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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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345 %$

!

63

!

#!

"!"!#$"

基金项目# 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 $

78%

计划%项目 $

635

!"#9&:;9%""#

%

作者单位# 浙江中医药大学$杭州
%#"";%

%

)-4

#

";8#

"

$<<#%;"7

!

=

#

/>?4

#

@ABCDE./F#<%5.3/

,G(

#

#"

!

8<<#HD

!

.D?/

!

!"#$###9

!

%!"

!述$评!

从现代生物学认识上火

范永升

$$

#

$背景

上火是临床常见的一种轻微但易反复的疾病!包

括口腔溃疡&牙龈肿痛&口燥咽干&鼻衄&目赤!并可伴

有小便短赤&大便干燥等症状!多由精神紧张&过度疲

劳&辛热药食等所诱发' 从现代医学看!上火既包括了

一些亚健康的状态!也包含了头面部某些器官皮肤黏

膜的炎症性病变!如复发性口腔溃疡!慢性牙龈炎

等等'

(怕上火喝王老吉)这是一句中央电视台家喻户

晓的广告词!也说明中医对防治上火有独特的作用'

其实!上火不仅是人民群众所关心的话题!而且也是伟

人和科学家关注的项目'

!"

世纪
;"

年代末!毛泽东

主席与山东著名老中医刘惠民交谈时就问起(*上火+

怎么解释,)!刘惠民用中医学理论作解答!但毛泽东

主席没有理解!刘惠民就提出!让(西医学了中医!再

用中医的话讲出来!主席就懂了) ' 毛泽东主席听后

高兴地说(关键的问题在于西医学习中医)' 北京大

学医学院韩济生院士在
!"";

年接受-中国科技史杂

志.的专访时!也提到研究中医降火的机制&用现代科

学术语描述中医上火的概念很有意义' 上火在日常生

活中看似简单&平常!但有时却是一些难治性疾病的先

兆症状' 美国哈佛大学营养学教授康景轩是一位华裔

科学家!他认为中医的上火往往是体内有炎症的表现'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研究证实!长期不消退的慢性炎

症是现代多种疾病的共同诱因!这些疾病包括癌症&脑

卒中&冠心病&糖尿病和老年痴呆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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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我们

曾在附属医院做过小样本的问卷调查!发现极少数的

肿瘤患者在发病前有长期反复口腔溃疡病史' 汤钊猷

院士也认为炎症有很多促癌因素!防治慢性炎症也可

预防某些肿瘤的发生/

!

0

'

!"#$

年
$

月美国
&>I.-1

+-J?.?I-

杂志发表了由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学者共

同研究的学术论文!题目为(复发性阿弗他口炎可能

是特定癌症的一种前兆或危险因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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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看出!

研究上火不仅有助于揭示中医学理论的科学内涵!推

动中医药的交流与合作1而且为更有效防治上火提供

科学依据!减少某些难治病的发生!提高人民群众的健

康水平'

!"#%

年!我作为首席科学家牵头承担了国家科技

部(上火机理与防治研究)的
78%

计划项目' 项目组

首先对上火的相关古今文献进行了系统整理!并针对

上火的诱因&临床表现&证候特点等开展了大规模的流

行病学调查!同时又组织相关专家进行了问卷调查与

咨询&论证' 在明确上火的内涵及诊断标准基础上!进

一步围绕上火的生物学基础从能量代谢&氧化应激&免

疫稳态&肠道菌群等方面开展了系统而深入的研究'

!

$相关研究

!

!

#

$上火与能量代谢$利用气相色谱 "质谱联

用和液相色谱"质谱联用技术对上火人群开展了代谢

组学研究' 经多变量分析发现!与正常人群比较!上火

人群血清代谢谱出现了显著的变化!多种氨基酸&碳水

化合物&有机酸&磷脂等代谢发生紊乱' 三羧酸循环是

机体获得能量的主要方式!柠檬酸&琥珀酸与苹果酸等

是三羧酸循环的中间代谢物!上火人群外周血中
K)L

含量明显上升!三羧酸循环中间代谢物显著增加!反映

了上火后机体能量代谢处于比较旺盛的状态' 上火

后!促甲状腺激素水平升高!促进脂肪组织分解!使血

中多种长链脂肪酸!如月桂酸&亚油酸&油酸&十五酸&

十七酸!及甘油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上调' 此外!上火人

群多发生局部炎症!如溃疡&咽炎&牙龈炎等!炎症部位

物质分解代谢加快!组织耗氧量增加!同时局部出现微

循环障碍!影响氧供应!引起无氧呼吸增强!释放的乳

酸未能及时被清除!发生堆积!导致血中乳酸出现上调

的趋势' 代谢组学研究表明上火后人体血清代谢谱发

生了特异性改变!这些改变与脂质&能量&氨基酸异常

有关!总的表现为代谢加速&产能增加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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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火与氧化应激$正常情况下!人体的氧

化与抗氧化水平处于动态平衡状态' 当机体遭受各种

有害因素刺激时!体内自由基产生过多!氧化程度超出

抗氧化物的清除能力!氧化系统和抗氧化系统出现失

衡!便可导致氧化应激反应' 项目组在本研究中时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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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上火人群的活性氧自由基$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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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脂质过氧化产物

丙二醛$

+,K

%较健康人群显著升高!而上火人群体内

的抗氧化物质222超氧化物歧化酶$

MG,

%&谷胱甘肽

$

NMO

%含量显著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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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利用多维质谱(鸟枪

法)脂质组学分析技术还发现上火人群人体神经酰

胺&

M6

#

!

型溶血磷脂含量上升!各类缩醛型磷脂下

降/

$

0

' 这些都提示上火状态下体内出现较强的氧化

应激反应' 与此同时!研究数据还显示!实热上火人群

体内
+,K

含量升高较阴虚上火人群更明显!而阴虚

上火人群中
MG,

含量下降更显著!说明!实热上火氧

化损害更严重!而阴虚上火抗氧化能力减弱更

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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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火与人体免疫功能$选用
P>A :?3E-.Q

生物素标记抗体芯片检测实热上火和阴虚上火患者外

周血细胞因子的差异表达' 发现阴虚上火组的细胞因

子与实热上火组的细胞因子存在差异表达!进一步通

过流式细胞术检测发现!实热上火组
)Q#8

细胞含量

的升高并有统计学意义!同时血清中激活素!

=

选择素

以及
(R

#

#8

等升高明显!表现出免疫激活的特点' 而

阴虚上火组
)1-S

细胞含量的升高具有统计学意义'

细胞因子芯片显示阴虚上火组中与调节性
)

细胞相关

的细胞因子
)N@

#

!

升高!表现出激活作用的
K.E?T?I

K

含量下降!同时
(R

#

#8P

也显示降低' 另外通过荧光

定量
L&P

和蛋白免疫印迹技术检测发现!阴虚上火

组的外周血淋巴细胞的
@3UV%

&

)N@

#

!

&

(R

#

#" /P6K

的表达均相对明显升高!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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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都提示阴虚上火人群具有某些免疫抑制的特点'

人体的免疫功能!与脂质代谢&氧化应激以及凝血

系统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为此我们通过
?)PKW

技术

研究了上火患者的血清蛋白质组学特征!结果显示促

炎因子222载脂蛋白
&%

的表达上调!抗炎抗氧化的

载脂蛋白
K9

的表达下调!结合临床生化检测
&PL

等

指标的升高!说明上火人群炎症反应与脂质代谢异常

有密切关联/

#%

0

' 同时将实热上火和阴虚上火人群与

对照组相比!提示参与凝血系统作用相关酶的活性发

生了改变' 进一步将阴虚上火人群与健康人群相比

较!发现凝血系统蛋白因子抗凝血酶
"

$

N-I- I>/-

#

M=PL(6&#

%&凝血酶原$

N-I- I>/-

#

@!

%及血小板

糖蛋白
2

$

N-I- I>/-

#

NL;

%表达均显著下调!提示

阴虚上火人群的鼻衄&齿衄与凝血功能的改变

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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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火与肠道菌群$

!"#;

2

!"#8

年期间!项

目组采用横断面调查研究方法!收集了
#!7

例上火人

群的粪便样本' 同时根据年龄&饮食和性别等因素!匹

配收集了
$;

名健康志愿者粪便样本' 粪便中提取

,6K

及采用
(44X/?I> +?M-Y

测序检测肠道菌群的结

构' 比较上火与健康人群的肠道菌群差异!明确上火人

群肠道菌群结构特征' 相比于健康人群!上火人群肠道

菌群多样性降低!拟杆菌门与厚壁菌门比例改变!肠道

致病菌$颤螺菌属&红球菌属和嗜血杆菌属%丰度上调!

肠道土著菌$多形杆状菌属&韦荣球菌属%丰度下调' 同

时!研究过程中将上火人群分为实热和阴虚上火' 阴虚

上火人群特异改变的肠道菌群是放线菌属&斯莱克氏菌

属和链球菌属1实热上火不具有特异改变的肠道菌群'

上火人群变化的肠道菌群功能研究表明!糖代谢&脂生

物合成和免疫系统疾病相关功能显著上调1甘氨酸&等

氨基酸代谢&运输和分解代谢&信号转导&蛋白折叠和过

氧物酶体等基础代谢相关功能下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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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火与辛热药食$在浙江中医药大学共招

募了
9"

名志愿者!每人每天服用含高丽红参
% S

的胶

囊
;

粒!服用时间最长不超过
#<

天' 最终!有
%"

人

符合实热上火诊断标准!平均上火时间为 $

#%

!

7

%

!

!

8!

%天!并出现了大便干&口渴&目赤干涩&鼻腔干

燥&鼻疮疖&咽喉肿痛&口腔溃疡&牙龈肿痛等症状' 通

过采集这
%"

位志愿者服用红参前以及服用红参上火

后的血液样本!应用气相色谱 "质谱联用技术检测其

血浆差异代谢物' 提示服用红参上火后与服用红参前

的代谢谱存在显著差异!并发现了
#8

个差异代谢物'

其中!在服用红参上火后上调趋势的代谢物有尿素&十

八酸&磷酸&十六酸&缬氨酸&葡萄糖&丝氨酸等!下调趋

势的有胆固醇/

#8

0

' 说明在实热上火状态下!机体的内

环境发生了改变!集中表现为三羧酸循环的加快!表明

机体能量代谢处于旺盛的状态'

此外!还建立了药食上火的大鼠动物模型!开展了

相关研究' 还在临床上以单纯性疱疹性唇口炎研究了

上火与病毒的关系' 这些研究都反映出上火的炎症反

应与脂质代谢&氧化应激以及免疫功能失调等有着密

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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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通过上述研究!项目组发现上火是易感人群在疲

劳&精神紧张&辛热饮食等一系列诱因作用下!导致机

体发生能量代谢加快&氧化应激增强&菌群失调&免疫

稳态破坏为主的内环境紊乱!使人体头面部口&舌&牙

龈&咽喉&眼&鼻等部位皮肤黏膜发生炎症反应!从而出

现红肿热痛&溃疡等表现!并可伴有全身症状的一种轻

微且易反复的疾病' 该项研究基本阐明了上火的发生

机制!为中医预防和治疗上火提供了科学依据' 相信

随着预防与治疗上火方案的实施!对于改善亚健康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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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减少某些难治病的发生!助力(健康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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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都有着积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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