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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通过检测痛风宁含药血清对尿酸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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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的影响"探讨痛风宁对痛风性关节炎的抗炎机制& 方法$制备低%中%高剂量痛风宁含药血清& 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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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干预组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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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悬液诱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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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炎症细胞模

型"模型鉴定成功后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模型组及低%中%高剂量痛风宁含药血清组#以下简称低%中%高剂

量痛风宁组$%阳性对照组"分别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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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体析出并沉积于关节

软骨'滑膜及周围组织!刺激滑膜内衬细胞和白细胞!

引起多种炎症级联反应而出现关节红肿热痛等急性炎

症表现( 研究表明!

KQK

的关键病理环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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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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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大学国医堂提供( 用旋转蒸发仪浓缩成含生

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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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药液!高温高压后灭菌'密封!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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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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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克隆抗体'

IPJ

羊抗兔
(RQ

'

IPJ

羊抗鼠
(RQ

$美国
J-1D9=BD9./

Q-1?U

公 司! 批 号#

!"#7"7#!

!

"""8%"#8

!

"""8855$

!

#"""6#8:

!

!""""""%

!

!""""""!

%&

;&L

ND,-

化学发光试剂盒'

V&K

蛋白浓度测定试剂盒$上

海碧云天生物科技研究所!批号#

"6#5#5#5"8#5

!

##!!#7#7#!#%

%(

光学显微镜$

E+6"""V

#

L;E

!德国
L9=.,

公司%&

低速离心机$

)E`6K

#

*N

!湖南湘仪仪器有限公司%&

低温高速离心机$

:6P

!美国
V9.[<,B

公司%&旋转蒸

发仪$

P;

#

8!KK

!上海亚荣生化仪器厂%&

J&P

扩增仪

$

J;$:""

!美国
J;

公司%&

78"" P9,2

#

)=<9 J&P

仪

$

KV(78""

!美国
KV(

公司%&恒温金属浴$

'N

#

6""K

!

德国
;UU9BM1-Z

公司%&电泳仪'半干转印系统'化学

发光 成 像 系 统 $

J1c9-J,.)+

'

:$"VP"":5!7

'

&/9<=E1.aPN

!美国
V=1

#

P,M

公司%(

6

$痛风宁含药血清的制备$

#:

只大白兔适应性

喂养
#

周后!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空白组及低'中'

高剂量痛风宁组!每组
6

只( 根据人与动物体表面积

换算)

#%

*

!低'中'高剂量痛风宁组分别予痛风宁药液

6

!

"6!8

'

5

!

"58

'

#:

!

#7 <LG

$

[R

"

M

%药量灌胃!每天

分
!

次给药!连续
%

天( 于末次灌胃
# /

!用
#"S

水合

氯醛
8 <LG[R

行腹腔注射麻醉后进行腹主动脉采血(

空白组不予灌胃!同时采血( 经离心获得血清!灭活后

于"

!"

'保存(

8

$

)IJ

#

#

培养液的制备

8

!

#

$

#"S ^VN

制备 $

PJ+(

#

#:6"

培养基

$" <L

'

^VN #" <L

'双抗
# <L

(

8

!

!

$

#"S

空白血清制备$

PJ+(

#

#:6"

培养基

$" <L

'空白血清
#" <L

'双抗
# <L

(

8

!

%

$

#"S

低'中'高剂量痛风宁含药血清制备$

PJ+(

#

#:6"

培养基
$" <L

'低'中'高剂量痛风宁含药

血清
#" <L

'双抗
# <L

(

:

$

+NO

混悬液的制备$用电子天平称取

!" <R +NO

晶体!加入
# <L

吐温
5"

并用
P+J(

#

#:6"

培养基定容至
#"" <L

!用磁力搅拌器加热搅拌

至晶体完全溶解!制成浓度为
!"" <RGL +NO

混悬

液( 高压灭菌'密封!于
6

'保存备用(

7

$

)IJ

#

#

的培养$从液氮中取出
)IJ

#

#

细胞株

冻存管!投入
%7

'水浴锅中并迅速晃动冻存管至冻

存液溶解( 将细胞冻存悬液转移至离心管中!加入

: <L #"S ^VN

!混匀后以
# 8"" - G<=B

离心
8 <=B

!

弃上清液!再加入
: <L #"S ^VN

!混匀后将细胞悬

液转移至培养瓶( 于
%7

''

8S &F

!

培养!次日更换

培养液继续培养( 待
)IJ

#

#

悬浮生长至约
$"S

时予

#

&

!

传代(

5

$

)IJ

#

#

的干预$取
:

瓶处于对数生长期的第

三代
)IJ

#

#

!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空白组
#

瓶和

+NO

干 预 组
8

瓶(

+NO

干 预 组 采 用 浓 度 为

!"" <RGL +NO

混悬液诱导炎症细胞模型!于
#! /

后

通过显微镜镜下观察可见大部分
)IJ

#

#

细胞形状呈

类球型!部分细胞形状不规则且细胞边界不清晰!在

+NO

晶体周围出现
)IJ

#

#

细胞簇拥'丛集现象!并检

测细胞上清液中
(L

#

#!

'

JQ;

!

的含量以进行模型鉴

定)

#6

*

!当
(L

#

#!Y: BRGL

!

JQ;

!

Y!"" BRGL

时视为模

型构建成功( 模型鉴定成功后再随机分为模型组'低'

中'高剂量痛风宁组'阳性对照组( 分别用
#"S

空白

血清!

#"S

低'中'高剂量痛风宁含药血清及
#"S

空

白血清
T 8 "L # <RG<L &,>U,>9

#

#

抑制剂
`

#

]0KE

#

^+d

的培养液对模型组'低'中'高剂量痛风宁

组及阳性对照组的
)IJ

#

#

进行干预!未用
+NO

干预

的空白组同步用
#"S

空白血清干预(

!6 /

后

# 8"" - G<=B

离心
8 <=B

!收集
)IJ

#

#

及其上清液(

$

$检测指标及方法

$

!

#

$

)IJ

#

#

细胞上清液中
(L

#

#!

'

JQ;

!

含量的

检测$采用
;L(NK

检测
)IJ

#

#

细胞上清液中
(L

#

#!

'

JQ;

!

的含量!严格按照
;L(NK

试剂盒说明书进行操

作!于
68" B<

处检测吸光度$

FE

值%!根据说明书绘

制标准曲线!由标准曲线公式计算细胞上清液中
(L

#

#!

和
JQ;

!

的含量(

$

!

!

$

)IJ

#

#

中
4KLJ%

'

&,>U,>9

#

#

'

KN&

蛋白

表达检测$$

#

%蛋白提取#收集
)IJ

#

#

!按每
#

%

#"

:

个细胞加入
!"" "L

裂解液!于冰上裂解
%" <=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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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6

''

#! """ - G<=B

离心
#" <=B

!收集上清液( $

!

%总

蛋白浓度测定#按照
V&K

蛋白浓度测定试剂盒说明

书操作!计算蛋白浓度( $

%

%蛋白变性'上样#按蛋白

样品体积&蛋白上样缓冲液体积$ %

:

%

g 8

&

#

混匀!

#""

'金属浴
8 <=B

( 根据蛋白样品浓度计算上样体

积!依次在凝胶泳道内上样!两边各加一孔
! "L

+,-[9-

( $

6

%电泳#安装电泳仪装置!设置电泳条件

为
!" 0 #" <=B

!

:" 0 !" <=B

!

#"" 0 5" <=B

( $

8

%

转膜#切取目的蛋白胶条!甲醇活化
J0E^

膜
8 <=B

!

将胶条'

J0E^

膜及厚滤纸浸泡于转膜液中&依次放置

厚滤纸'

J0E^

膜'胶条'厚滤纸!运用半干转印系统进

行转膜( $

:

% 封闭#转膜后!

)VN)

洗涤
J0E^

膜

8 <=B

!置于封闭液中!摇床室温孵育
! /

( $

7

%一抗孵

育#封闭后!

)VN)

洗涤
J0E^

膜
#" <=B

!置于一抗工

作液中$兔抗大鼠
4KLJ%

单克隆抗体
#

&

6""

!兔抗大

鼠
&,>U,>9

#

#

单克隆抗体
#

&

8 """

!兔抗大鼠
KN&

单克隆抗体
#

&

!""

!

!

#

,.D=B

单克隆抗体
#

&

8 """

%!摇

床
6

'孵育过夜( $

5

%二抗孵育#一抗孵育后!用

)VN)

洗涤
J0E^

膜
%

次!每次
#" <=B

!置于二抗工

作液中$

IPJ

羊抗兔
(RQ #

&

#" """

!

IPJ

羊抗鼠
(RQ

#

&

#" """

%!摇床室温孵育
# /

( $

$

%显影#二抗孵育

后!用
)VN)

洗涤
J0E^

膜
%

次!每次
#" <=B

( 根据

K

液&

V

液
g#

&

#

配制显影液!将
J0E^

膜置于化学

发光成像仪上!每条
J0E^

膜滴加
!"" "L

显影液!

室温反应
# <=B

( 设置
(<,R9 L,\

软件程序对条带

进行成像记录!重复检测两次!对条带灰度体积取平

均值(

$

!

%

$

)IJ

#

#

中
4KLJ%

'

&,>U,>9

#

#

'

KN& <P

#

4K

表达检测$$

#

%引物设计及合成#从
Q9B9 \,B[

中查找
4KLJ%

'

&,>U,>9

#

#

'

KN&

目的基因的
&EN

序列!运用
J-=<9- 8

!

"

软件设计引物!并委托福建尚

亚生物工程有限公司进行引物序列合成$见表
#

%(

$

!

%总
P4K

提取#收集
)IJ

#

#

于
;J

管!加入
# <L

)-=_12

并吹打至无明显颗粒后室温静置
#" <=B

(加入

!"" "L

氯仿!剧烈震荡
#8 >

!混匀成乳浊液!室温静

置
#" <=B

(

6

''

#% """ - G<=B

离心
#8 <=B

!吸取

:"" "L

上层水相至新
;J

管中( 加入
:"" "L

预冷的

异丙醇!上下颠倒混匀! "

!"

'静置
%" <=B

(

6

''

#% """ - G<=B

离心
#8 <=B

!弃上清液!加入
# <L

E;J&

水配制的
78S

乙醇!充分洗涤管壁!并轻弹管

底使
P4K

沉淀悬浮(

6

''

#% """ - G<=B

离心

8 <=B

!弃上清液( 加入
!8 "L E;J&

水!吹打使沉淀

溶解!即为总
P4K

溶液( $

%

%总
P4K

浓度检测#加

# "L E;J&

水在紫外分光光度计的测样台上进行仪

器调零( 加
# "L P4K

样本进行测量!记录
FE

!:"

G

FE

!5"

值( 计算
P4K

浓度!根据每孔加
! """ "R

计算

加样体积!

P4K

样品于"

5"

'保存( $

6

%

.E4K

合成#

P4K

样本于冰上解冻后混匀!

6

''

#% """ -G<=B

离心

# <=B

( 向各
;J

管中依次加入各组
P4K

样本!用

MMI

!

F

定容至
#5 "L

!再每管加入
: "L M4)J +=A

#

D?-9

!混匀后放入
J&P

仪!

6!

'

! <=B

(每管依次加入

: "L 8

%

P) V?ZZ9-

!放入
J&P

仪!

8"

'

#8 <=B

!

58

'

! <=B

( 每管依次加入
%" "L MMI

!

F

( $

8

%实时荧光定

量
J&P

检测#将
P)

#

WJ&P

反应体系$见表
!

%依次加入

八联管中!每个样本均做
!

个复孔( 放入
J&P

扩增仪

中!设置反应条件为
$8

'

%" >

!

$8

'

#" >

!

:"

'

%" >

!

扩增
6"

个循环( 以
!

#

,.D=B

为内参照!通过
&D

值!计算

!&D

'

!

"

!!&D

!并分析基因相对表达量(

表
#

#

4KLJ%

'

&,>U,>9

#

#

'

KN&

及
!

#

,.D=B

基因的引物序列

基因 基因引物序列
引物大小

$

\U

%

4KLJ%

上游引物
8

(#

)K&K)&)&&))QQ)&&)&KQ&KQ

#

%

(

!$8

下游引物
8

(#

Q&KQQ))K&K&)Q)QQK))&))Q

#

%

(

&,>U,>9

#

#

上游引物
8

(#

&KKK)Q&&))&&&QKK)K&&

#

%

(

!:5

下游引物
8

(#

)KK)QQK&KKQ)&KKQ&&Q&

#

%

(

KN&

上游引物
8

(#

)QKKQQ)&&)QK&QQK)QKQ

#

%

(

#$5

下游引物
8

(#

))KQ)Q))Q&)QQQKKQQKQ

#

%

(

!

#

,.D=B

上游引物
8

(#

)Q&K&&K&&KK&)Q&))KQ&

#

%

(

57

下游引物
8

(#

QQ&K)QQK&)Q)QQ)&K)QKQ

#

%

(

表
!

#实时荧光定量
J&P

反应体系

组成成分 体积$

"L

%

!

%

&/,<f N]VP &121- WJ&P +,>D9- +=A #"

)

"

上游引物
"

)

8

下游引物
"

)

8

MMI

!

F

5

)

"

.E4K #

)

"

#"

$统计学方法$采用统计软件
NJNN !!

!

"

对

实验数据进行分析!计量资料采用
A

*

>

表示!组间比

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

J X "

!

"8

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结$$果

#

$各组
)IJ

#

#

上清液中
(L

#

#!

'

JQ;

!

含量比较

$表
%

%$与空白组比较!模型组
(L

#

#!

'

JQ;

!

含量增多

$

J X"

!

"#

%&与模型组比较!各剂量痛风宁组及阳性对

照组
(L

#

#!

'

JQ;

!

含量减少$

J X"

!

"#

%&各剂量痛风宁

组
(L

#

#!

'

JQ;

!

含量均低于阳性对照组$

J X "

!

"#

%&

低'高剂量痛风宁组
(L

#

#!

'

JQ;

!

含量高于中剂量痛风

宁组$

J X"

!

"8

!

J X"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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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表
%

#各组
)IJ

#

#

上清液
(L

#

#!

和
JQ;

!

含量比较

$

BRGL

!

A

*

>

%

组别
B (L

#

#! JQ;!

空白
% #

)

$!% $

*

"

)

%8$ % #$

)

7:6 $

*

!

)

5"$ %

模型
%

#"

)

:77 "

*

"

)

$#! "

h

!"8

)

5:: 7

*

8

)

%57 7

h

低剂量痛风宁
%

%

)

77$ !

*

"

)

#!7 "

!"##

76

)

#$! "

*

#

)

"%7 8

!"#

中剂量痛风宁
%

!

)

8#% 6

*

"

)

#"5 !

!"

:"

)

57$ "

*

!

)

!78 !

!"

高剂量痛风宁
%

%

)

!6% #

*

"

)

"5% 7

!"##

77

)

56# %

*

"

)

877 6

!"#

阳性对照
%

6

)

76% %

*

"

)

"57 "

!

55

)

8#$ "

*

#

)

#75 7

!

$$注#与空白组比较!

h

J X"

!

"#

&与模型组比较!

!

J X"

!

"#

&与阳性对照组比

较!

"

J X"

!

"#

& 与中剂量痛风宁组比较!

#

J X"

!

"8

!

##

J X"

!

"#

!

$各组
)IJ

#

#

中
4KLJ%

'

&,>U,>9

#

#

及
KN&

蛋白表达比较$表
6

!图
# e%

%$各组均可见
4KLJ%

'

&,>U,>9

#

#

'

KN&

蛋白表达&与空白组比较!模型组

4KLJ%

'

&,>U,>9

#

#

及
KN&

蛋白表达均升高$

J X

"

!

"#

%&与模型组比较!各剂量痛风宁组
4KLJ%

'

&,>U,>9

#

#

及
KN&

蛋白表达均降低$

J X "

!

"#

%&阳

性对照组
&,>U,>9

#

#

蛋白表达低于模型组 $

J X

"

!

"#

%!但
4KLJ%

'

KN&

蛋白表达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J Y"

!

"8

%&各剂量痛风宁组
4KLJ%

'

&,>U,>9

#

#

及

KN&

蛋白表达均低于阳性对照组$

J X"

!

"#

%&低'高

剂量痛风宁组则均高于中剂量痛风宁组$

J X"

!

"#

%(

$$注#

K

为空白组&

V

为模型组&

&

为低剂量痛风宁组&

E

为中

剂量痛风宁组&

;

为高剂量痛风宁组&

^

为阳性对照组&下图同

图
#

#各组
)IJ

#

#

中
4KLJ%

蛋白表达比较

图
!

#各组
)IJ

#

#

中
&,>U,>9

#

#

蛋白表达比较

图
%

#各组
)IJ

#

#

中
KN&

蛋白表达比较

%

$各组
)IJ

#

#

中
4KLJ%

'

&,>U,>9

#

#

及
KN&

#

<P4K

表达比较 $表
8

% $各组均可见
4KLJ%

'

&,>U,>9

#

#

'

KN& <P4K

表达&与空白组比较!模型组

4KLJ%

'

&,>U,>9

#

#

及
KN& <P4K

表达均升高$

J X

"

!

"#

%&与模型组比较!各剂量痛风宁组
4KLJ%

'

&,>U,>9

#

#

及
KN& <P4K

表达均降低$

J X"

!

"#

%&各

剂量痛风宁组
<P4K

表达均低于阳性对照组$

J X

"

!

"#

%&低'高剂量痛风宁组
4KLJ%

'

&,>U,>9

#

#

及

KN& <P4K

表达均高于中剂量痛风宁组$

J X"

!

"#

%(

讨$$论

KQK

主要临床表现为受累关节剧烈的红肿热痛'

活动受限!反复发作会造成关节畸形)

#8

*

( 现代医学研

究发现!

4KLJ%

炎性体在
KQK

发病过程中发挥着关

键作用( 有学者将
+NO

晶体分别干预正常小鼠'

4KLJ%

'

&,>U,>9

#

#

'

KN&

基因缺陷小鼠的巨噬细胞!

表
6

#各组
)IJ

#

#

中
4KLJ%

炎性体相关蛋白表达比较$$

A

*

>

%

组别
B 4KLJ%G!

#

,.D=B &,>U,>9

#

#G!

#

,.D=B KN&G!

#

,.D=B

空白
% "

)

%8# :

*

"

)

"6% : "

)

!7! 7

*

"

)

""8 8 "

)

#:# "

*

"

)

"#7 :

模型
%

#

)

6$" 8

*

"

)

"!: 8

h

#

)

%7$ #

*

"

)

"7: 6

h

#

)

!67 $

*

"

)

"%$ "

h

低剂量痛风宁
%

"

)

8:" 8

*

"

)

"#8 %

!"#

"

)

%6! !

*

"

)

"!" 5

!"#

"

)

8:5 %

*

"

)

"%: 8

!"#

中剂量痛风宁
%

"

)

68$ $

*

"

)

"%" :

!"

"

)

!5: 7

*

"

)

"!8 !

!"

"

)

%#" !

*

"

)

"#: $

!"

高剂量痛风宁
%

"

)

7#6 6

*

"

)

"!" "

!"#

"

)

866 5

*

"

)

"%: #

!"#

"

)

655 :

*

"

)

"#6 "

!"#

阳性对照
% #

)

6#5 :

*

"

)

"#8 %

"

)

756 $

*

"

)

"8" :

!

#

)

#6% #

*

"

)

"8! 7

$$注#与空白组比较!

h

J X"

!

"#

&与模型组比较!

!

J X"

!

"#

&与阳性对照组比较!

"

J X"

!

"#

& 与中剂量痛风宁组比较!

#

J X"

!

"#

表
8

#各组
)IJ

#

#

中
4KLJ%

炎性体相关蛋白
<P4K

表达比较$$

A

*

>

%

组别
B 4KLJ% &,>U,>9

#

# KN&

空白
% "

)

#$7 5

*

"

)

""# : "

)

#86 !

*

"

)

""5 $ "

)

#%" 6

*

"

)

""7 6

模型
%

"

)

766 5

*

"

)

"%$ 7

h

"

)

$5! %

*

"

)

"%: 5

h

"

)

5%% !

*

"

)

"8# %

h

低剂量痛风宁
%

"

)

%5: 7

*

"

)

"#! %

!"#

"

)

66" #

*

"

)

"!! !

!"#

"

)

6#5 #

*

"

)

"%6 $

!"#

中剂量痛风宁
%

"

)

%8$ #

*

"

)

"%% 8

!"

"

)

%"5 6

*

"

)

"#7 $

!"

"

)

!:" 7

*

"

)

"#6 5

!"

高剂量痛风宁
%

"

)

8"7 5

*

"

)

"85 $

!"#

"

)

67% $

*

"

)

"7: 8

!"#

"

)

8#: $

*

"

)

"%7 6

!"#

阳性对照
% "

)

:%: 6

*

"

)

"!6 " #

)

#!8 #

*

"

)

"!# : "

)

7:6 6

*

"

)

"!# "

$$注#与空白组比较!

h

J X"

!

"#

&与模型组比较!

!

J X"

!

"#

&与阳性对照组比较!

"

J X"

!

"#

&与中剂量痛风宁组比较!

#

J X"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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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发现各基因缺陷小鼠巨噬细胞中
(L

#

#!

含量均明

显低于正常小鼠!证实了这
%

个基因均与
+NO

晶体

诱发的炎症反应关系密切)

#:

*

( 秋水仙碱是
KQK

诊

疗指南推荐药物!药理研究发现!其可抑制
+NO

晶体

诱导的
)IJ

#

#

中
4KLJ%

炎性体
&,>U,>9

#

#

蛋白的

活化! 降低
(L

#

#!

的活化和释放)

#7

*

! 这提示了

&,>U,>9

#

#

蛋白的活化是
KQK

发病的关键(

)IJ

#

#

是从白血病患者血液分离的单核细胞而

构建的细胞株!

E= Q=1b=B9 ^N

等)

#5

* 研究发现!当

+NO

晶体刺激
)IJ

#

#

时!可诱发
(L

#

#!

等促炎因子

的释放!故认为
)IJ

#

#

是
KQK

炎症反应的关键细胞(

+,-D=B1B ^

等)

6

*用
&,>U,>9

#

#

抑制剂干预
+NO

晶

体刺激的
)IJ

#

#

!发现其可完全阻断
+NO

晶体诱导

(L

#

#!

产生的途径( 还有研究表明!

&,>U,>9

#

#

抑制

剂可通过阻断
&,>U,>9

#

#

蛋白的活化来减少
(L

#

#!

的产生)

#$

!

!"

*

( 因此本实验采用
+NO

晶体混悬液建立

)IJ

#

#

炎症细胞模型!并以
&,>U,>9

#

#

抑制剂
`

#

]0KE

#

Z<[

作为阳性对照组干预药物(

本实验结果表明!

&,>U,>9

#

#

抑制剂
`

#

]0KE

#

Z<[

干预的阳性对照组中
&,>U,>9

#

#

蛋白表达下降!

而
&,>U,>9

#

# <P4K

'

4KLJ%

'

KN&

蛋白及
<P4K

表达与模型组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说明
&,>U,>9

#

#

抑制剂仅阻断了
&,>U,>9

#

#

蛋白的活化而对

&,>U,>9

#

#

基因'

4KLJ%

'

KN&

蛋白及基因表达无明

显抑制作用( 同时该组中
(L

#

#!

'

JQ;

!

含量降低!说明

了
&,>U,>9

#

#

蛋白的活化是
(L

#

#!

'

JQ;

!

炎症因子分

泌和释放的关键!这与许多学者研究结果一致)

6

!

!"

!

!#

*

(

而各剂量痛风宁含药血清可抑制
)IJ

#

#

中
4KLJ%

炎

性体
%

个相关蛋白及
<P4K

表达!明显降低上清液

中
(L

#

#!

'

JQ;

!

含量!提示痛风宁的抗炎效果可能涉及

其对
4KLJ%

炎性体相关蛋白表达及炎症因子释放等

多环节'多靶点的调控( 从痛风宁的组方分析!方中苍

术'土茯苓'黄柏三药配伍!可清湿热'泄浊毒!针对痛

风,内湿致痹-的病机特点&肿节风'川牛膝共凑利湿

泄浊'消肿止痛!可加强清除湿浊的作用!又可针对湿

浊痹阻肢节所致关节肿痛&泽泻'萆分清泌浊!导湿

浊之邪自小便排出!金钱草'秦艽清湿热!又辅助土茯

苓'肿节风散结解毒!丹参合川牛膝'肿节风以活血化

瘀'散结止痛( 以上诸药合用!共奏利湿浊'清湿热'消

肿痛之功效( 从现代药理学研究分析!本方多味中药

均具有抗炎作用!可减轻
KQK

的炎症反应( 例如土

茯苓有效成分总黄酮具有抗炎作用!可降低
KQK

模

型大鼠滑膜组织中
(L

#

#!

'

(L

#

:

'

)4^

#

#

等炎症因子含

量!且可抑制
4KLJ%

炎性体相关蛋白及
<P4K

的表

达)

!!

*

( 金钱草中的槲皮素可改善
KQK

模型大鼠的

炎症细胞浸润!降低
(L

#

#!

'

)4^

#

#

'

&Fa

#

!

和
4F

等

炎症因子水平!具有较强的抗炎作用)

!%

*

( 萆总皂

苷'牛膝总皂苷均可抑制
KQK

模型大鼠血清及关节

浸出液中
JQ;

!

'

)4^

#

#

'

(L

#

#!

及
(L

#

:

等炎症因子的

合成!从而减轻痛风炎症)

!6

*

(

另外!笔者发现中剂量痛风宁含药血清能更好地

抑制
4KLJ%

炎性体相关蛋白及
<P4K

的表达!对炎

症因子的抑制作用也优于低'高剂量的痛风宁含药血

清( 因此!笔者推测这是由于痛风宁含药血清成分较

复杂!药物成分之间可能在
4KLJ%

炎性体干预方面

存在抑制与促进两种相反的作用!会出现相互抵消现

象!从而影响含药血清总体功效( 低剂量痛风宁含药

血清所含抑制和促进
4KLJ%

炎性体表达的药物成分

浓度均偏低!相互抵消后对
4KLJ%

炎性体的抑制作

用相对偏弱&中剂量痛风宁含药血清所含抑制
4KLJ%

炎性体的药物成分浓度较高!但促进
4KLJ%

炎性体

的药物成分仍较低!两者作用相互抵消后!抑制

4KLJ%

炎性体作用仍较强!故可显著抑制
4KLJ%

炎

性体的表达&高剂量痛风宁含药血清所含药物抑制

4KLJ%

炎性体表达的药物成分浓度较高!但促进

4KLJ%

炎性体的药物成分的浓度也较高!两者作用相

互抵消后!使得抑制
4KLJ%

炎性体的作用反而减弱(

这也提示!对于体外血清药理学的实验!药物灌胃剂量

的高低与含药血清功效之间不一定成正比!含药血清

某一方面功效的发挥是其含有的药物成分综合作用的

结果( 至于痛风宁组方中对
4KLJ%

炎性体干预的具

体成分及各自的作用特点!还有待在今后的研究中进

行探讨( 同时!

KQK

,湿浊'湿热内蕴!痹阻肢节-的中

医病机认识与尿酸盐沉积诱发
4KLJ%

炎性体形成'

激活及相关炎症因子升高的现代发病机制认识之间的

内在关联性!还有待于针对性的研究设计阐释( 本研

究未对
4KLJ%

炎性体复合蛋白进行检测!也未对痛

风宁含药血清中有效成分进行筛查!将是下一步研究

探讨的重点(

利益冲突#所有作者共同认可文章无相关利益

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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