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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肿胀+关节屈伸不利"甚至关节僵硬+畸形为主要表

现的一种常见病证"对其病因病机的认识",素问!痹

论-有云#'风寒湿三气杂至"合而为痹也. 其风胜者

为行痹+寒气胜者为痛痹+湿气胜者为着痹也("'所谓

痹也者"各以其时重感于风寒湿之气也("此奠定了中

医论治痹证的理论基础"被后世医家奉为圭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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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反复+缠绵不愈"

8

年致残率高达
%"N e8"N

"至今

仍缺乏理想的治疗药物与方法"是造成劳动力丧失及

致残的主要疾病之一)

%

"

9

*

.

自
!"

世纪
7"

年代中以来"'风寒湿三气杂至合

而为痹也(的现代研究和论证以及
`I

病证结合模型

研究就有报道)

8

*

. 吕爱平等)

:

"

$

*采用自制
"

型胶原在

*@UM?1

大鼠诱导
"

型胶原性关节炎 $

.344?L-S (S

$

WT.-W I1MY1@M@U

"

&(I

%"同时将大鼠置入冷水中游泳"

连续
$

天"发现风寒湿因素能加重
&(I

的病理学改

变. 肖长虹等)

7

"

=

*研究建立
`I

风寒湿痹和风湿热痹

动物模型"采用自制牛
"

型胶原溶于非完全弗氏佐剂

$

@S.3/X4-M- H1-TSW

&

U ?WFTV?SM

"

(HI

%再加卡介苗

的方法制备牛
"

型胶原乳剂"

&(I

造模同时采用自制

造模箱给予大鼠风寒湿或风湿热刺激
=

天. 结果显示

风寒湿刺激延迟雌性大鼠
&(I

发病时间+降低炎症积

分和减轻滑膜炎症"与之前的学者研究报道不同. 金

祝秋等)

#"

*和姜辉等)

##

*在诱导大鼠佐剂性关节炎$

?W

$

FTV?SM

$

@SWT.-W ?1MY1@M@U

"

I(I

%同时采用将大鼠置于

冷水加吹风的方法制备
`I

风寒湿痹阻证模型. 这些

研究报道风寒湿造模装置较简易"风寒湿刺激条件不

统一"模型特异性不强$卡介苗
J (HI

可单独诱导大鼠

I(I

模型%.

笔者推测风寒湿太过的环境因素$外邪%能显著

影响
`I

的发生和$或%发展. 大鼠
I(I

是应用最广

泛的经典
`I

动物模型"采用含结核分支杆菌$

/[.3

$

0?.M1@T/ MT0-1.T43U@U

"

+M0

% 的完全弗氏佐剂



!!"#)%! 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

,-.-/0-1 !"#$

"

2345 %$

"

63

!

#!

$

.3/X4-M- H1-TSWdU ?WFTV?SM

"

&HI

%大鼠尾根部皮

下注射诱导建立"是研究外源性诱因引起
`I

自身免

疫反应机制的较理想动物模型)

#!

"

#%

*

. 因此"选择大鼠

I(I

模型研究风+寒+湿外邪对
`I

发生发展的影响"

构建
`I

病证模型"为阐明'风寒湿三气杂至合而为痹

也(的现代科学内涵奠定基础.

材料与方法

#

#动物#雄性
G,

系大鼠"体量
="

'

##" L

"购

自湖南斯莱克景达实验动物有限公司"合格证号#

9%""9$"""!#8$"

&

9%""9$"""!#8$8

&

9%""9$"""!#87:

&

9%""9$"""!#8=!

.

!

#试剂#热灭活
+M0 a%$`?

$美国
G@L/?

I4W1@.Y

公司"批号#

!"#8"9##

%&矿物油$美国
G@L/?

I4W1@.Y

公司"批号#

+79#"

%&研磨法制备的含不同剂

量
+M0

的
&HI

)

#!

*

&异氟烷气体麻醉剂$深圳市瑞沃德

生命科技有限公司"批号#

"79=$7

%.

%

#仪器#改良的智能人工气候箱$

O`\

$

#8"Z

"

上海汗诺公司%&电子天平$

I)<!!9

"日本岛津公司%&

气体麻醉机$

GT1L@2-M &,G="""

"美国
G/@MY

公司%&

足肿测定仪$

Z?U@4- %$#9"

"意大利
^_D

公司%&高速

冷冻离心机$

87#"`

"德国
>XX-SW31R

公司%&光辐射

热甩尾法镇痛仪$

(()&%%:

"美国
K@R- G.@-S.-

公司%&

流式细胞仪$

HI&G I1@? "

"美国
Z,

公司%.

9

#方法

9

!

#

#风寒湿刺激对
I(I

发病率影响

9

!

#

!

#

#造模及分组#取雄性
G,

系大鼠
!"

只"

分层随机法分为单纯
&HI

组$

#"

只%+风寒湿
J &HI

组$

#"

只%. 单纯
&HI

组大鼠正常饲养
#9

天"风寒

湿
J&HI

组大鼠风寒湿刺激
#9

天"两组大鼠分别尾

根部皮内注射
"

!

# /K

含
#"" !L +M0

的
&HI

诱导

I(I

)

#9

"

#8

*

. 风寒湿刺激采用改良的智能人工气候箱"

刺激条件经预实验优选确定为#风速
8 /EU

+温度
" e

!

(+相对湿度
="N

'

=8N

"每天
#

次"每次
9 Y

"直至

实验结束$

&HI

注射后第
%"

天%.

9

!

#

!

!

#

I(I

发病率#动物造模以后"观察并记

录大鼠发病数"并计算发病率"每天
#

次. 发病率

$

N

%

P

发病动物数
E

动物总数)

#""N

.

9

!

!

#风寒湿刺激对
I(I

发病时间和关节炎指数

影响

9

!

!

!

#

#造模及分组#取雄性
G,

系大鼠
%"

只"

采分层随机法分为单纯
&HI

组$

#"

只%+风寒湿
$

天

J&HI

组$

#"

只%及风寒湿
#9

天
J &HI

组$

#"

只%.

单纯
&HI

组大鼠正常饲养
#9

天"风寒湿
$

天
J &HI

组大鼠正常饲养
$

天再风寒湿刺激
$

天"而风寒湿
#9

天
J&HI

组大鼠风寒湿刺激
#9

天"

%

组大鼠分别尾

根部皮下注射
"

!

# /K

含
!"" !L +M0

的
&HI

诱导

I(I

)

#9

"

#8

*

. 风寒湿刺激方法同
9

!

#

!

#

.

9

!

!

!

!

#

I(I

发病时间#动物造模以后"观察并

记录大鼠发病时间"每天
#

次.

9

!

!

!

%

#关节炎指数评定#按照大鼠多发性关节

炎全身病变
8

级评分法)

#!

"

#%

"

#8

*进行关节炎指数评分"

"

分#无红肿&

#

分#小趾关节红斑或轻度肿胀&

!

分#趾

关节和趾跖关节中度肿胀&

%

分#踝关节以下的足爪肿

胀&

9

级#包括踝关节在内全部足爪肿胀. 四肢关节的

累计得分为每只大鼠的关节炎指数. 足肿胀体积最大

时评定"评定
%

次"取平均值.

9

!

%

#风寒湿刺激对
I(I

大鼠临床表征影响

9

!

%

!

#

#造模及分组#取雄性
G,

系大鼠
%"

只"

采用分层随机法分为正常组$

#"

只%+单纯
&HI

组

$

#"

只%及风寒湿
#9

天
J&HI

组$

#"

只%. 正常组及

单纯
&HI

组大鼠正常饲养
#9

天"风寒湿
#9

天
J

&HI

组大鼠风寒湿刺激
#9

天"单纯
&HI

组及风寒湿

#9

天
J&HI

组大鼠分别尾根部皮下注射
"

!

# /K

含

!"" !L +M0

的
&HI

诱导
I(I

)

#9

"

#8

*

. 风寒湿刺激方

法同
9

!

#

!

#

.

9

!

%

!

!

#一般情况观察#动物造模以后"观察并

记录大鼠的精神状态+发病时间+舌质+大便基本情况"

每天
#

次.

9

!

%

!

%

#体重及饮水量测定#

&HI

注射前及注射

后"观察并记录大鼠体重"每
:

天
#

次. 分别于
&HI

注

射注射后第
!

天及关节炎发病后第
!

天"测定饮水量.

9

!

%

!

9

#足肿胀体积测定#采用意大利
^_D

$#9"

足容积测定仪"分别于
&HI

注射前及注射后第

:

+

#!

+

#7

+

!9

+

%"

天测定双后足体积)

#!

"

#%

"

#8

*

"测量
%

次"取平均值.

9

!

%

!

8

#大鼠热刺激撤足时间测定#采用美国

(()&%%:

光辐射热甩尾法镇痛仪"在
&HI

注射第
#

天

和
I(I

首次出现时测定. 光辐射热源值设定为
8"

"将

大鼠左右后足固定仪器透明测定板处"打开光辐射热

源对准后足足底"观察大鼠撤足的时间)

#:

*

"重复测定

%

次"间隔
#8 /@S

"取平均值.

9

!

9

#大鼠外周血
&,9

J

)

细胞亚群的检测

9

!

9

!

#

#造模及分组#雄性
G,

系大鼠
!"

只"采

用分层随机法分为正常组$

#"

只%及风寒湿
#9

天组

$

#"

只%. 正常组大鼠正常饲养
#9

天"风寒湿
#9

天

组大鼠风寒湿刺激
#9

天. 风寒湿刺激方法同
9

!

#

!

#

.

9

!

9

!

!

#外周血
&,9

J

)

细胞亚群的检测#风寒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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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刺激第
#%

天禁食不禁水"于第
#9

天从尾动脉取
! /K

血

样于肝素抗凝采血管中"混匀"

# !"" 1E/@S

室温离心

#" /@S

.弃上层血浆"加入
8 /K

红细胞裂解液"振荡混

匀"室温避光
#" /@S

"

# !"" 1E/@S

离心
#" /@S

.取

#"" !K

细胞悬液
8 /K

试管中"分别加入
#" !K

的
&,9

$

H()&

和
&,%

$

IO&

抗体"涡旋振荡混匀"室温"避光孵育

! Y

. 加入
9 /K OZG

"涡旋振荡混匀"

# !"" 1E/@S

+

9

(

离心
#" /@S

. 弃上清"加入
#"" !K #N ZGIEOZG

重悬

细胞"上
Z, HI&G I1@?"

流式细胞仪检测分析.

8

#统计学方法#采用
GOGG #$

!

"

统计软件进

行分析"计量资料描述用
A

%

U

表示"发病时间+最高关

节炎指数+体重+足肿胀体积+平均饮水量+撤足时间采

用方差分析"发病率采用
#

!检验"外周血
&,9

J

)

细

胞亚群采用
M

检验"

O Q"

!

"8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

#风寒湿刺激对
I(I

发病率影响#单纯
&HI

组大鼠
I(I

发病率为
8"N

$

8E#"

只%"而风寒湿刺激

#9

天
J &HI

组为
#""N

$

#"E#"

只%"两组比较"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

!

P9

!

!:$

"

O P"

!

"%=

%.

!

#各组大鼠
I(I

发病时间和关节炎指数比较

$表
#

%#风寒湿
$

天
J &HI

组大鼠关节炎首次出现

时间与单纯
&HI

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O f

"

!

"8

%"而风寒湿连续刺激
#9

天
J &HI

组大鼠提前

$

O Q"

!

"#

%. 在关节炎指数
%

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

表
#

%各组大鼠
I(I

发病时间和关节炎指数比较#$

A

%

U

%

组别
S

发病时间$天% 关节炎指数$分%

单纯
&HI #" #%

*

!"

%

#

*

!" 7

*

:"

%

#

*

9"

风寒湿刺激
$

天
J&HI #" #!

*

$"

%

#

*

%" =

*

#"

%

#

*

8"

风寒湿刺激
#9

天
J&HI #"

7

*

%"

%

#

*

!"

!

7

*

="

%

#

*

8"

##注#与单纯
&HI

组比较"

!

O Q"

!

"#

意义$

O f"

!

"8

%.

%

#风寒湿刺激对
I(I

大鼠一般情况影响#风寒

湿
#9

天
J &HI

组大鼠较单纯
I(I

组大鼠体毛欠光

泽&明显畏寒"蜷卧懒动"精神萎靡"反应迟钝&大便较

稀或溏&舌质偏淡+舌苔腻.

9

#各组大鼠注射
&HI

后各时段体重及后足肿胀

体积比较$表
!

+

%

%#与正常组比较"单纯
&HI

组大鼠

注射
&HI#!

天后"体重减轻$

O Q"

!

"8

"

O Q"

!

"#

%&足

肿胀体积增大$

O Q"

!

"8

"

O Q"

!

"#

%. 与单纯
&HI

组

比较"风寒湿
#9

天
J&HI

组大鼠关节炎初发阶段$

"

+

:

天%体重显著下降$

O Q "

!

"8

"

O Q "

!

"#

%"

: e #7

天

足肿胀程度显著增加$

O Q "

!

"8

"

O Q "

!

"#

%. 风寒湿

#9

天
J &HI

组大鼠关节皮肤颜色明显较单纯
&HI

组大鼠白$图略%.

8

#各组大鼠日平均饮水量及撤足时间比较$表

9

%#与正常组比较"单纯
&HI

组
I(I

发生前日平均

饮水量及光热刺激后足其撤足时间均减少 $

O Q

"

!

"8

%&与单纯
&HI

组比较"风寒湿
#9

天
J &HI

组

大鼠在
I(I

发生前饮水量显著减少$

O Q"

!

"8

%&光热

刺激后足其撤足时间明显延长$

O Q"

!

"#

%.

表
!

%各组大鼠注射
&HI

后体重比较#$

L

"

A

%

U

%

组别
S

体重$

L

%

" W : W #! W #7 W !9 W %" W

正常
#" #!9

*

8"

%

#

*

:" #89

*

%"

%

!

*

8" #=9

*

#"

%

!

*

=" !9:

*

!"

%

%

*

$" !$:

*

!"

%

$

*

!" %"=

*

$"

%

7

*

8"

单纯
&HI #" #!=

*

%"

%

#

*

7" #:#

*

!"

%

%

*

!"

#87

*

#"

%

8

*

""

!

#:!

*

%"

%

9

*

#"

!!

#7"

*

7"

%

9

*

%"

!!

#==

*

8"

%

8

*

8"

!!

风寒湿
#9

天
J&HI #"

##7

*

""

%

!

*

#"

""

##8

*

$"

%

%

*

""

"

#!9

*

:"

%

!

*

$" #99

*

%"

%

!

*

=" #:8

*

="

%

%

*

7" #78

*

8"

%

9

*

#"

##注#与正常组比较"

!

O Q"

!

"8

"

!!

O Q"

!

"#

&与单纯
&HI

组比较"

"

O Q"

!

"8

"

""

O Q"

!

"#

&下表同

表
%

%各组大鼠注射
&HI

后足肿胀体积比较#$

/K

"

A

%

U

%

组别
S

足肿胀体积$

/K

%

" W : W #! W #7 W !9 W %" W

正常
#" "

*

""

%

"

*

"" "

*

!8

%

"

*

"# "

*

%$

%

"

*

"# "

*

8%

%

"

*

"! "

*

:"

%

"

*

"! "

*

:$

%

"

*

"%

单纯
&HI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

!!

#

*

=:

%

"

*

!:

!!

风寒湿
#9

天
J&HI #" "

*

""

%

"

*

""

"

*

7!

%

"

*

"7

""

#

*

%#

%

"

*

#%

"

!

*

""

%

"

*

!=

""

#

*

=7

%

"

*

!7 #

*

77

%

"

*

!#

表
9

%各组大鼠日平均饮水量及撤足时间比较%$

A

%

U

%

组别
S

日平均饮水量$

/K

%

I(I

发生前
I(I

发生后

撤足时间$

U

%

&HI

注射第
#

天
I(I

首次出现

正常
#" #"

*

%!

%

#

*

"8 #!

*

8$

%

#

*

9! #9

*

9%

%

#

*

"% #8

*

7!

%

#

*

!8

单纯
&HI #"

7

*

:#

%

#

*

%9

!

#"

*

:%

%

#

*

7= #9

*

:8

%

#

*

%%

#!

*

:"

%

#

*

#:

!

风寒湿
#9

天
J&HI #"

:

*

89

%

#

*

9$

"

#"

*

"7

%

!

*

## #8

*

!8

%

#

*

9:

#7

*

:9

%

#

*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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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大鼠外周血
&,9

J

)

细胞亚群比较$表

8

%#与正常组大鼠比较"风寒湿刺激
#9

天组大鼠可

见
&,9

J

)

$

&,%

J

&,9

J

%细胞亚群明显增多$

O Q

"

!

"8

%.

表
8

%两组大鼠外周血
&,9

J

)

细胞亚群比较#$

N

"

A

%

U

%

组别
S

&,9

J

)

细胞亚群

正常
#" #=

*

7"

%

!

*

#"

风寒湿
#9

天
#"

!7

*

:"

%

%

*

""

!

讨##论

`I

是临床常见的慢性+自身免疫性疾病. 流行

病学调查研究显示"长期居住潮湿环境是
`I

的危险

因素之一)

#$

*

. 风寒湿入侵机体发生疾病应该是一个

长期的过程"可能是长期居住或工作在潮湿+阴冷+气

候易变环境"从而在具有特定遗传背景的个体诱发了

`I

)

!

"

#$

*

. 针对风寒湿影响
`I

发生发展的现代研究

中存在的造模装置简易+不规范"风寒湿刺激条件缺乏

优选+不统一"模型特异性不强"笔者制作了规范+可控

的风寒湿造模装置 "智能人工气候箱. 在前期研究

中"课题组明确并优化了风寒湿刺激的条件"给予风寒

湿刺激
#9

天后再于尾根部皮下注射
&HI

"显著影响

I(I

的发病时间+发病率"但其关节炎指数却无明显差

异. 进一步研究发现"风寒湿刺激
#9

天组初发阶段

体重显著下降"足肿程度显著增加"

I(I

发生前饮水量

显著减少"其后足撤足时间明显延长"但上述指标在

I(I

发生后却无统计学意义$

O f"

!

"8

%. 表明表明风

寒湿刺激显著影响
I(I

的发生"但对其病理程度影响

不明显.

本实验发现"风寒湿刺激
#9

天
J &HI

组
I(I

大

鼠明显畏寒+蜷卧懒动+精神萎靡+反应迟钝&饮水量显

著减少+大便稀溏"可能与寒邪之收引之性"湿邪之重

浊+黏滞之致病特点有关&且风寒湿刺激
#9

天
J &HI

组注射
&HI

到首次发病双后肢对热刺激其撤足时间

显著增加"关节局部皮肤颜色也较单纯
&HI

组大鼠发

白"其可能与寒邪之凝滞+收引的致病特点密切相关.

课题组进一步发现"风寒湿刺激
#9

天
J &HI

组大鼠

舌质偏淡+舌苔腻+水滑"结合其行为学特征及对热刺

激痛阈值的改变"类比于人类风寒湿痹证的证候特点"

可辨证
I(I

疾病初发阶段证型为风寒湿痹证.

I(I

模型发病机制是分子模拟作用"诱导关节炎

的
+M0

中一个相对分子量为
:8 g,

热休克蛋白

$

aGO:8

%与大鼠关节软骨$

&((

%的自身抗原
aGO:"

有高度相似的保守序列"可以通过分子模拟或交叉反

应"激活原来处于静止状态的针对
&((

抗原为主的
)

淋巴细胞克隆"从而引起关节的自身免疫反应)

#7

*

. 采

用流式细胞仪初步检测了风寒湿刺激
#9

天后大鼠外

周血
)

细胞种类和表面抗原"与正常组比较"

&,9

J

)

细胞$

&,%

J

&,9

J

%亚群数量明显升高. 提示"风寒

湿太过的环境因素$外邪%可能刺激大鼠产生未知抗

原激活静止的
&,9

J

)

细胞克隆分化"表达黏附分子"

分泌产生趋化因子和细胞因子"引起关节滑膜微血管

内皮激活等. 这些
&,9

J

)

细胞再针对结核杆菌

aGO:8

抗原特异性活化"迅速大量浸润滑膜关节"增

殖分化为自身效应性
)Y

细胞介导滑膜炎症反应"是

'风寒湿(外邪影响
`I

病证发生的可能分子机制"但

尚需下一步将系统和深入研究.

参 考 文 献

)

#

*#王永炎" 严世芸主编
5

实用中医内科学)

+

*

5

第
!

版
5

上

海#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

#

8="

"

:"95

)

!

*#

+.(SS-U (Z

"

G.Y-MM _5 )Y- X?MY3L-S-U@U 3R 1Y-T

$

/?M3@W ?1MY1@M@U

)

'

*

5 6 >SL4 ' +-W

"

!"##

"

%:8

$

!%

%#

!!"8

"

!!#=5

)

%

*#

+[?U3-W3V? >

"

,?V@U '+

"

&13cU3S &G

"

-M ?45

>X@W-/@343L[ 3R 1Y-T/?M3@W ?1MY1@M@U

#

1Y-T/?M3@W

?1MY1@M@U ?SW /31M?4@M[

)

'

*

5 &T11 `Y-T/?M34 `-X

"

!"#"

"

#!

$

8

%#

%$=

"

%785

)

9

*#

K@ ;_5 I S-c 433g ?M 1Y-T/?M343L[ @S &Y@S?

/

3X

$

X31MTS@M@-U ?SW .Y?44-SL-U

)

'

*

5 6?M `-V `Y-T/?

$

M34

"

!"#8

"

##

$

8

%#

%#%

"

%#$5

)

8

*#王绪辉" 郑效文" 施杞
5

肢体痹证的造模方法)

'

*

5

上海

中医药杂志"

#=7:

" $

%

%#

%

"

85

)

:

*#吕爱平" 王安民" 曾晓莲
5

益肾蠲痹丸对大鼠实验性痹

证影响的病理学研究)

'

*

5

中医杂志"

#=77

"

%#

$

:

%#

9=

"

8#5

)

$

*#吕爱平" 艾景录
5

从实验性痹证病理学研究看证候病理

学研究的途径和方法 )

'

*

5

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

#==8

"

#7

$

#

%#

%8

"

%$5

)

7

*#肖长虹"顾为望
5

类风湿性关节炎风寒湿痹与风湿热痹动

物模型的研究)

'

*

5

中医杂志"

#==:

"

%$

$

7

%#

9=!

"

9=:5

)

=

*#肖长虹" 顾为望" 李留洋" 等
5

类风湿性关节炎风寒湿

痹与风湿热痹动物模型的病理研究)

'

*

5

中国实验动物

学报"

#==7

"

:

$

#

%#

:

"

##5

)

#"

*#金祝秋" 郭建生
5

大鼠风寒湿痹证模型的建立与前列腺

素
>!

的关系)

'

*

5

湖南中医学院学报"

#==:

"

#:

$

#

%#

9"

"

9!5

)

##

*#姜辉" 刘健" 高家荣" 等
5

五味温通除痹胶囊对类风湿

关节炎风寒湿痹阻证模型大鼠的治疗作用)

'

*

5

风湿病

与关节炎"

!"#!

"

#

$

:

%#

!%

"

!$5

)

#!

*#

&?@ \

"

*3SL <H

"

;Y3T a

"

-M ?45 +?S@XT4?M@3S 3R MY-



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

,-.-/0-1 !"#$

"

2345 %$

"

63

!

#!

!!*+!%!

@SWT.M@3S 3R ?WFTV?SM ?1MY1@M@U @S GX1?LT-

$

,?c4-[

1?MU

)

'

*

5 (SR4?// `-U

"

!"":

"

88

$

=

%#

%:7

"

%$$5

)

#%

*#

&?@ \

"

*3SL <H

"

;Y3T a

"

-M ?45 )Y- .3/X?1?M@V-

UMTW[ 3R GX1?LT-

$

,?c4-[ ?SW K-c@U 1?MU @S ?WFT

$

V?SM

$

@SWT.-W ?1MY1@M@U

)

'

*

5 6?TS[S G.Y/@-W-

$

0-1LU I1.Y OY?1/?.34

"

!"":

"

%$%

$

!

%#

#9"

"

#9$5

)

#9

*#沈芳仪" 李鑫" 黄惠勇" 等
5

小动物实验血沉快速测定

微量毛细管法的建立与评价)

'

*

5

中国药理学通报"

!"#%

"

!=

$

#!

%#

#$:!

"

#$:85

)

#8

*#余黄合" 曾嵘" 李鑫" 等
5

土家族药物血筒抗佐剂性关

节炎药效作用研究)

'

*

5

中国药理学通报"

!"#:

"

%!

$

#"

%#

#9!$

"

#9%!5

)

#:

*#

*3SL <H

"

;Y3T a

"

*?SL '`

"

-M ?45 ISM@

$

@SR4?//?

$

M31[ ?SW ?S?4L-U@. -RR-.MU ?SW /34-.T4?1 /-.Y?

$

S@U/U 3R '&(&+

$

:

"

? XT1@R@-W -AM1?.M W-1@V-W R13/

?S ?SM@

$

?1MY1@M@. &Y@S-U- Y-10?4 R31/T4?

)

'

*

5 OY[M3

$

/-W@.@S-

"

!""7

"

#8

$

:

"

$

%#

9#:

"

9!:5

)

#$

*#倪红燕
5

类风湿关节炎危险因素的临床对照研究)

'

*

5

现代中西医结合杂志"

!"##

"

!"

$

!8

%#

%#:"

"

%#:#5

)

#7

*#

ISW-1M3S G+

"

V?S W-1 ;-- `

"

O1?gg-S Z

"

-M ?45

I.M@V?M@3S 3R ) .-44U 1-.3LS@b@SL U-4R :" g, Y-?M

UY3.g X13M-@S .?S X13M-.M ?L?@SUM -AX-1@/-SM?4 ?1

$

MY1@M@U

)

'

*

5 ' >AX +-W

"

#==8

"

#7#

$

%

%#

=9%

"

=8!5

$收稿#

!"#$

"

"#

"

#8

#修回#

!"#$

"

#"

"

!$

%

责任编辑# 段碧芳

英文责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张晶晶

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普通外科专业委员暨科研院所

工作委员会学术年会在天津召开

由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普通外科专业委员会(科研院所工作委员会主办的学术年会
!"#$

年
##

月
##

日在天津召开% 出席本次会议

的有"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名誉会长(国医大师(中国工程院资深院士吴咸中教授)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名誉会长(国医大师(中国科学院

院士陈可冀教授)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社陈维养教授)中国中医科学院(天津中医药大学校长(天津市中西医结合学会会长(中国工程院

院士张伯礼教授)华中科技大学肝胆胰外科研究所所长(国际肝胆胰协会中国分会主席(中国科学院院士陈孝平教授)以及中国中西医结

合学会相关领导% 天津市科协白景美副主席致辞% 国内外专家(教授约
7""

人参加此次会议% 在全体会议上由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副

会长天津市南开医院首席外科主任崔乃强教授报告了*中西医结合外科历史(现今和展望+(中国工程院院士张伯礼教授报告了*中医药

发展的机遇与任务+(中国科学院院士陈孝平教授报告了*从事外科工作创新的体会+等
%

个主旨报告% 在*大家谈+阶段"

:

位专家,陈

实(朱培庭(王鹏志(齐清会(周振理(张静?教授从不同侧面介绍了从事临床研究(基础研究取得了成就和宝贵的经验"同时也分别表达

了吴咸中院士对中西医结合事业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的敬意% 学术会议设胃结直肠外科(肝胆胰外科(疝与腹壁外科(科研院所
9

个分会

场"共有
8"

名代表作了学术交流和专题报告% 从不同侧面和角度"提出了中西医结合外科专业(科研院所领域新思路(新观点(新模式和

新建议% 学术报告会专家们精彩的演讲"渗透着中西医结合医学从业人员对事业的热爱"殚心竭力刻苦钻研"持之以恒科学探索的科学

态度"在结合医学临床研究(基础研究(药学研究等方面均取得新成就"总结积累新经验% 大家通过在中西医结合领域卓越的工作"不断

促进中西医结合事业繁荣发展*结合创新
5

传承发展+起到良好的引领和示范带头作用% 今年恰逢是国医大师吴咸中院士从医
$"

周年和

吴咸中院士主编的-腹部外科实践.新书发行"会议也举行了相应的庆祝活动% 庆祝吴咸中院士从医
$"

周年的内容成为本次会议的一大

亮点% 会议播放了吴咸中事迹简介的视频% 陈可冀院士致辞称吴院士为我国中西医结合事业的奠基人(开拓者和先驱者"并书写*德高

望重+条幅祝贺% 张伯礼院士特赠宣纸刺绣*领雁+新工艺品"表达对吴院士的敬仰与祝贺之情% 陈维养教授代表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社

赠送贺礼% 各位专家在发言中也都盛赞吴院士的成就和作风"表达了献身中西医结合事业的真情% 吴院士在致答谢词中强调了四点体

会,第一(学好中医是搞好中西医结合的基础"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第二(要坚持中西医结合方向"要不断向高层次发展"才能为世界作

出独特贡献% 第三(高水平的科研成就需要几代人的持续努力"要*兼容(开放(联合+% 第四(学科建设是永恒的课题"要高度重视% 此次

学术会议虽然时间短暂"但是会议交流内容非常丰富"参会者热情高涨"会议圆满成功% 普通外科专业委员会和科研院所工作委员会分

别对今后工作提出了以下要求,&

#

'进一步利用全国中西医结合医院和科研院所的科研力量和科研资源"对中西医结合领域的一些共性

关键科学问题开展联合攻关% &

!

'每年不定期召开普通外科专业委员会(科研院所工作委员会工作会议"交流探索发展中的问题% &

%

'

进一步提供人才交流(合作的平台"全面提高 我国中西医结合临床研究和基础研究水平和创新能力"促进我国中西医结合事业的发展%

&

9

'打造合作平台"开展强强联合(优势互补(攻关合作% 进一步实现资源共享"深化研究协作发展平台"推进互联互通联合建设平台% 加

大对临床研究(基础研究技术支持"实现共同发展% &

8

'进一步加强普通外科专业委员会和科研院所工作委员会自身建设% 我们将共同

努力"创造和谐团结(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为中西医结合科研成果推广做好服务%

&王西墨#朱广丽整理'

&收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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