#9

天!参照文献(

9

)并改进!模

拟自然风寒湿环境!建立类
:K

风寒湿痹模型!将造模

大鼠置于 $

$

%

%

% '冷水中!水深
# E>

中站立

%" >@Q

!同时伴以
9 d5

级风力!每天
#

次!连续刺激

$

天*于免疫第
!#

天进行关节炎指数$

K(

%评分!

K(!

!

分即为造模成功(

5

!

4

)

$共
7#

只%!随机将其中
7"

只

分为模型组'桂枝组'桂枝川乌组'桂枝牛膝组'桂枝独

活组'桂枝附子低'中'高剂量组'甲氨喋呤组!每组

#"

只*

5

!

!

#给药方法#根据临床常用生药剂量$桂枝

!" B

'制川乌
%" B

'川牛膝
!" B

'独活
!" B

'制附子

%" B

%按+人和大鼠之间体表面积折算,等效剂量灌胃

给药!即每天给药量#桂枝组
#

!

3 BI`B

!桂枝制川乌组

9

!

5 BI`B

!桂枝牛膝组
%

!

4 BI`B

!桂枝独活组
%

!

4 BI`B

!

桂枝附子低'中'高$生药
#

!

5

'

9

!

5

'

#%

!

5 BI`B

!相当于

成人临床等效剂量的
#I %

'

#

'

%

倍%组&甲氨喋呤组

#

!

5 >BI`B

!每周给药
#

次&正常组和模型组给予蒸馏

水灌胃&给药容积为
# >NI#"" B

!连续给药
!#

天*

5

!

%

#检测指标及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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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情况观察#从大鼠注射胶原免疫第

!

天至取血当日!每天进行
#

次观察!观察动物存活情

况'关节皮肤变化'行为等* 体重称量从完全分组给药

当日即开始!每
#

周称重
#

次*

5

!

%

!

!

#大鼠
K(

#于给药前及给药
$

'

#9

'

!#

天

各进行
#

次
K(

评分* 评价方法参照文献(

$

)*

"

分#

无红斑或肿胀&

#

分#轻微的红斑和
#

个趾关节肿胀&

!

分#红斑和超过
#

个趾关节的肿胀&

%

分#红斑和踝

部或腕部肿胀&

9

分#全部红斑以及脚趾和踝部或手指

和腕部的肿胀!踝或腕不能弯曲&四肢评分之和$最高

分为
#4

分%为
K(

!

K(

越高!表明关节炎程度越严重*

5

!

%

!

%

#大鼠后爪体积测定#使用
;N8

"

$]

足趾

容积测量仪标记大鼠踝关节!于给药前及给药
$

'

#9

'

!#

天各进行
#

次大鼠双后爪体积测量!并采用$双后

爪体积之和
I!

%计算出每
#

只后爪的体积*

5

!

%

!

9

#血清
)2M

"

!

'

(N

"

#"

'

(N

"

4

的测定#给药

后第
!#

天!麻醉后腹主动脉取血并处死大鼠!待血液

凝固后!置离心机于
9

'!

% 5"" C I>@Q

!离心
#" >@Q

后分装血清!采用
=N(8K

法$按试剂盒说明书程序进

行操作%检测大鼠血清
)2M

"

!

'

(N

"

#"

'

(N

"

4

含量*

5

!

%

!

5

#踝关节病理变化#大鼠处死后!取双后

肢踝关节!于
#"b

中性缓冲福尔马林进行固定!浸洗'

脱钙'脱水'透明'石蜡包埋'切片
9 $>

后苏木素&伊

红$

Y=

%染色!光镜下观察踝关节的病理变化*

5

!

9

#统计学方法#采用
8O88 #3

!

"

统计软件

进行统计学分析!数据均以
a

%

L

表示!符合正态分布

的计量资料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方差齐时

两两比较采用
N8G

法分析!方差不齐的资料采用秩和

检验!

O P"

!

"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

#一般情况观察#大鼠于免疫后
#"

天左右!开

始踝关节皮肤发红!轻度肿胀&免疫后
#9

左右!大鼠足

跖关节红肿明显!有的皮温升高!行走不便!毛发失去光

泽!活动减少!体重增长缓慢!胶原皮内注射部位形成多

处小溃疡&给予风寒湿刺激后!大鼠皮肤发红减轻'局

部皮温降低!毛干枯无泽更明显!精神状态萎靡!部分

大鼠关节肿胀加重!有的大鼠出现打喷嚏'流涕!蜷缩!

大便稀* 在分组实验过程中桂枝川乌组'桂枝附子中

剂量组'桂枝附子高剂量组各死亡
#

只*

!

#各组
&(K

大鼠
K(

比较$表
#

%#给药前及给

药
$

'

#9

'

!#

天!与正常组比较!模型组大鼠
K(

均明显

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O P"

!

"#

%* 各治疗组大鼠

K(

在给药前及给药
$

天时与模型组比较!差异均无统

计学意义$

O e "

!

"5

%!

#9

天时开始各治疗组大鼠
K(

低于模型组!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O e "

!

"5

%&给药

!#

天时!各治疗组大鼠
K(

均低于模型组!其中桂枝牛

膝组'桂枝川乌组'桂枝独活组'桂枝附子中'高剂量组

及甲氨喋呤组明显低于模型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O P"

!

"5

%!但桂枝组及桂枝附子低剂量组与模型组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O e"

!

"5

%* 给药前及给药

$

'

#9

'

!#

天时各治疗组大鼠
K(

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

O e"

!

"5

%*

%

#各组
&(K

大鼠后爪体积比较$表
!

%#在给药

前及给药
$

'

#9

'

!#

天各时间点!模型组大鼠后爪体积

均大于正常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O P"

!

"#

%&给药前

各治疗组大鼠后爪体积与模型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

O e"

!

"5

%&给药
$

天后!各治疗组大鼠关节肿胀

开始减轻'后爪体积下降!在给药
$

'

#9

天时!各治疗

组大鼠后爪体积较模型组有不同程度下降!但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

O e"

!

"5

%&给药
!#

天时各治疗组后爪体

积均低于模型组!其中桂枝牛膝组'桂枝川乌组'桂枝

独活组'桂枝附子高'中剂量组及甲氨喋呤组大鼠后爪

体积较模型组明显下降$

O P"

!

"5

%!但桂枝组'桂枝附

子低剂量组大鼠后爪体积下降与模型组比较!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

O e"

!

"5

%* 给药前及给药
$

'

#9

'

!#

天时

表
#

$各组
&(K

大鼠
K(

比较#$分!

a

%

L

%

组别
Q

K(

给药前 给药
$

天 给药
#9

天 给药
!#

天

正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模型
#"

5

$

7"

%

!

$

9!

"

4

$

!"

%

!

$

!"

"

$

$

#"

%

!

$

%%

"

$

$

""

%

!

$

#4

"

桂枝
#" 5

$

$"

%

!

$

75 5

$

4"

%

!

$

7! 5

$

7"

%

!

$

7! 5

$

#"

%

!

$

9!

桂枝牛膝
#" 5

$

4"

%

!

$

%$ 4

$

!"

%

!

$

!" 5

$

4"

%

!

$

4%

9

$

$"

%

!

$

%4

#

桂枝川乌
7 4

$

##

%

!

$

9! 4

$

##

%

%

$

!! 5

$

%%

%

!

$

$9

9

$

99

%

!

$

94

#

桂枝独活
#" 5

$

7"

%

!

$

49 4

$

%"

%

%

$

%$ 5

$

9"

%

!

$

$!

9

$

4"

%

!

$

55

#

桂枝附子低剂量
#" 5

$

7"

%

!

$

%% 5

$

7"

%

!

$

4" 5

$

4"

%

!

$

5" 5

$

#"

%

!

$

#%

####中剂量
7 5

$

$3

%

!

$

7# 5

$

37

%

%

$

93 9

$

37

%

!

$

5!

9

$

""

%

!

$

3%

#

####高剂量
7 4

$

##

%

!

$

!4 5

$

$3

%

!

$

%7 5

$

""

%

!

$

5"

9

$

99

%

!

$

%5

#

甲氨喋呤
#" 5

$

$"

%

!

$

3% 5

$

7"

%

%

$

"$ 5

$

5"

%

%

$

"%

9

$

5"

%

!

$

55

#

##注#与正常组同期比较!

"

O P"

!

"#

&与模型组同期比较!

#

O P"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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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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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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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表
!

$各组
&(K

大鼠后爪体积比较#$

>N

!

a

%

L

%

组别
Q

后爪体积

给药前 给药
$

天 给药
#9

天 给药
!#

天

正常
#" #

$

7$

%

"

$

"4 !

$

"4

%

"

$

"$ !

$

#%

%

"

$

"$ !

$

!"

%

"

$

"3

模型
#"

!

$

77

%

"

$

3"

"

%

$

""

%

"

$

$5

"

%

$

"4

%

"

$

4#

"

%

$

"9

%

"

$

55

"

桂枝
#" !

$

7!

%

"

$

3" !

$

35

%

"

$

4$ !

$

3#

%

"

$

4! !

$

$!

%

"

$

5!

桂枝牛膝
#" !

$

7#

%

"

$

44 !

$

3$

%

"

$

4" !

$

$#

%

"

$

59

!

$

5$

%

"

$

9%

#

桂枝川乌
7 %

$

"%

%

"

$

$9 !

$

33

%

"

$

$3 !

$

$#

%

"

$

4$

!

$

5%

%

"

$

9$

#

桂枝独活
#" !

$

73

%

"

$

$9 !

$

7$

%

"

$

$$ !

$

$$

%

"

$

4!

!

$

5$

%

"

$

9%

#

桂枝附子低剂量
#" !

$

77

%

"

$

$7 !

$

79

%

"

$

$% !

$

33

%

"

$

49 !

$

$"

%

"

$

5#

####中剂量
7 !

$

74

%

"

$

$$ !

$

3%

%

"

$

$% !

$

47

%

"

$

4!

!

$

55

%

"

$

5%

#

####高剂量
7 !

$

77

%

"

$

$" !

$

37

%

"

$

44 !

$

43

%

"

$

97

!

$

5"

%

"

$

%5

#

甲氨喋呤
#" !

$

7#

%

"

$

3# !

$

$7

%

"

$

$! !

$

4$

%

"

$

54

!

$

5$

%

"

$

9%

#

##注#与正常组同期比较!

"

O P"

!

"#

&与模型组同期比较!

#

O P"

!

"5

各治疗组大鼠后爪体积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O e"

!

"5

%*

9

#各组大鼠血清
)2M

"

!

'

(N

"

#"

'

(N

"

4

测定结果比

较$表
%

%#与正常组比较!模型组大鼠血清
)2M

"

!

'

(N

"

#"

'

(N

"

4

的含量明显增高$

O P"

!

"5

!

O P"

!

"#

%&与

模型组比较!各治疗组大鼠血清
)2M

"

!

'

(N

"

#"

水平均

有不同程度下降!其中桂枝牛膝组'桂枝川乌组'桂枝

独活组'桂枝附子中'高剂量组'甲氨喋呤组大鼠血清

)2M

"

!

的含量均明显降低$

O P"

!

"#

%!各药物治疗组

大鼠血清
(N

"

4

水平均明显降低$

O P"

!

"#

%* 各治疗

组大鼠血清
(N

"

#"

水平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O e"

!

"5

%!桂枝附子高剂量组大鼠血清
)2M

"

!

'

(N

"

4

水平明显低于桂枝组$

O P"

!

"5

%!其余各组间比较!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

O e"

!

"5

%*

5

#各组大鼠踝关节病理变化比较$图
#

%#正常

组踝关节组织结构清楚完整!关节软骨表面光华!滑膜

细胞无增生'充血'水肿!无炎症细胞浸润!软骨细胞呈

椭圆形!排列整齐&模型组可见关节软骨及骨组织破坏

明显!关节滑膜细胞大量增生!纤维组织增生充血'水

肿!大量炎症细胞浸润!以淋巴细胞为主!关节邻近骨

组织也有明显破坏吸收!可见增生的纤维组织向骨髓

腔内侵入生长&与模型组比较!甲氨喋呤组大鼠踝关节

炎症'软骨及骨组织破坏减轻!见少量炎细胞浸润!软

骨层变薄'关节面欠光滑&桂枝组'桂枝附子低剂量组

可见关节软骨组织局部破坏!部分关节软骨组织内增

生的滑膜细胞及纤维组织侵入生长!炎症细胞浸润!软

骨细胞排列不整齐!关节软骨层变薄!关节面粗糙!提

示桂枝组'桂枝附子低剂量组对
&(K

大鼠关节炎症及

骨破坏抑制作用不强&桂枝牛膝组'桂枝川乌组'桂枝

独活组'桂枝附子中剂量及桂枝附子高剂量组大鼠踝

关节炎症'骨破坏有不同程度的减轻!关节滑膜细胞增

生及炎症细胞浸润减少!关节面粗糙'软骨层变薄*

讨##论

:K

是一种病因复杂的自身免疫性疾病!主要表

现为多发对称性的关节炎!最终可致关节畸形和功能

丧失!严重影响患者生活质量&属中医学+痹证,的范

畴* -类证治裁"痹证.中就有#+诸痹//良由营卫

先虚!腠理不密!风'寒'湿乘虚内袭!正气为内所阻!不

能宣行!因而留滞!气血凝涩!久而成痹*,指出痹证发病

表
%

$各组大鼠踝血清
)2M

"

!

'

(N

"

#"

'

(N

"

4

测定结果比较#$

TBI>N

!

a

%

L

%

组别
Q )2M

"

! (N

"

#" (N

"

4

正常
#" #"

$

#"

%

!

$

%" #5

$

$4

%

!

$

5# %5

$

79

%

!!

$

9$

模型
#"

#5

$

#%

%

#

$

3#

""

#7

$

3$

%

%

$

"4

"

##9

$

"%

%

9"

$

%"

""

桂枝
#" #%

$

%!

%

!

$

7% #3

$

%#

%

%

$

$$

4$

$

$9

%

!4

$

95

#

桂枝牛膝
#"

##

$

""

%

!

$

44

#

#3

$

"$

%

%

$

3$

53

$

!3

%

!%

$

$%

#

桂枝川乌
7

##

$

%4

%

!

$

4#

#

#7

$

94

%

9

$

%%

5$

$

!#

%

%9

$

"#

#

桂枝独活
#"

#"

$

33

%

!

$

33

#

#$

$

7!

%

%

$

43

9%

$

43

%

%#

$

"3

#

桂枝附子低剂量
#" #!

$

#3

%

%

$

39 #7

$

4"

%

%

$

4"

49

$

!"

%

%%

$

$#

#

####中剂量
7

#"

$

3$

%

%

$

#4

#

#$

$

3"

%

%

$

9%

9$

$

#3

%

!%

$

%9

#

####高剂量
7

#"

$

#4

%

!

$

45

#$

#$

$

#%

%

!

$

37

9#

$

""

%

#3

$

4%

#$

甲氨喋呤
#"

##

$

4"

%

!

$

5%

#

#3

$

#7

%

%

$

34

97

$

93

%

#3

$

45

#

##注#与正常组比较!

"

O P"

!

"5

!

""

O P"

!

"#

&与模型组比较!

#

O P"

!

"#

&与桂枝组比较!

$

O P"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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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各组大鼠踝关节病理变化$$

Y=

染色! (

!""

%

以正气不足为本!外感风寒湿则是重要诱因*

:K

发

病!或因先天禀赋不足'或因病后产后体虚!正气不

足!风'寒'湿邪乘虚而入!留着于经络关节!痹阻气

血而成!不能荣养四末筋骨!故见关节肿痛!屈伸不

利!甚至关节畸形*

:K

患者在早期以寒湿证多

见(

3

)

!桂枝味辛性温!辛能发散而走表!温能通达!善

通四肢经脉!能散风寒湿邪!温通宣痹止痛&具有温

通经脉'散寒止痛之功!是寒湿痹证之首选药(

7

)

* 基

于此!结合现代实验研究!在经典的
&(K

大鼠模型基

础上探索性建立风寒湿痹模型!探讨桂枝温通经脉

配伍抗风湿的作用*

在前期的文献研究(

!

)基础上!挑选常用桂枝温通

经脉配伍进行实验* 如#桂枝与附子配伍!附子辛甘'

大热!具有回阳救逆!补火助阳!散寒止痛之功!为纯阳

之品!其性走而不守!能通行十二经!上能助心阳以通

脉!中能温脾阳以健运!下能补肾阳以益火!为散阴寒!

逐冷痰!通关节之猛药&两药相伍温通经脉'散寒止痛

之功更甚!是风寒湿痹常用配伍* 桂枝与川乌配伍!川

乌辛苦'热!辛散温通!疏利关节!驱寒逐湿!祛风除湿!

温经散寒止痛之力猛!两者合用温通经脉'散寒除湿止

痛的作用明显!为风寒湿痹证最佳组合* 独活辛苦'微

温!辛香行散!宣通百脉!调和经络!通筋骨而利机关!

又善下行能祛在里在下之风寒湿邪!为治风湿痹痛主

药!与桂枝配伍既可温通经脉!又有宣痹止痛* 川牛膝

甘平!能补能通!活血祛瘀之力较强!能补益肝肾!强筋

健骨!又能祛除风湿!主治寒湿痿痹!与桂枝配伍能温

经活血!通脉止痛*

:K

病因及发病机制至今尚不清楚!但随着近年

研究表明!细胞因子在
:K

的病理过程中发挥着重要

作用!促炎细胞因子和抗炎细胞因子两者失衡是
:K

发病及发展的主要原因(

#"

)

*

)2M

"

!

全过程参与
:K

的发生发展!是
:K

发病的关键促炎症细胞因子(

##

)

&

(N

"

#

在
:K

发病机制是破坏关节软骨的最重要的细胞

因子之一(

#!

)

&

(N

"

4

是
:K

滑膜炎症及关节损伤的重要

介质之一!能诱导或增强
)2M

"

!

'

(N

"

#

'

(N

"

#$

等炎性因

子发挥致病作用(

#%

)

* 总之
)2M

"

!

'

(N

"

4

'

(N

"

#"

等促炎

细胞因子!可刺激胶原酶和前列腺素
=

的产生!导致

软骨和骨破坏(

#9

)

!因此抑制
)2M

"

!

'

(N

"

4

'

(N

"

#"

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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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

',-. !"#$

!

/0-1 %$

!

20

!

$

来抑制基质金属蛋白酶表达从而产生对软骨细胞的保

护作用可以治疗
:K

* 本实验发现!单独桂枝对
&(K

大鼠血清
(N

"

4

水平有一定降低作用&桂枝牛膝'桂枝

川乌'桂枝独活'桂枝附子中'高剂量配伍组对
&(K

大

鼠
K(

'足爪肿胀减轻明显!而且有下调血清
)2M

"

!

'

(N

"

4

水平作用!提示桂枝与附子'川乌'独活'川牛膝温通

经脉配伍可通过下调
)2M

"

!

'

(N

"

4

!发挥抗炎及减轻骨

破坏* 各药物组对大鼠外周血
(N

"

#"

降低作用不明

显!推测可能与药物干预时间有关'或者桂枝温通经脉

配伍对
(N

"

#"

抑制作用不明显!需进一步研究*

综上所述!桂枝与附子'川乌'独活'川牛膝温通经

脉配伍治疗
:K

的机制之一可能是抑制内源性促炎细

胞因子$

)2M

"

!

'

(N

"

4

%活性抗炎'调节免疫!从而发挥

抗风湿作用!是否有调节细胞因子网络平衡作用!需进

一步研究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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