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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研究!

补肾舒脊颗粒对人骨髓间充质干细胞
G+H

"

F

'

I9:J

"

F 9K2L

及蛋白表达的影响

史光耀#

"

!

#鄢泽然#

#白#雯%

#阎小萍#

摘要#目的#研究补肾舒脊颗粒对人骨髓间充质干细胞骨形态发生蛋白#

G+H

$通路
G+H

"

F

%

I9:J

"

F

9K2L

及蛋白表达的影响& 方法#体外培养人骨髓间充质干细胞"并将其分为空白组%西药组%模型组%中

药高剂量组%中药中剂量组%中药低剂量组"向成骨细胞诱导"干预
!3

天后提取
9K2L

及蛋白"通过逆转录"

聚合酶链反应#

K)

"

H&K

$和免疫印迹试验#

*7MN7O< P-0N

$检测
G+H

"

F

%

I9:J

"

F 9K2L

及其蛋白的表达&

结果##

#

$

K)

"

H&K

结果发现"与模型组比较"中药低剂量组
G+H

"

F 9K2L

表达水平降低#

H Q"

!

"4

$"中

药中%高剂量组
G+H

"

F

%

I9:J

"

F 9K2L

表达水平降低#

H Q"

!

"4

$& 与西药组比较"中药低%中%高各剂量

组
G+H

"

F

%

I9:J

"

F 9K2L

水平均降低 #

H Q"

!

"4

$& 与中药低剂量组比较"中药中剂量组
G+H

"

F 9K2L

表达水平降低#

H Q"

!

"4

$"中药高剂量组
G+H

"

F

%

I9:J

"

F 9K2L

表达水平降低#

H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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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发现"与空白组比较"模型组
G+H

"

F

蛋白表达降低#

H Q"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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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模型组比较"西药组%中药

低%中剂量组
G+H

"

F

%

I9:J

"

F

蛋白表达均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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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西药组比较"中药中剂量组
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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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蛋白表达水平降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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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补肾舒脊颗粒可能通过
G+H

通路抑制
G+H

"

F

及
I9:J

"

F

的表达"

从而起到延缓强直性脊柱炎异位骨化的作用& 其中中药低剂量组可以降低
G+H

"

F

表达水平"而中%高剂量

组可以降低
G+H

"

F

%

I9:J

"

F

表达水平&

关键词#补肾舒脊颗粒'人骨髓间充质干细胞'骨形态发生蛋白'逆转录"聚合酶链反应'免疫印迹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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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直性脊柱炎$

:<].-0M;<? M>0<J.-;N;M

!

LI

%是

一种慢性炎性疾病!主要侵犯骶髂关节'脊柱骨突'脊

柱旁软骨组织及外周关节!并可伴发关节外表现( 临

床主要表现为腰'背'颈'臀'髋部疼痛'僵硬以及外周

关节肿痛( 多数患者在疾病后期继发韧带'纤维环'关

节软骨'关节囊纤维化与钙化!使脊柱逐渐失去柔软

度!严重时会发展到像竹节一样无法弯曲或伸展!造成

脊柱强直和关节畸形( 钙化在骨形成过程中起着决定

性的作用!异位骨化即非钙化组织发生钙化!造成新骨

形成的现象( 在
LI

中表现为附着点和骨膜关节'软

骨结合处形成新骨)

#

*

(

补肾舒脊颗粒是以骨碎补治疗为主的中药组方!

前期临床研究证实补肾舒脊颗粒对
LI

具有明显效

果!能显著改善
LI

患者疼痛'关节肿胀'晨僵时间'脊

柱活动度!且能抑制
LI

成纤维细胞纤维化!能延缓

LI

患者异位骨化)

!

*

( 但机制尚未明确!因此本实验

通过逆转录"聚合酶链反应$

K)

"

H&K

%和免疫印迹试

验$

*7MN7O< P-0N

%的检测方法!以验证该药是否通过

抑制骨形态发生蛋白 $

P0<7 90O>S0?7<7N;A >O0

"

N7;<

!

G+H

%

F

'

I9:J

"

F 9K2L

及蛋白的表达!达到

抑制异位骨化的作用( 同时为更好发挥中药治疗本病

提供实验依据(

材料与方法

#

#动物及细胞株#

IHZ

级
I>O:?,7 B:V-7.

$

IB

%雄性大鼠!体重
#3"

$

!!" ?

!购自北京维通利

华!动物合格证号#

I&Y^

$京%

!"#!

%

"""#

( 实验动

物于中日友好医院临床研究所动物实验室饲养
%

周!

温度
!"

&!自由进食和饮水!动物实验经中日友好医

院伦理委员会批准$批号#

#4""3

%( 人骨髓间充质干

细胞$原代%!购自美国
L)&&

公司(

!

#药物#补肾舒脊颗粒)由骨碎补'狗脊'杜仲'

桂枝'鹿角'秦艽'羌活'元胡'青风藤组成!由中日友好

医院生产!每袋
5?

$约含生药量
!!

!

5$?

%!生产批号#

#F"5"#

*( 用药剂量换算#成人每日用量
"

!

%?D]?

$

#3?

% 乘以人与大鼠的换算系数
5

!

#$

)

%

*

!得出大鼠

灌胃剂量
#

!

34# 9?D]?

$

"

!

%$?D?

%( 洛索洛芬钠片

$乐松!每片
5" 9?

! 第一三共制药$上海%有限公

司!生产批号#

I2"#"_L

%( 用药剂量换算#成人每

日用量
% 9?D]?

$

#3" 9?

%乘以人与大鼠的换算系

数
5

!

#$

)

%

*

! 得 出 大 鼠 灌 胃 剂 量
#3

!

4# 9?D]?

$

%

!

$ 9?D?

%(

%

#试剂及仪器#

+7M7<AS.9:- IN79 &7--

TO0VNS I,>>-797<N

$

&:N:-0?$44!

%! 青
D

链 霉 素

$

&:N:-0?"4"%

%!胎牛血清$

&:N:-0?""!4

%!

+7M7<

"

AS.9:- IN79 &7-- CMN70?7<;A B;RR7O7<N;:N;0< +7

"

J;,9

$

&:N:-0?$4%#

%!均为美国
IA;7<A7--

公司产品&

"

!

!4`

胰蛋白酶$

&:N:-0?K""##""

!美国
)S7O90

公

司%&

)K(a0-

$

&:N:-0?#4465"!5

!美国
(<\;NO0?7<

公

司%!

;IAO;>N)+ AB2L I.<NS7M;M ^;N

$

G;0

"

K:J

!

&:N

"

:-0?#$"336"

!美国伯乐公司%!

Z:MNIN:ON [<;\7OM:-

IWGK TO77< +:MN7O

)

K0=

* $

K0AS7

!

&:N:

"

-0?F6#%34"""#

!瑞士豪夫迈"罗氏公司%!

B8H&

水

$北京索莱宝科技有限公司%&引物由
(<\;NO0?7<

公司

合成(

%"`

丙烯酰胺溶液'

#"`

过硫酸铵'

)8+8B

均

为上海生工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产品!

)O;M

"

G:M7

'

#"`IBI

$美国
I;?9:

公司%!

)0N:- >O0N7;< 8=NO:A

"

N;0< ^;N

$

&:N:-0?I'

"

!""4"#

!美国
HO0+:J

公司%!

G&L

蛋白浓度测定试剂盒$

&:N:-0?H#4##

!北京普利

来基因技术有限公司%( 一抗#

L<N;

"

G+HF :<N;P0J.

$

:P%66$%

!英国
LPA09

公司%!

L<N;

"

I9:JF :<N;

"

P0J.

$

:P#%$35#

!英国
LPA09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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荧光倒置显微镜$型号
&^YF#

!日本奥林巴斯公

司%& 酶联免疫检测仪 $型号
I>7ANO: +:= +!

I+H4""

"

#$4F"

"

'(XH

!美国
+0-7A,-:O B7\;A7M

公

司%&

G;0

"

K:J

电泳仪$型号
#54

"

%%"#

!美国伯乐公

司%&

G;0

"

K:J

转膜仪$型号
#$"

"

%6%"

!美国伯乐公

司%&

&C

!

培养箱$型号
%###

!美国
)S7O90

公司%&离

心机$型号
43"FK

!德国
8>>7<J0RR

公司%&实时荧光

H&K

仪$型号
LG($4""

!美国
(<\;NO0?7<

公司%(

F

#方法

F

!

#

#人骨髓间充质干细胞培养#将冻存的人骨

髓间充质干细胞进行复苏!从液氮中取出!迅速放入

%$

&水浴中!于
# 9;<

内溶解!在无菌状态下将细胞

移入离心管!加
!" 9_

完全培养液!取
#"" !_

进行苔

盼蓝计数!其余进行离心( 在
# """ O D9;<

速度下离

心
4 9;<

!弃上清!加入
#" 9_

培养液后!将细胞以

%

'

#"

4接种于包被后的
)

"

!4

培养瓶中!置
%$

&温箱

静置培养!次日更换
#

次培养液!继续培养!观察生长

情况( 待细胞
5"`

$

$"`

长满培养瓶时!进行细胞传

代!使用
"

!

!4

倍胰酶进行消化!进行离心以及苔盼蓝

计数后!将细胞种于两个
)

"

$4

培养瓶中!置
%$

&温

箱静置培养!次日更换
#

次培养液!继续培养!观察

生长情况( 待细胞
#""`

长满培养瓶时!进行细胞传

代(

F

!

!

#血清制备#

IB

大鼠
F"

只!随机分为
4

组

$每组
3

只%#中药高'中'低剂量组'洛索洛芬钠$西

药%组以及空白组( 中药高'中'低剂量组灌胃剂量分

别为
"

!

$F"

'

"

!

%$"

'

"

!

#34 ?D?

开始进行灌胃!每天
!

次!每次
# 9_

!连续
$

天( 末次给药后
# S

!经腹主动

脉取血!室温静置
! S

后!

! 4"" O D9;<

离心
#4 9;<

分

离血清( 同组混匀!

45

&水浴
%" 9;<

灭活!微孔滤膜

过滤除菌! %

3"

&保存使用( 灌胃剂量参照+药理试

验中动物间和动物与人体间的等效剂量换算,

)

%

*

(

F

!

%

#细胞造模'分组及给药方法#进行扩增培

养后!分为
5

组!使用基础培养液进行培养!培养
F

天

后细胞长至
64`

$

#""`

!进行细胞诱导!改用含药血

清的诱导培养基!中药高剂量组!加入中药高剂量含药

血清$

4`

%共同培养&中药中剂量组!加入中药中剂量

含药血清$

4`

%共同培养&中药低剂量组!加入中药低

剂量含药血清$

4`

%共同培养&模型组#加入胎牛血清

$

4`

%共同培养&西药组!加入洛索洛芬钠含药血清

$

4`

%共同培养&空白组!加入正常大鼠血清$

4`

%共

同培养( 每
%

$

F

天换液
#

次!至培养
!3

天!提取细

胞
K2L

及蛋白(

F

!

F

#

K2L

的提取#

_;R7 )7AS<0-0?;7M

公司的

)K(a0-

法总
K2L

提取试剂盒!按照常规操作顺序提

取
K2L

!紫外分光光度计检测
CB

!5"

和
CB

!3"

计算总

K2L

的浓度及纯度!

"

!5"

D"

!3"

比值在
#

!

$

$

!

!

"

之间!

达到进行逆转录%聚合酶链反应$

K)

"

H&K

%的要求(

F

!

4

#逆转录反应#用经
B2LM7

处理的总
K2L

为模板!使用
G;0

"

K:J

公司提供的
;IAO;>N AB2L

I.<NS7M;M ^;N

逆转录试剂盒!进行
AB2L

的合成(

依据说明书采用
!" !_

体系!依次添加
4

倍混合反应

物!逆转录酶!无核酸酶水!

K2L

样本!进行逆转录(

添加完试剂后!轻轻混匀!轻微离心使反应聚集在

H&K

管底部( 然后进行逆转录反应( 反应条件#

!4

&!

4 9;<

!

F!

&!

%" 9;<

!

34

&!

4 9;<

!

F

&!

4 9;<

(反应结束后冰育
4 9;<

!合成
AB2L

置于

%

!"

&保存备用(

F

!

5

#荧光定量
H&K

#

H&K

反应体系
!4 !_

!在

"

!

! 9_H&K

管内!依次加入
# !_ AB2L

!各基因上

游与下游引物各
# !_

!

#!

!

4 !_ H&K

混合反应物!用

B8H&

水补足体积至
!4 !_

( 混匀后立即置于
LG(

$4""

中!扩增条件#预变性
64

&预变性
! 9;<

!两步

法循环反应$

64

&

#" M

!

5"

&

# 9;<

%

F"

个循环!融

解曲线以
64

&

#4 M

!

5"

&

5" M

!

64

&

#4 M

( 反应

结束后!样品保存于 %

!"

&备用( 以
#

"

:AN;<

内参基

因!得到目的基因
&N

值!以
$&N

值表示基因相对表达

量( 引物由
(<\;NO0?7<

公司合成!序列如表
#

(

F

!

$

#

G+H

"

F

和
I9:J

"

F

蛋白表达#采用免疫

印迹法检测( 用细胞裂解液裂解不同培养条件下的细

胞样品!提取总蛋白!按照
G&L

蛋白定量试剂盒操作说

明!测定蛋白浓度(

4

'

_0:J;<? P,RR7O

混合
64

&煮沸

4 9;<

充分变性蛋白(

#"` IBI

"

HLT8

凝胶分离样

品!

F"" 9L

恒流
!F" 9;<

转至
H/BZ

膜!加入兔抗

鼠一抗 $

#

(

4""

$

# """

%!

F

&过夜!

)GI)

清洗

#" 9;<

'

%

次!加入羊抗兔二抗!室温
5" 9;<

!

)GI)

清

表
#

$引物序列表

名称 上游 长度$

P>

% 下游 长度$

P>

%

G+H

"

F 4

)"

&)LTT&TLTT)&TTT&TT&)TTLT

"

%

)

!F %

)"

&L&&))))T&&)&TT)&L&LT&

"

4

)

!!

I9:J

"

F 4

)"

T&)T&)TTLL))TT)T))TL)T

"

%

)

!! %

)"

LTT)T)))&)))TL)T&)&)T)&)

"

4

)

!F

#

"

:AN;< 4

)"

TLTTTLLL)&T)T&T)TL&

"

%

)

#6 %

)"

&)TTLLTT)TTL&LT)TLT

"

4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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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洗
#" 9;<

'

%

次!将膜置于凝胶成像系统中!

8&_

化

学发光后成像(

F

!

3

#统计学方法#采用
IHII !"

!

"

统计软件

对实验结果进行统计学分析( 计量资料用
=

*

M

表示(

所有统计检验均采用双侧检验!符合正态分布和方差

齐性的资料!采用方差分析&不符合正态分布和方差齐

性的资料!采用多个独立样本的秩和检验(

H Q "

!

"4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

#人骨髓间充质干细胞鉴定#人骨髓间充质干

细胞培养
F

天后!进行诱导分化!培养
!3

天后!形成

矿化结节( 经茜素红染色!出现明显红染现象!说明细

胞符合实验要求(

##注# -

!

.示矿化结节

图
#

$人骨髓间充质干细胞鉴定$$茜素红染色! '

F

%

!

#各组
G+H

"

F

'

I9:J

"

F 9K2L

表达比较$表

!

%#与空白组比较!模型组
G+H

"

F

'

I9:J

"

F

表达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

H b"

!

"4

%( 与模型组比较!西药组

G+H

"

F

'

I9:J

"

F 9K2L

表达无统计学意义 $

H b

"

!

"4

%&中药中'高剂量组
G+H

"

F

'

I9:J

"

F 9K2L

表达水平降低$

H Q "

!

"4

%!中药低剂量组
I9:J

"

F

9K2L

表达水平降低$

H Q"

!

"4

%( 与西药组比较!中

药低'中'高各剂量组
G+H

"

F

'

I9:J

"

F 9K2L

表达

水平均降低 $

H Q"

!

"4

%( 与中药低剂量组比较!中'

高剂量组
G+H

"

F 9K2L

表达水平降低$

H Q"

!

"4

%!

高剂量组
I9:J

"

F 9K2L

表达水平降低$

H Q"

!

"4

%(

%

#各组
G+H

"

F

'

I9:J

"

F

蛋白表达比较$表
%

!

图
!

'

%

%#与空白组比较!模型组
G+H

"

F

蛋白表达降

低$

H Q"

!

"4

%!

I9:J

"

F

蛋白表达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H b"

!

"4

%&与模型组比较!西药组'中药低'中剂量组

G+H

"

F

'

I9:J

"

F

蛋白表达均降低$

H Q"

!

"4

%&与西

药组比较!中药中剂量组
G+H

"

F

'

I9:J

"

F

蛋白表达

水平降低$

H Q"

!

"4

%!中药低'高剂量组蛋白表达水平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H b"

!

"4

%(

表
!

$各组
G+H

"

F

'

I9:J

"

F 9K2L

表达

比较#$

"&N

值!

=

*

M

%

组别
<

G+H

"

F

$

!

%

$$&N

%

I9:J

"

F

$

!

%

$$&N

%

空白
6 #

+

$F3

*

#

+

#F#

$

#

+

"""

%

!

+

#43

*

#

+

#F4

$

#

+

"""

%

模型
6 #

+

%$#

*

#

+

#!F

$

#

+

!63

%

#

+

636

*

#

+

#46

$

#

+

#!F

%

西药
6 "

+

$%#

*

"

+

%!"

$

!

+

"!F

%

#

+

4##

*

#

+

##F

$

#

+

455

%

中药低剂量
6

#

+

45!

*

#

+

!5$

$

#

+

#%3

%

"

%

+

"#$

*

!

+

%!$

$

"

+

44#

%

#"

##中剂量
6

!

+

%46

*

!

+

4FF

$

"

+

544

%

#"$

%

+

#"5

*

!

+

45$

$

"

+

4#3

%

#"

##高剂量
6

F

+

"3!

*

F

+

$%"

$

"

+

#63

%

#"$

F

+

!"6

*

!

+

$4F

$

"

+

!F#

%

#"$

##注#与模型组比较!

c H Q"

!

"4

&与西药组比较!

"

H Q"

!

"4

&与中药低剂量组

比较!

$

H Q"

!

"4

表
%

$各组
G+H

"

F

'

I9:J

"

F

蛋白表达量

比较#$

CB

值!

=

*

M

%

组别
< G+H

"

F I9:J

"

F

空白
5 "

+

F#"

*

"

+

#$5 "

+

!%F

*

"

+

"3#

模型
5

"

+

%#$

*

"

+

##3

#

"

+

#65

*

"

+

"!5

西药
5

"

+

!"#

*

"

+

"44

"

"

+

#5!

*

"

+

"%!

"

中药低剂量
5

"

+

#$#

*

"

+

"%4

"

"

+

#5!

*

"

+

"F3

"

##中剂量
5

"

+

#4%

*

"

+

"%F

"$

"

+

#!6

*

"

+

"!5

"$

##高剂量
5 "

+

!#5

*

"

+

"5F "

+

!!6

*

"

+

"5F

##注#与空白组比较!

c H Q"

!

"4

&与模型组比较!

"

H Q"

!

"4

&与西药

组比较!

$

H Q"

!

"4

##注#

#

为中药低剂量组&

!

为中药中剂量组&

%

为中药高剂量

组&

F

为空白组&

4

为西药组&

5

为模型组&下图同

图
!

$各组大鼠细胞
G+H

"

F

蛋白电泳图

图
%

$各组大鼠细胞织
I9:J

"

F

蛋白电泳图

讨##论

有研究发现在动物损伤远端的部位发现含有染料

的细胞!包括炎症细胞和与纤维合成有关的成纤维细

胞!并认为这些细胞来自骨髓!这是最早提出骨髓具有

造血以外功能的报道)

F

*

(

#655

年
ZO;7J7<MN7;<

L'

)

4

*等从骨髓中分离出了这种细胞并命名为间充质

干细胞!并证明其具有多向分化的潜能!可以形成克

隆(

#666

年
H;NN7<?7O +Z

等)

5

*从人骨髓中分离出了

有多向分化潜能的间充质干细胞!体外实验证实其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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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向成骨细胞'软骨细胞'脂肪细胞分化的能力(

本研究的经验方///补肾舒脊颗粒!是北京中日

友好医院的院内制剂!主要是由骨碎补'狗脊'桂枝'鹿

角'秦艽'羌活等药物组成!主治
LI

肾虚督寒证( 方

中骨碎补!味苦性温!主入肝肾二经!补肾活血'养肝荣

筋'祛寒除湿&狗脊温养肝肾'通调血脉'强腰膝'坚脊

骨'利关节&桂枝'鹿角'秦艽等温补肾阳'益气强督'舒

脊通脉'祛风除湿'通利关节&羌活入膀胱经!能-夹脊

而行.!祛风散寒除湿( 诸药合之!共奏补肾舒脊'散

寒除湿'活血止痛之功( 补肾舒脊颗粒通过补肾精'养

肝血'荣筋脉'促进筋'骨恢复正常生长发育!使僵曲的

脊柱得以舒展!延缓
LI

异位骨化!正是中医肾主骨'

肝主筋理论指导下中医药治疗作用的良好临床验证(

目前认为
LI

的异位骨化主要通过软骨内成骨和

膜内成骨两种方式( 软骨内成骨的过程为间充质干细

胞通过聚集和分化形成软骨细胞!经过增生'成熟'分

化和凋亡!最后形成骨组织( 膜内成骨则是间充质干

细胞直接分化为成骨细胞( 这两种方式是间充质干细

胞在多种信号分子'生长和转录因子的密切调控下完

成的!研究证实
G+H

通路是调节这两种成骨过程的

重要分子机制)

$

*

(

G+H

是多功能细胞因子!属于转化生长因子!能

够诱导血管周围及结缔组织中未分化的间充质细胞向

骨和软骨细胞方向分化!从而形成骨组织!最早由

[O;MN +K

发现)

3

*

(

G+H

是一种广泛存在于骨基质中

的酸性糖蛋白!可通过激活
I9:JM

信号传导促进间

充质干细胞分化!增强成骨细胞的成熟!能够促使间充

质干细胞向成骨或软骨分化)

6

!

#"

*

(

G+H

"

F

与苏氨酸
D

丝氨酸蛋白激酶受体结合!激活下游的
I9:J

信号分

子!使
I9:J

"

#

和
I9:J

"

4

磷酸化!继而激活下游

I9:J

"

F

!将
)TZ

"

#

信号由细胞外传递至细胞内!激

活核心结合因子
%#

!刺激多种成骨相关基因的表达!

诱导间充质干细胞转化为成骨细胞)

##

*

!其中
G+H

"

F

是新骨形成的重要促进因子!能够促进骨的生成( 随

后!

G+H

"

F

促进这些已分化细胞分泌有机基质并不断

矿化成骨( 在不同的异位骨化阶段可检测到不同的

G+HM

!其中
G+H

"

F

是软骨内成骨的必要条件( 有研

究表明)

#!

*

!脊柱融合的
LI

患者血清
G+H

"

F

升高( 同

时
I9:J

蛋白家族在
G+H

信号转导途径中亦具有重

要作用)

#%

*

!多种实验已经充分证明
I9:J

是
)TZ

"

#

和

G+H

信号转导的关键因子!直接参与骨形态发生蛋白

等多个成员的信号转导)

#F

%

#5

*

!与成骨细胞增殖分化密

切相关( 杨晓等)

#$

*研究发现
I9:JF

基因敲除导致成

骨细胞对
G+H

"

!

的反应性显著降低(

I9:J

"

F

可以调

节成骨靶细胞基因表达!促进细胞的生长和分化)

#3

*

(

本研究结果显示#中药高'中'低各组与模型组比

较!

G+H

"

F

'

I9:J

"

F

表达均降低!提示了补肾舒脊颗

粒可能是通过抑制骨髓间充质干细胞在分化过程中

G+H

"

F

的产生!减少与苏氨酸
D

丝氨酸蛋白激酶受体

结合!促使下游的
I9:J

"

#

和
I9:J

"

4

磷酸化减少!

进而影响
I9:J

"

F

的表达减少!从而抑制了骨髓间充

质干细胞通过
G+H

通路向成骨细胞分化!起到延缓

异位骨化的作用(

综上所述!根据本实验的研究结果笔者推测补肾

舒脊颗粒可能通过
G+H

通路延缓
LI

异位骨化!但

是!现在研究尚不能完全揭示补肾舒脊颗粒改善
LI

异位骨化的分子机制'信号转导途径( 补肾舒脊颗粒

具体的作用靶点也需要进一步研究( 尽管如此!通过

G+H

通路抑制
G+H

"

F

'

I9:J

"

F

因子的生长!从而减

少
LI

异位骨化的发生和发展!可能会为
LI

的预防

和治疗提供崭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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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晶晶

第二十一次全国儿科中西医结合学术会议征文通知

由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儿科专业委员会主办"福建中医药大学承办的第二十一次全国儿科中西

医结合学术会议定于
!"#$

年
##

月
%

(

4

日在福建省福州市召开"届时将进行有关小儿呼吸%神经%

血液%泌尿%新生儿等中西医结合学术交流"并将举行第七届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儿科专业委员会常

委和全体委员会议& 会议期间还将进行第二届优秀论文征文评选工作"并设优秀论文奖& 诚挚邀请

全国儿科相关医务人员参会并积极投稿& 现将会议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征文内容#

f#g

中西医结合及中医%西医各专业的临床论著%实验研究%护理经验和专题综述'

f!g

临床疑难%重症%少见病例报道'

f%g

中西医结合药理%药效研究'

fFg

中西医结合理论及方法研究'

f4g

对

儿科中西医结合工作的建议等&

征文要求!#

f#g

稿件
!"#$

年
%

月
#

日后未公开发表'

f!g

稿件需有摘要及全文'

f%g

稿件一律用

+;AO0M0RN *0OJ

文档"摘要要求
3"" h# """

字"包括目的"方法"结果"结论等要素'

fFg

稿件请注明作

者单位%准确通信地址%邮政编码%电话及
8

"

9:;-

等联系信息'

f4g

文档名称请注明各亚专科方向"文

件名如) *呼吸(论文题目+% *肾脏(论文题目+等便于分专业顺利审稿' #

5

$稿件一律发至)

PE....7]@M;<:1A09

'截止日期)

!"#$

年
3

月
%#

日'联系人)杨丽君#

#%4!#$$#%3$

$&

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儿科专业委员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