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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G4HI

与类风湿关节炎炎症因子相关性及

中药对其干预的研究进展

何奕坤$杨光辉$郑癑琪$吴辉辉$潘$新$胥晓芳

$$类风湿关节炎$

<?/-89J1:; 9<J?<:J:I

!

GH

%是一

种累及关节滑膜&软骨以及骨组织的炎症性疾病!可导

致关节破坏&致残以及全身多器官的受损'

GH

的发

病过程涉及复杂的细胞因子信号转导通路网络!这个

网络通过免疫炎症过程来调控
GH

!炎症性细胞因子

参与免疫炎症过程!包括肿瘤坏死因子 "

!

$

*4K

#

!

%&

)L

#

#

&

)L

#

%

&

)L

#

#6

&粒细胞 "巨噬细胞集落刺激因子

$

><9.-21A=J/

#

89A<1M?9>/ A121.= IJ:8-29J:.>

N9AJ1<

!

O,'PK

%等与
GH

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如

何控制
GH

炎症&阻止病情进展!从而达到改善
GH

患

者病情的作用是目前研究的重点' 从新近研究中可以

发现多种微小
G4HI

$

8:A<1G4HI

!

8:G4HI

%在
GH

中呈现异常表达!同时
8:G4HI

能够影响
GH

炎症因

子的分泌!并且在疾病的不同阶段都会有不同特异性

8:G4HI

介导不同的因子产生!炎症因子也可反向影

响
8:G4HI

的产生' 中医药具有多靶点&多途径的特

点!是
GH

治疗的手段之一!近年来研究证实中药复方

及单味中药中的有效成分能够抑制
GH

炎症!并对

8:G4HI

具有调控作用' 针对国内外研究!笔者就

8:G4HI

与
GH

主要炎症因子的相关性及中药对其

干预做一综述'

#

$

8:G4HI

$

8:G4HI

首次在秀丽隐杆线虫中发现(

#

)

!这类

G4H

分子能够通过反义
G4H

#

G4H

的相互作用调控

发育时序'

8:G4HI

是一群非编码单链小分子

G4H

!其在进化上高度保守!长度大约有
!!

个核苷

酸(

!

)

!

8:G4HI

能够在基因转录后水平抑制翻译或对

靶基因进行降解(

&

)

!同时!可通过碱基互补配对的方

式识别信使
G4HI

!并根据互补程度的不同指导信使

G4HI

沉默复合体降解靶
8G4H

或者阻遏靶
8G4H

的翻译(

Q

!

5

)

' 研究表明!

8:G4HI

能够负责调控不同

蛋白水平的表达!在免疫系统中起着重要作用!通过

8:G4HI

调节细胞信号通路可参与人类疾病的发生&

发展!如癌症&内分泌系统疾病&血液系统疾病及自身

免疫病等(

%

)

'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
8:G

#

4HI

参与
GH

的发病过程(

6

!

$

)

!对于
8:G4HI

与其调

节的炎症因子越来越受到关注!因此
8:G4HI

有望成

为
GH

治疗目标'

!

$

8:G4HI

与
GH

炎症因子

!

!

#

$

*4K

#

!

$

*4K

#

!

属于
"

型膜蛋白!以三聚体

的形式发挥作用!是重要的致炎因子之一!可刺激多种

细胞分泌'

*4K

#

!

来源广泛!包括单核细胞&巨噬细

胞&

R

细胞&

*

细胞&成纤维细胞等' 该细胞因子存在

两种表达形式#一种是可溶性的
*4K

!另一种则为膜

相关的
*4K

' 膜相关的
*4K

是可溶性的
*4K

的前

体!它可经过膜金属蛋白酶的作用!从膜上裂解!脱落

成为可溶性的
*4K

(

F

)

' 在
GH

中!

*4K

#

!

分泌能够促

进炎症反应(

#"

)

' 研究显示多种
8:G4HI

显著调节

*4K

#

!

的表达水平!其中多项实验证明
8:G4H

#

#Q%9

表达增高!与
*4K

#

!

&

)L

#

#6

含量呈现明显的正相

关(

##

!

#!

)

'

49S9I9 *

等(

#&

)研究发现
8:G4H

#

#Q%9

前

体与成熟的
8:G4H

#

#Q%9

均可在
GH

患者滑膜组织

中明显表达!并且
GH

滑膜经过
*4K

#

!

和
)L

#

##

刺激

后
8:G4H

#

#Q%9

水平明显上调'

P/899. 4

等(

#Q

)指

出在
GH

中
8:G4H

#

&Q%

能够维持
*4K

#

!

的释放并使

其
8G4H

稳定!研究者们还发现在脂多糖$

LTP

%刺

激下的
GH

成纤维滑膜细胞中
8:G4H

#

#!5U

和
8:G

#

4H

#

F&F

能够上调
*4K

#

!8G4H

的
&

%非转译区$

&

%

V*G

%'

T9-2/= W,

等(

#5

)采用实时定量
T'G

方法观

察
GH

患者外周血细胞中多种
8:G4HI

的表达水平!

包括
8:G4H

#

#Q%9

&

8:G4H

#

#55

&

8:G4H

#

#&!

&

8:G

#

4H

#

#%

&和
8:G4H 2/J

#

69

!并发现
8:G4H

#

#Q%9

可直

接影响
*4K

#

!

的产生'

L: X

等(

#%

)研究了在
GH

中

8:G4H

#

#55

的表达升高与
*4K

#

!

和
)L

#

##

的高表达

之间的关系!发现
8:G4H

#

#55

可能抑制细胞因子信

号传导抑制蛋白
#

$

I-MM</II1< 1N A=J1S:./ I:>.9

#

2:.> #

!

PC'P #

%!而
PC'P #

能够引起
*4K

#

!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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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

##

的上调'

!

!

!

$

)L

#

#

$

)L

#

#

是另一种重要的炎性细胞因子!

可诱导趋化因子&炎性蛋白&黏附因子的表达!在免疫

调节及炎症进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L

#

#!

和

)L

#

##

是
)L

#

#

家族中两种主要的细胞因子' 事实上!

这两种细胞因子仅共享
!Y

&

!6Y

的氨基酸同源

性(

#6

)

!它们所介导的炎症信号转导机制比
*4K

#

!

更

为复杂'

)L

#

##

的合成与
)L

#

#!

相关!此外!在先天免

疫细胞中!

)L

#

##

的生物活性表达通过
4K

#

$R

调节起

到先天免疫和炎症刺激作用(

#$

!

#F

)

!

W-.1 W

等(

!"

)指出

)L

#

#

在
GH

的发病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 在
)L

#

#!

和

)L

#

##

两个细胞因子中!大多数研究表明
8:G4HI

能

够调控
)L

#

##

的表达水平' 由
*4K

#

!

诱导的
GH

成

纤维滑膜细胞中
8:G4H

#

#Q%9DU

影响
)L

#

##

的表

达(

#&

)

'

8:G4H

#

#Q%9

不仅在
GH

中升高!在其他关

节病变中如骨性关节炎$

1IJ/19<J?<:J:I

!

CH

%中也可

见明显升高' 研究者在体外培养的软骨细胞中发现在

)L

#

##

刺激下
8:G4H

#

#Q%

明显上调(

!#

)

' 另有研究观

察
8:G4HI

可调控的
)L

#

##

表达'

B9: L

等(

!!

)发现

在
CH

的软骨细胞中
8:G4H

#

#"#

可影响
)L

#

##

的表

达!下调
8:G4H

#

#"#

能够阻止
)L

#

##

诱导的细胞外

基质$

/ZJ<9A/22-29< 89J<:Z

!

7',

%降解' 另一项研究

显示
8:G4H

#

#Q5

也能够影响
)L

#

##

诱导的
7',

降

解!并且
8:G4HI

可以控制信号传导蛋白
P89;&

的

表达!而
P89;&

是通过其下游靶基因的表达从而保

护软骨细胞稳态的重要因素(

!&

)

' 近期研究证实!

GH

患者中
8:G4H

#

#%

的表达水平明显增高!表明
8:G

#

4H

#

#%

可能参与
GH

病情!史栋梁等(

!Q

) 研究证明

8:G4H

#

#%

通过下调
,,T&D#&

及
)L

#

##

的表达!从

而抑制
GH

&

PKI

的增殖和侵袭'

!

!

&

$

)L

#

%

$

)L

#

%

由单核细胞&巨噬细胞&

*

细胞

以及滑膜成纤维细胞产生!它是一种多效性炎症细胞

因子(

!5

)

'

)L

#

%

能够刺激参与免疫反应的细胞增殖&分

化并提高其功能!另一方面!过多的蛋白级联能够引起

免疫反应从而导致不同疾病的发生!例如
GH

' 有研

究报道在
GH

患者的血清样本中
)L

#

%

水平升高(

!%

)

'

研究显示在
GH

中
8:G4H

可能调节
)L

#

%

基因表达'

PJ9.A[=S (

等(

!6

)表明
8:G4H

#

!"&

可以通过
4K

#

$R

通路直接增加
GH

中
,,T

#

#

&

)L

#

%

水平'

8:G4H

#

#%

能快速降解在
&

%非编码区含有
H-

的调控元件!包括

*4K

#

!

&

)L

#

%

等!推测
8:G4H

#

#%

可抑制过度的炎症

反应(

!$

)

' 目前
)L

#

%

与
8:G4H

的相关性研究较少!基

于
)L

#

%

在
GH

炎症反应中的重要性!今后需要更多的

研究关注
8:G4H

在
)L

#

%

所介导的炎症反应中的

作用'

!

!

Q

$

)L

#

#6

$

)L

#

#6

是一种促炎因子!由
'BQ

\

*

细胞分泌!该家族包括
%

个成员的配体!其中
)L

#

#6H

和
)L

#

#6K

的生物学功能和炎症反应了解的最为深

入(

!F

)

'

)L

#

#6

能够诱导上皮细胞&内皮细胞&成纤维细

胞合成分泌
)L

#

%

&

)L

#

$

&

O,'PK

& 前列腺素
7

!

$

TO7!

%!促进
)'H,

#

#

的表达' 因此!

)L

#

#6

在免疫

炎性疾病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研究表明
8:G4H

在

)L

#

#6

的产生中起着作用'

4::81J1 *

等(

&"

)发现
%

种

8:G4H

$

:3 /3

!

2/J

#

69

!

8:G4H

#

!%

!

8:G4H

#

#Q%9DU

!

8:G4H

#

#5"

!

8:G4H

#

#55

%在
)L

#

#6

产生的
*

细胞中

表达过量!此外!在
GH

患者外周血单个核细胞$

TR

#

,'I

%中
)L

#

#6

和
8:G4H

#

#Q%9

升高!通过免疫组织

化学发现滑膜组织中的
8:G4H

#

#Q%9

较
CH

患者升

高!与滑膜增生肥大&高水平的
)L

#

#6

以及疾病活动性

密切相关!经原位杂交复染后证实
8:G4H

#

#Q%9

是由

分泌
)L

#

#6

的细胞产生'

]?- P

等(

&#

)发现
)L

#

#6

通过

抑制
8:G4H

#

!&U

参与免疫性疾病的发病机制'

B1.> L

等(

&!

)报道在
GH

患者中促炎细胞$如
)L

#

#6

&

)L

#

%

&

)L

#

##

&

*4K

#

!

等%增生!则会在这些细胞中观察

到
8:G4H

#

!#

的低表达'

!

!

5

$

O,'PK

$

O,'PK

是一种促炎细胞因子!

由
*

细胞&

4W

细胞&巨噬细胞和内皮细胞产生!这种

细胞因子也被称为造血生长因子!它可刺激外周单核

细胞及中性粒细胞生长'

O,'PK

也参与了
GH

炎症

反应的进展过程(

&&

)

'

C

*

'1../22 G,

等(

&Q

)研究者利

用
8:G4H

#

#55

缺失$

8:G4H

#

#55

"

D

"

%小鼠体内实验

发现
8:G4H

#

#55

可上调由
O,'PK

介导的树突状细

胞从而发挥促进炎症细胞生长的功效!他们进一步推

断
8:G4H

#

#55

可能成为免疫系统疾病治疗的靶点'

&

$中药干预
8:G4HI

与
GH

炎症因子的研究

有研究发现!人体中的
8:G4HI

与植物中的

8:G4HI

结构相似!植物中的
8:G4HI

进入人体能够

调控组织细胞!表明
8:G4HI

可能是植物药中的活性

成分之一!进一步提示中草药中的
8:G4HI

可能具有

调节人体
8:G4HI

的功能(

&5

)

' 值得注意的是!

8:G

#

4HI

具有疾病特异性!与多种炎症因子的调节密切相

关!在
GH

中扮演重要角色' 因此!中药及其活性成分

调节
8:G4HI

与
GH

炎症因子已成为越来越多的中

医研究者探索的方向'

&

!

#

$中药复方$朴雪梅等(

&%

)研究发现益气清络

方$桂枝
F >

$生白术
F >

$附子
% >

$防己
#! >

$黄

芪
&" >

$知母
#! >

%能够上调
GH

患者
TR,'I

中

8:G4H

#

#Q%9

的表达+刘喜德等(

&6

)研究表明温化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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痹方$防风&威灵仙&蜈蚣&白芥子&全蝎&白芷&僵蚕&

忍冬藤%通过下调胶原诱导性关节炎$

A1229>/. :.

#

;-A/; 9<J?<:J:I

!

')H

%大鼠
TR,'I 8:G4H

#

#Q%9

的表达水平!影响下游
)GHW# 8G4H

表达等而治疗

')H

' 朱亚梅等(

&$

)进行了清络通痹方调控
8:G4H

网

络干预
GH

的研究!结果显示清络通痹方通过干预

8:G4H

#

#Q&

影响
GH

的免疫&炎症&疼痛等多种病理

过程'

&

!

!

$单药及其有效成分$冯知涛研究青藤碱在

GH

中的相关作用!发现青藤碱可有效抑制
GH

患者

外周血树突状细胞中
*LG!

和
*LGQ 8G4H

和蛋白

表达!抑制细胞因子
*4K

#

!

&

)L

#

##8G4H

的表达及

分泌!同时!青藤碱制剂联合
,*X

可下调
8:G4H

#

#Q%9

&

8:G4H

#

#%

的表达水平!说明青藤碱制剂和

,*X

或青藤碱制剂可能通过上述途径抑制
8:G4H

#

#Q%9

的表达(

&F

)

' 刘锋(

Q"

)通过实验表明!白芍总苷能

诱导滑膜细胞凋亡并通过抑制
')H

鼠血清中
*4K

#

!

&

)L

#

#

&

)L

#

%

的水平抑制炎症反应!同时白芍总苷能够增

加
8:G4H

#

#59

的表达水平' 彭桉平等(

Q#

)研究发现

雷公藤内酯醇通过抑制
8:G4H

#

#55

表达而释放其靶

标
P^)T#

!从而抑制
LTP

诱导的
GH

来源的单核细胞

炎症反应' 缪成贵等(

Q!

)发现白头翁皂苷通过上调佐

剂性关节炎大鼠中
8:G4H

#

&65

表达抑制人卷曲蛋

白
$

$

K]B$

%的表达!从而减少
)L

#

#

&

)L

#

%

&

)L

#

$

的

释放'

Q

$展望

多种
8:G4HI

在
GH

中表达异常!与炎症因子相

互作用!影响着
GH

的病情发发生&发展' 然而目前对

于
8:G4HI

在
GH

中的研究刚刚起步!

8:G4HI

在

调节
GH

细胞炎症因子的具体作用机制仍需要大量

的试验数据进行挖掘!相信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

研究不断的深入!

8:G4HI

可成为
GH

治疗的新靶

点!由此开发出治疗
GH

有效的药物' 近年来以

8:G4HI

为靶点对抗
GH

炎症的中药研究越来越

多!中医学研究者已开始探索中药以及中药单药有

效活性成分对于
8:G4HI

的调节!这也将成为未来

研究的重点'

参 考 文 献

(

#

)$

L// G'

!

K/:.U9-8 GL

!

H8U<1I 03 *?/'3 /2/>9.I

?/J/<1A?<1.:A >/./ 2:.

#

Q /.A1;/I I8922 G4HI

_:J? 9.J:I/.I/ A18M2/8/.J9<:J= J1 2:.

#

#Q

(

(

)

3 '/22

!

#FF&

!

65

$

5

%#

$Q&

"

$5Q3

(

!

)$

R9<J/2 BT3 8:A<1G4HI

#

*9<>/J </A1>.:J:1. 9.; </>-

#

29J1<= N-.AJ:1.I

(

(

)

3 '/22

!

!""F

!

#&%

$

!

%#

!#5

"

!&&3

(

&

)$

P?-S29 O'

!

P:.>? (

!

R9<:S P3 8:A<1G4HI

#

T<1

#

A/II:.>

!

89J-<9J:1.

!

J9<>/J </A1>.:J:1. 9.; </>-

#

29J1<= N-.AJ:1.I

(

(

)

3 ,12 '/22 T?9<89A12

!

!"##

!

&

$

&

%#

$&

"

F!3

(

Q

)$

L9>1I

#

`-:.J9.9 ,

!

G9-?-J G

!

L/.;/AS/2 +

!

/J 923

);/.J:N:A9J:1. 1N .1a/2 >/./I A1;:.> N1< I8922 /Z

#

M</II/; G4HI

(

(

)

3 PA:/.A/

!

!""#

!

!FQ

$

55Q&

%#

$5&

"

$5$3

(

5

)$

'?1 +'3 O<9.; A?922/.>/I 9.; 1MM1<J-.:J:/I :.

;/A:M?/<:.> J?/ <12/ 1N .1.

#

A1;:.> G4HI :. ?-

#

89. ;:I/9I/I

(

(

)

3 K<1.J O/./J

!

!"##

!

!

#

#3

(

%

)$

'?1+'3 8:A<1G4HI :. A9.A/<

,

N<18 </I/9<A? J1

J?/<9M=

(

(

)

3 R:1A?:8 R:1M?=I HAJ9

!

!"#"

!

#$"5

$

!

%#

!"F

"

!#63

(

6

)$

P92/?: 7

!

7NJ/S?9<: G

!

C<9/: ,

!

/J 923 8:A<1G4HI

:. <?/-89J1:; 9<J?<:J:I

(

(

)

3 '2:. G?/-89J12

!

!"#5

!

&Q

$

Q

%#

%#5

"

%!$3

(

$

)$

PJ9.A[=S (

!

T/;<:12: B,

!

R</.J9.1 K

!

/J 923 H2

#

J/</; /ZM</II:1. 1N 8:A<1G4H :. I=.1a:92 N:U<1

#

U29IJI 9.; I=.1a:92 J:II-/ :. <?/-89J1:; 9<J?<:J:I

(

(

)

3 H<J?<:J:I G?/-8

!

!""$

!

5$

$

Q

%#

#""#

"

#""F3

(

F

)$

R29AS GH

!

G9-A? '*

!

W1[21IS= '(

!

/J 923 H 8/J

#

9221M<1J/:.9I/ ;:I:.J/><:. J?9J </2/9I/I J-81<

./A<1I:I N9AJ1<

#

92M?9 N<18 A/22I

(

(

)

3 49J-</

!

#FF6

!

&$5

$

%%#$

%#

6!F

"

6&&3

(

#"

)$

L: T

!

PA?_9<[ 7,3 *?/ *4K

#

92M?9 J<9.I>/.:A 81-I/

81;/2 1N :.N29889J1<= 9<J?<:J:I

(

(

)

3 PM<:.>/< P/8:.

)88-.1M9J?12

!

!""&

!

!5

$

#

%#

#F

"

&&3

(

##

)$荀春华! 胡志坚! 韩峰! 等
3

类风湿性关节炎患者
8:

#

A<1G4H

#

#Q%9

的表达及与血清学指标的相关性(

(

)

3

细胞与分子免疫学杂志!

!"#&

!

!F

$

5

%#

5!F

"

5&"3

(

#!

)$

HU1-

#

]/:; H

!

P99; ,

!

P12:89. 73 8:A<1G4H

#Q%9 /ZM</II:1. :. <?/-89J1:; 9<J?<:J:I

#

HII1A:9

#

J:1. _:J? J-81< ./A<1I:I N9AJ1<

#

92M?9 9.; ;:I/9I/

9AJ:a:J=

(

(

)

3 O/./J */IJ ,12 R:189<S/<I

!

!"##

!

#5

$

##

%#

$"6

"

$#!3

(

#&

)$

49S9I9 *

!

,:=9S: P

!

CS-U1 H

!

/J 923 7ZM</II:1.

1N 8:A<1G4H

#

#Q% :. <?/-89J1:; 9<J?<:J:I I=.1a:92

J:II-/

(

(

)

3 H<J?<:J:I G?/-8

!

!""$

!

5$

$

5

%#

#!$Q

"

#!F!3

(

#Q

)$

P/899. 4

!

K</.[/2 L

!

H2I92/? O

!

/J 923 8:G

#

&Q%

A1.J<12I </2/9I/ 1N *4K

#

92M?9 M<1J/:. 9.; IJ9U:2:J=

1N :JI 8G4H :. <?/-89J1:; 9<J?<:J:I a:9 J<:IJ/J<9

#

M<12:. IJ9U:2:[9J:1.

(

(

)

3 TL1P C./

!

!"##

!

%

$

5

%#

#F$!63

(

#5

)$

T9-2/= W,

!

P9J1? ,

!

'?9. HL

!

/J 923 VM

#

</>-29J/;

8:G

#

#Q%9 /ZM</II:1. :. M/<:M?/<92 U211; 81.1.-A2/

#

9< A/22I N<18 <?/-89J1:; 9<J?<:J:I M9J:/.JI

(

(

)

3 H<

#

J?<:J:I G/I *?/<

!

!""$

!

#"

$

Q

%#

#"#

"

##"3

(

#%

)$

L: X

!

*:9. K

!

+9.> K3 G?/-89J1:; 9<J?<:J:I

#

9II1

#

A:9J/; 8:A<1G4H

#

#55 J9<>/JI PC'P# 9.; -M

#

</>

#



"!%($$" 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

(-./ !"#$

!

0123 &$

!

41

!

%

-29J/I *4K

#

92M?9 9.; )L

#

#U/J9 :. TR,'I

(

(

)

3 ).J (

,12 PA:

!

!"#&

!

#Q

$

#!

%#

!&F#"

"

!&F!#3

(

#6

)$

4:AS2:. ,(

!

R9<J1. (L

!

4>-=/. ,

!

/J 923 H I/

#

b-/.A/

#

U9I/; 89M 1N J?/ .:./ >/./I 1N J?/ ?-

#

89. :.J/<2/-S:.

#

# A2-IJ/<

(

(

)

3 O/.18:AI

!

!""!

!

6F

$

5

%#

6#$

"

6!53

(

#$

)$

L9_</.A/ *3 *?/ .-A2/9< N9AJ1< 4K

#

S9MM9R M9J?

#

_9= :. :.N29889J:1.

(

(

)

3 '12; PM<:.> ^9<U T/<

#

IM/AJ R:12

!

!""F

!

#

$

%

%#

9""#%5#

"

9""#%%"3

(

#F

)$

O9<29.;9 '

!

B:.9</221 'H

!

,9.J1a9.: H3 *?/ :.

#

J/<2/-S:.

#

# N98:2=

#

R9AS J1 J?/ N-J-</

(

(

)

3 )88-.:

#

J=

!

!"#&

!

&F

$

%

%#

#""&

"

#"#$3

(

!"

)$

W-.1 W

!

,9JI-I?:89 W3 *?/ )L

#

# </A/MJ1< I:>.9

#

2:.> M9J?_9=

(

(

)

3 ( L/-S1A R:12

!

#FFQ

!

5%

$

5

%#

5Q!

"

5Q63

(

!#

)$

c989I9S: W

!

49S9I9 *

!

,:=9S: P

!

/J 923 7ZM</I

#

I:1. 1N 8:A<1G4H

#

#Q%9 :. 1IJ/19<J?<:J:I A9<J:29>/

(

(

)

3 H<J?<:J:I G?/-8

!

!""F

!

%"

$

Q

%#

#"&5

"

#"Q#3

(

!!

)$

B9: L

!

]?9.> X

!

^- X

!

/J 923 P:2/.A:.> 1N 8:A<1G

#

4H

#

#"# M</a/.JI )L

#

#U/J9

#

:.;-A/; /ZJ<9A/22-29<

89J<:Z ;/><9;9J:1. :. A?1.;<1A=J/I

(

(

)

3 H<J?<:J:I

G/I *?/<

!

!"#!

!

#Q

$

%

%#

#

"

##3

(

!&

)$

c9.> R

!

W9.> X

!

X:.> c

!

/J 923 7NN/AJ 1N 8:A<1G

#

4H

#

#Q5 1. )L

#

#U/J9

#

:.;-A/; A9<J:29>/ ;/><9;9J:1.

:. ?-89. A?1.;<1A=J/I

(

(

)

3 K7RP L/JJ

!

!"#Q

!

5$$

$

#Q

%#

!&QQ

"

!&5!3

(

!Q

)$史栋梁!史桂荣
3 ,:A<1G4H

#

#%

对类风湿关节炎患者滑膜

成纤维细胞增殖&侵袭及细胞因子分泌的影响(

(

)

3

中国病

理生理杂志!

!"#Q

!

&"

$

#"

%#

#$%$

"

#$6!3

(

!5

)$

W:I?:81J1 *3 ).J/<2/-S:.

#

%

#

B:IA1a/<= 1N 9 M2/:1

#

J<1M:A A=J1S:./

(

(

)

3 H<J?<:J:I G/I *?/<

!

!""%

!

$

$

P-MM2!

%#

#

"

##3

(

!%

)$

,9;?1S G

!

'<:22= H

!

+9JI1. (

!

/J 923 P/<-8 :.J/<

#

2/-S:. % 2/a/2I :. <?/-89J1:; 9<J?<:J:I

#

'1<</29

#

J:1.I _:J? A2:.:A92 9.; 29U1<9J1<= :.;:A/I 1N ;:I

#

/9I/ 9AJ:a:J=

(

(

)

3 H.. G?/-8 B:I

!

#FF&

!

5!

$

&

%#

!&!

"

!&Q3

(

!6

)$

PJ9.A[=S (

!

CIM/2J '

!

W9<1-[9S:I 7

!

/J 923 H2

#

J/</; /ZM</II:1. 1N 8:A<1G4H

#

!"& :. <?/-89J1:;

9<J?<:J:I I=.1a:92 N:U<1U29IJI 9.; :JI <12/ :. N:U<1

#

U29IJ 9AJ:a9J:1.

(

(

)

3 H<J?<:J:I G?/-8

!

!"##

!

%&

$

!

%#

&6&

"

&$#3

(

!$

)$

(:.> `

!

^-9.> P

!

P9U:./ O

!

/J 923 ).a12a/8/.J 1N

8:A<1G4H :. HV

#

<:A? /2/8/.J

#

8/;:9J/; :88-.:J=

(

(

)

3 '/22

!

!""5

!

#!"

$

5

%#

%!&

"

%&Q3

(

!F

)$

(:. +

!

B1.> '3 )L

#

#6 A=J1S:./I :. :88-.:J= 9.;

:.N29889J:1.

(

(

)

3 78/<> ,:A<1U/I ).N/AJ

!

!"#&

!

!

$

F

%#

#

"

53

(

&"

)$

4::81J1 *

!

49S9I9 *

!

)I?:S9_9 ,

!

/J 923 ,:A<1G

#

4H

#

#Q%9 /ZM</II/I :. :.J/<2/-S:.

#

#6 M<1;-A:.> *

A/22I :. <?/-89J1:; 9<J?<:J:I M9J:/.JI

(

(

)

3 R,'

,-IA-21IS/2/J B:I1<;

!

!"#"

!

##

$

#

%#

#

"

##3

(

&#

)$

]?- P

!

T9. +

!

P1.> X

!

/J 923 *?/ 8:A<1G4H 8:G

#

!&U I-MM</II/I )L

#

#6

#

9II1A:9J/; 9-J1:88-./ :.

#

N29889J:1. U= J9<>/J:.> *HR!

!

*HR& 9.; )WW

#

92

#

M?9

(

(

)

3 49J ,/;

!

!"#!

!

#$

$

6

%#

#"66

"

#"$%3

(

&!

)$

B1.> L

!

+9.> X

!

*9. (

!

/J 923 B/A</9I/; /ZM</I

#

I:1. 1N 8:A<1G4H

#

!# A1<</29J/I _:J? J?/ :8U92

#

9.A/ 1N *?#6 9.; *</> A/22I :. M9J:/.JI _:J? <?/-

#

89J1:; 9<J?<:J:I

(

(

)

3 ( '/22 ,12 ,/;

!

!"#Q

!

#$

$

##

%#

!!#&

"

!!!Q3

(

&&

)$

T9<S ^(

!

W:8 B^

!

L:8 P^

!

/J 923 ).I:>?JI :.J1 J?/

<12/ 1N N122:A-29< ?/2M/< * A/22I :. 9-J1:88-.:J=

(

(

)

3 )88-./ 4/J_

!

!"#Q

!

#Q

$

#

%#

!#

"

!F3

(

&Q

)$

C

%

'1../22 G,

!

W9?. B

!

O:UI1. +P

!

/J 923 8:

#

A<1G4H

#

#55 M<181J/I 9-J1:88-./ :.N29889J:1.

U= /.?9.A:.> :.N29889J1<= * A/22 ;/a/21M8/.J

(

(

)

3 )88-.:J=

!

!"#"

!

&&

$

Q

%#

%"6

"

%#F3

(

&5

)$

]?9.> L

!

^1- B

!

'?/. X

!

/J 923 7Z1>/.1-I M29.J

,)G#%$9IM/A:N:A922= J9<>/JI 898892:9. LBL

#

GHT#

#

/a:;/.A/ 1N A<1II

#

S:.>;18 </>-29J:1. U=

8:A<1G4H

(

(

)

3 '/22 G/I

!

!"#!

!

!!

$

#

%#

#"6

"

#!%3

(

&%

)$朴雪梅! 薛鸾! 胡建东
3

益气清络方对类风湿关节炎患

者外周血单个核细胞中
8:G

#

#Q%9

表达的影响(

(

)

3

上

海中医药大学学报!

!"#5

!

!F

$

#

%#

&6

"

Q"3

(

&6

)$刘喜德! 冯莹莹! 蔡龙! 等
3

温化蠲痹方对胶原诱导

性关节炎大鼠外周血单个核细胞微小
G4H

#

#Q%9

表达的影响(

(

)

3

中华中医药学刊!

!"#5

!

&&

$

$

% #

#$&"

"

#$&Q 3

(

&$

)$朱亚梅! 周玲玲! 彭孝武! 等
3

清络通痹方调控
8:G4H

网络干预类风湿关节炎的研究(

(

)

3

中国免疫学杂志!

!"#%

!

&!

$

Q

%#

QF5

"

QFF3

(

&F

)$冯知涛
3 GH

患者外周血
8:G

#

#Q%9

&

8:G

#

#%

表达与疾

病活动&中医证型相关性及青藤碱制剂对其干预的研

究(

B

)

3

广州# 南方医科大学!

!"##3

(

Q"

)$刘锋
3

白芍总苷对胶原诱导小鼠关节炎作用的基础研

究(

B

)

3

长春# 吉林大学!

!"##

#

#

"

6$3

(

Q#

)$彭桉平! 黄宪章! 刘瑞萍! 等
3

雷公藤内酯醇调控
8:G

#

#55

抑制类风湿性关节炎患者单核细胞促炎反应(

(

)

3

细胞与分子免疫学杂志!

!"#Q

!

&"

$

%

%#

%&5

"

%&$3

(

Q!

)$缪成贵! 周国梁! 秦梅颂! 等
3

白头翁皂苷对佐剂性关

节炎大鼠
K]B$

表达的影响 (

(

)

3

中国中药杂志!

!"#5

!

Q"

$

!"

%#

Q"%&

"

Q"%63

$收稿#

!"#%

"

"$

"

"#

$在线#

!"#$

"

"5

"

"!

%

责任编辑# 段碧芳

英文责编# 张晶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