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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L

袋$生产批号#

#!#!#!%

%相

当于生药
& N

)

&

"主要试剂及仪器"水合氯醛$青岛宇龙海藻

药业有限公司"批号#

O&8$!!K8&

%&血清脑钠肽

$

a/A0H HAX/0B/=X0G .=.X0F=

"

Q5:

%*

*5S

$

"

*

)7

$

#

*

'

反应蛋白$

'

$

/=AGX0`= ./3X=0H

"

'9:

%

?7)6-

试剂盒

$上 海 蓝 基 生 物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批 号 分 别 为

?"#Q"%<!

"

?"!)"&K%

"

?"!*""">

"

?"!)"""K

%&

*/

$

0e31 95- )C31AX03H

$美国
)H`0X/3N=H

公司"批号#

#<<$K"!K

%&

9J6

检测试剂盒$江苏碧云天生物技术

研究所"批号#

"%"!!K#!#!

%&

-HN!

放免检测试剂盒

$北京普尔伟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批号#

!"">"<!"

%&

逆转录试剂盒及
6;Q9 :/=@0Z ?Z*AY!

试剂盒'宝

生物工程$大连%有限公司"批号分别为#

99"%8-

"

99%!"-

(&引物序列'生工生物工程$上海%股份有限

公 司" 批 号#

#####&>8&

() 电 泳 装 置" 型 号#

"%#Q9###%!!Q03

$

9-I

"美国
Q03

$

9AF

公司&

,0G/3

$

:?*

扫描仪"型号#

)H`=3H

"德国
6),?56

公司&透射

电子显微镜"型号#

(?,

$

#"#"

"日本
(?J7

电子公司&

飞利浦
'^<"

超声诊断仪及
#!,Oe

超声探头"美国

:D010.C

公司&酶联免疫分析仪"型号#

?1Z

$

>""

"美国

Q03*=R

公司&基因扩增仪"型号#

70NDX'\G1=/%>"

"美

国
Q03

$

9AF

公司&

I'SO

$

I-

荧光探针流式细胞仪"

型号#

S-'6'A10aB/

"美国
QI

公司)

%

"造模方法"

%"

只雄性
6I

大鼠"予腹腔注射

阿霉素"每次
# @NLRN

"每周
!

次"连续
K

周"共
#!

次"

每次根据大鼠体重调整阿霉素剂量)

K

周后停药观察

!

周)阿霉素诱导
I',

大鼠模型的建立与成功标准参

照文献'

#!

(进行"模型复制后实验大鼠死亡
>

只"造

模成功
&!

只"死亡率为
!"f

"

&!

只大鼠进入药物干

预实验) 另设
>

只雄性
6I

大鼠为正常组"腹腔注射

等量生理盐水)

<

"动物分组及干预方法"

&!

只
I',

大鼠采用

数字表法随机分为培哚普利组*美托洛尔组*参芪养心

汤组*模型组"每组
>

只) 培哚普利组#以培哚普利

& @NL

$

RN

!

F

%

'

#&

(灌胃) 美托洛尔组#以美托洛尔

<" @NLRN

" 每天
!

次'

#%

(灌胃"第
#

周给予总剂量的

#L%

"每周加量"第
!

周给予总剂量的
#L!

"第
&

周加量

至
&L%

"第
%

周加至治疗量$

<" @NLRN

"每天
!

次%)参

芪养心汤组大鼠中药用量按人的
8

倍计算'

#<

(

"人体重

按
K" RN

计算"则大鼠每日用药量按照成人中药颗粒

剂量%

8LK" RN

%大鼠体重$

RN

%

'

#<

(计算"用蒸馏水充

分溶解中药颗粒剂"配制成浓度为
#>8 @NL@7

颗粒剂

溶液"按照
#

!

>8 NL

$

RN

!

F

%灌胃给药"每日
#

次) 正

常组和模型组大鼠于每日蒸馏水灌胃"每只大鼠每日

灌胃液体量为
#" @7L

$

RN

!

F

% %大鼠体重$

RN

%"每

日
#

次) 均灌胃
>

周)

K

"取材"于实验结束
!% D

后"禁食
#! D

"称重"按

体重腹腔注射
#"f

水合氯醛$

& @7LRN

%麻醉) 下腔静脉

采血后分离血清#将血液试管置于离心机中"

& """ /L@0H

"离心
#< @0H

"吸取上清液"储存于#

>"

&冰

箱备用) 取血后处死"取出心脏"生理盐水冲洗干净"滤纸

吸干水分) 取部分左心室用多聚甲醛固定"用于
O?

染

色) 余左心室标本放入液氮中"转移到#

>"

& 冰箱)

8

"观察指标及方法

8

!

#

"一般性观察"实验过程中观察各组大鼠的

体重*一般情况*死亡率) 计算心脏重量指数$

D=A/X

$

[=0NDX 0HF=Z

"

O+)

%

c

心 脏 重 量
L

体 重 $

O+L

Q+

"

NLRN

%)

8

!

!

"超声检查测定大鼠心腔大小及心功能"造

模后均行心脏超声检查"大鼠称重"腹腔注射
#"f

水

合氯醛$

& @7LRN

%麻醉"麻醉成功后将大鼠腹部朝上

固定"左胸前部脱毛"将探头放置于大鼠胸骨旁"获得

满意的左室长轴切面*心脏四腔切面和
,

型超声心动

图"测量后获得大鼠左心室舒张末期内径$

1=WX `=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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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

-./01 !"#$

"

231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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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X/0GB1A/ =HF F0ACX310G F0A@=X=/

"

72?II

%*左心室

收缩末期内径$

1=WX `=HX/0GB1A/ =HF C\CX310G F0A@=

$

X=/

"

72?6I

%*左心室射血分数$

1=WX `=HX/0GB1A/ =

$

M=GX03H W/AGX03H

"

72?S

%*短轴缩短率 $

W/AGX03H

CD3/X=H0HN

"

S6

%等数据)

8

!

&

"

?7)6-

法测定大鼠血清
Q5:

*

*5S

$

"

*

)7

$

#

*

'9:

水平"取血清标本按照说明书测定浓度)

8

!

%

"放射免疫法测定心肌组织
-HN!

水平"称取

"

!

! N

心肌组织"在
"

&生理盐水中漂洗数次"滤纸吸

干"加入
"

!

>K f

冷生理盐水
#

!

> @7

充分研磨"制备

成
#"f

的心肌组织匀浆) 参照试剂说明书每支试管

中加入酶抑制剂"煮沸
#" @0H

"

& """ /L@0H

离心

#" @0H

" 取上清液迅速放入#

!"

&冰箱保存"按照说

明书测定心肌组织
-HN !

的水平"换算成
.NL@N

心

肌组织)

8

!

<

"

9*

$

:'9

法测定大鼠左室心肌血管紧张素

原 $

AHN03X=HC0H3N=H

"

-P*

%*

-*#

*蛋白激酶
'

$

./3X=0H R0HAC= '

"

:T'

%*

O,PQ#

* 核因子
#Q

$

5S

$

#Q

%

@95-

表达"将
<" @N

的冷冻心肌组织按

照说明书提取总
95-

) #

>"

&保存) 参考文献'

#K

(

方法采用
9*

$

:'9

两步法进行检测"通过溶解曲线*

!f

琼脂糖凝胶电泳确定产物的准确性"

@95-

表达

程度采用相对定量计算"标准化比值计算公式采用

!

#

!!'*法'

#8

(

) 采用
$

$

AGX0H

作为内参基因"所有基因

均由上海申能博彩生物有限公司合成) 引物序列见

表
#

)

表
#

#大鼠心肌目的基因和内参基因引物序列

名称 序列
产物大小

$

a.

%

-P*

<

'$

--P'-PP'P-PP-PP-P'-P

$

&

'

<

'$

P-*PP'P--'-PP--'PP-'*P

$

&

'

$>

-*#

<

'$

P'**'--''*'*-'P''-P*P*P

$

&

'

<

'$

'-P''-P-*P-*P-*P'-PP*P-'

$

&

'

#&8

:T'

<

'$

P-*'PP-'P-'-'PP--*P-'**'

$

&

'

<

'$

'-*''-'*PP'*PP'-*'**'-*'

$

&

'

>"

O,PQ#

<

'$

-'''PP-*P'**'*P*'--'

$

&

'

<

'$

-'--P--PP''P--PP-PP'

$

&

'

!#$

5S

$

#Q

<

'$

P'---''*PPP--*-'**'-*P*P-'*--P

$

&

'

<

'$

-*-PP'--PP*'-P--*P'-''-P--P*''

$

&

'

#!&

$

$

AGX0H

<

'$

*''P*---P-''*'*-*P''--'-

$

&

'

<

'$

P'*-PP-P''-PPP'-P*--*'*

$

&

'

#"%

8

!

K

"二氯氢化荧光素二酯$

F0GD13/3W1B3/=CG=

$

0H F0AG=XAX=

"

I'SO

$

I-

%荧光法检测心肌组织
9J6

水平"剪碎大鼠心肌组织"加入胰蛋白酶消化心室肌

细胞成单细胞悬液"调整细胞密度为
#

%

#"

8个
L @7

"

然后加入
I'SO

$

I-

"

&8

&孵育
!" @0H

"洗涤
&

次后

用酶标仪检测每组细胞的荧光强度$激发波长
%>>

H@

"发射波长
<!< H@

%)

8

!

8

"

O?

染色及电镜观察左心室心肌组织"取

左心室心肌组织用多聚甲醛固定"用于
O?

染色) 另

取部分左心室心肌组织用于电镜观察)

8

!

>

"

#>

S

$

SIP ,0G/3

$

:?*

心肌代谢显像检查参

照"参考文献'

#>

("显像剂#>

S

$

SIP

由无锡第四人民

医院核医学科提供"产品经
*7'

法测定放化纯

$

9':

%"使用
$<f

乙腈作为展开剂"薄层层析硅胶板

PS!<%

作为载体"比移值
"

!

%!8

处为#>

S

$

SIP

"放化

纯大于
$$f

) 正常组*模型组*参芪养心汤组每组随

机选取
<

只大鼠进行扫描"扫描前大鼠禁食
#! D

"称

重记录"尾静脉注射#>

S

$

SIP

'剂量$

!<"

(

<"

%

%'0

"注

射体积约
"

!

! @7

(

K" @0H

后"俯位固定在扫描床上"

静态扫描
#" @0H

)

,0G/3 :?*

扫描参数为#层厚

"

!

8> @@

"矩阵
#!>

%

#!>

"采集时间
#" @0H

"采集能

窗
&<" dK<" R=2

) 扫描采集结束后"将扫描的图像用

J6?, &I

迭代重建"迭代
!

次"重建后利用西门子扫

描仪自带数据处理软件
-6):/3 2,

勾画心肌为感兴

趣区域$

/=N03H 3W 0HX=/=CX

"

9J)

%"然后计算
9J)

的

最大标准化摄取值$

CXAHFA/F B.XAR= `A1B=

"

6]2

%)

6]2 c

局部感兴趣区放射性活度$

,QYL@7

%

L

'注射放

射性活度$

,QY

%

L

体重$

N

% ()

>

"统计学方法"采用
6:66 !#

!

"

软件进行统计

学分析) 计量资料以
Z

(

C

表示&多组间比较采用单因

素方差分析"组间两两比较采用
Y

检验"方差不齐采

用秩和检验) 相关性分析采用
:=A/C3H

'

C

相关分析)

: U"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

"一般观察情况比较$表
!

%"各用药组大鼠较

模型组活动增加"毛色转亮"饮食量增加"体重增长稳

定且快) 模型组*培哚普利组*美托洛尔组*参芪养心

汤组分别死亡率分别为
&8

!

<f

$

&L>

%*

#!

!

<f

$

#L>

%*

!<

!

"f

$

!L>

%*

#!

!

<f

$

#L>

%) 模型组存活大鼠中

%"

!

"f

$

!L <

%有腹水形成) 死亡大鼠尸体解剖显示心

腔扩大"存在胸腹水"肝脏瘀血明显) 与正常组比较"

干预后模型组大鼠平均体重下降"

O+)

升高 $

: U

"

!

"<

%&与模型组比较"参芪养心汤组*培哚普利组*美

托洛尔组大鼠
O+)

及死亡率下降$

: U"

!

"<

%&各用药

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V"

!

"<

%)

!

"各组大鼠体重心脏超声指标比较$表
&

%"与

正常组比较"模型组大鼠
72?II

*

72?6I

升高$

: U

"

!

"<

%"

72?S

*

S6

下降$

: U"

!

"<

%&与模型组比较"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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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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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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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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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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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表
!

#各组大鼠体重及
O+)

比较"$

Z

(

C

%

组别
H

体重$

N

%

干预前 干预后

O+)

$

NLRN

%

正常
> %">

)

%K

(

#<

)

K< %$<

)

%&

(

!"

)

8< !

)

%%

(

"

)

!#

模型
< &&$

)

&8

(

!"

)

&K

&K>

)

<%

(

#K

)

<$

"

&

)

!K

(

"

)

&>

"

培哚普利
8 &%"

)

#%

(

#$

)

%K &8K

)

<%

(

#8

)

<%

!

)

K#

(

"

)

!&

!

美托洛尔
K &&8

)

%!

(

!!

)

"> &8K

)

&8

(

!<

)

#>

!

)

<$

(

"

)

!8

!

参芪养心汤
8 &&>

)

&K

(

!#

)

&! &8<

)

!8

(

#<

)

%K

!

)

<>

(

"

)

!&

!

""注#与正常组比较"

"

: U"

!

"<

&与模型组比较"

!

: U"

!

"<

药组大鼠
72?II

*

72?6I

下降$

: U "

!

"<

%"

72?S

*

S6

升高$

: U"

!

"<

%&各用药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

: V"

!

"<

%)

表
&

#各组大鼠心脏超声比较#$

Z

(

C

%

组别
H

72?II

$

@@

%

72?6I

$

@@

%

72?S

$

f

%

S6

$

f

%

正常
> %

)

8$

(

"

)

!% !

)

#"

(

"

)

#% $<

)

!#

(

8

)

<% K8

)

!!

(

#

)

8%

模型
<

K

)

8<

(

"

)

%!

"

%

)

&8

(

"

)

<$

"

8"

)

K<

(

&

)

<%

"

&%

)

#&

(

>

)

%&

"

培哚普利
8

<

)

<K

(

"

)

&!

!

&

)

!"

(

"

)

<%

!

>#

)

"<

(

<

)

K<

!

<&

)

%&

(

K

)

%#

!

美托洛尔
K

<

)

K"

(

"

)

<#

!

&

)

"<

(

"

)

K<

!

>"

)

K%

(

%

)

<K

!

<!

)

$K

(

%

)

<%

!

参芪养心汤
8

<

)

<<

(

"

)

!>

!

!

)

$$

(

"

)

%>

!

>"

)

K<

(

>

)

$8

!

<!

)

<%

(

K

)

!<

!

""注#与正常组比较"

"

: U"

!

"<

" 与模型组比较"

!

: U"

!

"<

&

"各组大鼠血清
Q5:

*

*5S

$

"

*

)7

$

#

*

'9:

水平

比较$表
%

%"与正常组比较"模型组大鼠血清
Q5:

*

*5S

$

"

*

)7

$

#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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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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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正常组&

Q

为模型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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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培哚普利组&

I

为美托洛

尔组&

?

为参芪养心汤组&箭头所指为心肌纤维溶解断裂"细胞

间隙增宽*水肿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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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组大鼠左心室心肌病理学光镜结果#$

O?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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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鼠左心室电镜结果比较$图
&

%"正常组大

鼠心肌纤维排列整齐"线粒体大小正常"分布均匀"无

水肿"膜完整"内膜嵴密度正常) 模型组大鼠心肌纤维

溶解断裂"线粒体增多"肿胀"分布不均"空泡变性"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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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为模型组&

'

为培哚普利组&

I

为美托洛

尔组&

?

为参芪养心汤组&箭头所指为心肌纤维溶解断裂"线粒

体增多"肿胀"分布不均"空泡变性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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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组大鼠左心室心肌电镜结果#$ %

!" """

%

膜嵴消失"间质胶原增多) 用药组心肌纤维无明显断

裂"肌纤维走行基本规则"线粒体轻度肿胀"较模型组

大鼠明显改善)

$

" 大鼠左心室心肌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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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J6

及

O,PQ# @95-

相关性分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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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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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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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者相关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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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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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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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组大鼠#>

S

$

SIP ,0G/3

$

:?*

心肌代谢显像

心肌病%中医诊疗方案中认为气阴两虚证为
I',

常

见证型之一'

#"

(

"笔者也认为心胀病的病因是由禀赋不

足*正气亏虚*饮食*情志*寒邪等引起"病机为心气*心

阳*心阴*心血亏虚"邪毒乘虚而入"内舍于心"心气耗

散"日久则心体胀大'

#$

(

) 临床观察中亦发现心胀病患

者气阴两虚为本"血瘀为标者较常见'

$

(

) 参芪养心汤

由炙黄芪*红参*麦冬*五味子*丹参*白芍*炙甘草等组

成"具有益气养阴活血之功"契合
I',

气阴两虚为

本"血瘀为标的病机) 既往实验研究提示该方能改善

I',

大鼠心肌活性"能有效治疗
I',

"其作用机制可

能与调节
O,PQ#

及炎症信号通路的基因和蛋白表达

有关'

##

(

)

心室重构是
I',

的重要病理生理环节"贯穿

I',

发生发展的始终'

#

(

)

9--6

在
I',

心室重构

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多方面参与心室重构'

!"

(

) 一方

面"

-HN!

促进心肌细从收缩型向合成表型转变"使心

肌最大缩短速度减慢"心肌张力减小"导致心肌收缩力

下降&另一方面"

-HN!

可使心肌间质胶原合成增加"

使细胞外基质成分改变及心肌间质纤维化'

#

"

!#

"

!!

(

)

:T'

是介导心肌纤维化的重要成分"

-HN!

促进心肌

纤维化的过程依赖于
$#

整合素"而
:T'

是激活
$#

整合素的特异信号通路'

!&

(

) 同时"

-HN!

与
-*#

结

合"促进心肌细胞和内皮细胞的
9J6

产生'

&

(

)

9J6

可通过多种途径影响心肌收缩和舒张功能"最终导致

I',

及心力衰竭的发生发展'

!%

(

)

O,PQ#

是一种典型的核内非组蛋白"可以通过

主动分泌和被动释放两种方式到达胞外"参与炎症反

应"是一种重要的炎症介质和促炎细胞因子'

K

(

) 前期

研究发现"

O,PQ#

及其炎症信号通路'

O,PQ#

$

*311

样受体
%

$

X311

$

10R= /=G=.X3/C %

"

*79%

%

L

糖基化终产

物受体 $

/=G=.X3/ W3/ AF`AHG=F N1\GAX03H =HF

$

./3FBGXC

"

9-P?

%$

5S

$

#Q

$细胞因子(在
I',

大鼠

中呈现高表达"并与心腔大小及心功能有关'

K

(

) 高血

压肾病时"

-HN !

可诱导
O,PQ#

分泌增加"导致

*79%

过度活化"从而调节
5S#Q

诱导后续的细胞因

子产生'

%

(

) 另有研究报道"氧化应激可能参与房颤患

者
O,PQ#

的释放'

!<

(

) 但在
I',

中"

O,PQ#

的高

表达是否是由
-HN!

和
9J6

共同作用的结果"目前

暂无报道)

本研究发现"参芪养心汤能改善
I',

大鼠心功

能外"不仅能调节
O,PQ#

及其炎症信号通路的水平"

而且能降低
-P*

*

-HN!

*

-*#

*

9J6

水平"提示参芪

养心汤可从
O,PQ#

的上游即
9--6

及氧化应激水

平发挥其改善心肌重构*心肌代谢和收缩功能的作用)

但同时"发现参芪养心汤对
:T'

并无抑制作用"提示

参芪养心汤抑制心肌重构和纤维化的作用可能是直接

抑制
-HN!

及
-*#

"而不是通过抑制
:T'

"降低
$#

整合素来实现的) 当然"本实验研究纳入样本相对较

少"未能进行不同剂量分组试验以说明其量效关系"这

些需在今后研究中加以优化)

:?*

心肌代谢显像是评估心肌存活的金标

准'

!K

(

"前期研究证实#>

S

$

SIP :?*

可以作为评价

I',

模型的工具'

#8

(

"其优点是可以活体检测心肌的

存活情况" 故可以用于疗效的评价) 本研究中"模型

组大鼠
72?II

*

72?6I

水平较正常大鼠升高"

O+)

增大"

Q5:

水平增高"大鼠心肌细胞病理组织形态学

呈心肌病样改变"

#>

S

$

SIP ,0G/3 :?*

心肌糖代谢异

常"说明模型组大鼠心腔明显扩大"心功能减退"心肌

活性下降"因此认为此动物模型的复制是成功的) 同

时本研究发现"

I',

模型大鼠心肌组织
O,PQ#

*

-HN!

和
9J6

呈现高表达"并且三者之间存在正相关

关系"提示在
I',

中"

O,PQ#

的高表达可能是由

-HN!

和
9J6

共同作用的结果)

总之"该实验结果提示"参芪养心汤可能通过多环

节*多靶点的干预效应"改善
I',

大鼠心肌重构"抑

制心肌炎症反应"改善收缩功能"从而起到减缓心腔扩

大"改善心肌活性"改善心功能的作用) 但尽管该方在

I',

临床治疗中显示有一定的疗效"但尚无临床循证

医学的有效证据"在今后的研究中还需进行严格的临

床随机对照试验"以进一步证实其治疗
I',

的临床

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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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 考 文 献

'

#

("王振涛" 韩丽华" 惠玲" 等
4

抗纤益心方对扩张型心肌

病大鼠心肌血管紧张素
!

表达的影响'

(

(

4

中华中医药

杂志"

!"##

"

!K

$

&

%#

<K&

#

<K<4

'

!

("

'3F\ 9(

"

OAACP(

"

Q0HR1=\ 9S

"

=X A14 :1AC@A =HF3

$

XD=10H G3//=1AX=C [0XD XD= =ZX=HX 3W .B1@3HA/\ D\

$



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

-./01 !"#$

"

2314 &$

"

53

!

%

!!'+##!

.=/X=HC03H 0H .AX0=HXC [0XD GD/3H0G G3HN=CX0`=

D=A/X WA01B/=

'

(

(

4 '0/GB1AX03H

"

#$$!

"

><

$

!

%#

<"%

#

<"$4

'

&

("

:/0`/AXCR\ (9

"

+31F 7?

"

63[=/C (9

"

=X A14 -*#

a13GRAF= ./=`=HXC N1BG3C=

$

0HFBG=F GA/F0AG F\C

$

WBHGX03H 0H `=HX/0GB1A/ @\3G\X=C

#

/31= 3W XD= -*#

/=G=.X3/ AHF 5-I:O 3Z0FAC=

'

(

(

4 O\.=/X=HC03H

"

!""&

"

%!

$

!

%#

!"K

#

!#!4

'

%

("

-HAHF 94 5A0/ A

"

:D010. (4 ?a=H=e=/

"

=X A14 -HN03

$

X=HC0H !

$

0HFBG=F D\.=/X=HC0`= /=HA1 0HW1A@@A

$

X03H 0C @=F0AX=F XD/3BND O,PQ#

$

*79% C0NHA10HN

0H /AX XBaB13

$

=.0XD=10A1 G=11C

'

(

(

4 ?Z. '=11 9=C

"

!"#<

"

&&<

$

!

%#

!&>

#

!%84

'

<

("

*AHN I

"

6D0 ;

"

TAHN 9

"

=X A14 O\F/3N=H .=/3Z0F=

CX0@B1AX=C @AG/3.DAN=C AHF @3H3G\X=C X3 AG

$

X0`=1\ /=1=AC= O,PQ#

'

(

(

4 ( 7=BR3G Q031

"

!""8

"

>#

$

&

%#

8%#

#

8%84

'

K

("沈丽娟" 陆曙" 周永华" 等
4

高迁移率族蛋白
#

及其炎

症信号通路在大鼠扩张型心肌病中的表达及意义'

(

(

4

重庆医学"

!"#8

"

%K

$

##

%#

#%<8

#

#%K!4

'

8

("杨英珍" 陈瑞珍" 张寄南" 等
4

中西医结合治疗扩张型

心肌病的临床观察'

(

(

4

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

!""#

"

!#

$

%

%#

!<%

#

!<K4

'

>

("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学分会" 中华心血管病杂志编辑

委员会" 中国心肌病诊断与治疗建议工作组)心肌病诊

断与治疗建议'

(

()中华心血管病杂志"

!""8

"

&<

$

#

%#

<

#

#K4

'

$

("沈丽娟" 陆曙" 任春" 等
4

扩张型心肌病患者中医证素

与抗心肌抗体的相关性'

(

(

4

中国实验方剂学杂志"

!"#8

"

!&

$

#>

%#

#<!

#

#<K4

'

#"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4 !%

个专业
#"%

个病种中医诊疗方

案'

,

(

4

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

#

K"

#

K<4

'

##

("

6D=H 7(

"

7B 6

"

_D3B ;O

"

=X A14 ?WW=GX 3W 6D=HY0

;AHNZ0H F=G3GX03H 3H D0ND @3a010X\ N/3B. a3Z #

AHF 0HW1A@@AX3/\ C0NHA1 .AXD[A\ 0H A /AX @3F=1

3W F01AX=F GA/F03@\3.AXD\

'

(

(

4 ( */AF0X 'D0H

,=F

"

!"#>

"

&>

$

K

%#

>K!

#

>8#4

'

#!

("

6D=H 7(

"

7B 6

"

_D3B ;O

"

=X A14 I=`=13.0HN A /AX

@3F=1 3W F01AX=F GA/F03@\3.AXD\ [0XD 0@./3`=F

CB/`0`A1

'

(

(

4 ( _D=M0AHN ]H0` 6G0 Q

"

!"#K

"

#8

$

#!

%#

$8<

#

$>&4

'

#&

("王礼春" 马虹" 何建桂" 等
4

培哚普利对心力衰竭大鼠

心肌细胞钙瞬变及其调控蛋白的影响'

(

(

4

中华心血管

病杂志"

!""<

"

&&

$

K

%#

<#&

#

<#84

'

#%

("

-D@=X )

"

,3//=11 '

"

7ARAXXA ?P

"

=X A14 *D=/A.=B

$

X0G =WW0GAG\ 3W A G3@a0HAX03H 3W A $#

$

AF/=H3/=

$

G=.X3/

$

-9

%

a13GR=/ AHF $!

$

-9 AN3H0CX 0H A /AX

@3F=1 3W .3CX@\3GA/F0A1 0HWA/GX03H F01AX=F D=A/X

WA01B/= =ZG==FC XDAX 3W A $#

$

-9 a13GR=/ .1BC AH

$

N03X=HC0H

$

G3H`=/X0HN =He\@= 0HD0a0X3/

'

(

(

4 (

:DA/@AG31 ?Z. *D=/

"

!""$

"

&&#

$

#

%#

#8>

#

#><4

'

#<

("陈奇主编
4

中药药理实验方法学'

,

(

4

北京# 人民卫生

出版社"

#$$&

#

##"&4

'

#K

("

_D3B ,7

"

6D0 (^

"

OAHN 'O

"

=X A14 ?Z./=CC03H 3W

*311

$

10R= /=G=.X3/ % 0H XD= a/A0H 0H A /Aaa0X =Z.=/0

$

@=HXA1 CBaA/AGDH30F DA=@3//DAN= @3F=1

'

(

(

4

)HW1A@@ 9=C

"

!""8

"

<K

$

&

%#

$&

#

$84

'

#8

("

70`AR T(

"

6GD@0XXN=H *I4 -HA1\C0C 3W /=1AX0`=

N=H= =Z./=CC03H FAXA BC0HN /=A1

$

X0@= YBAHX0XA

$

X0`= :'9 AHF XD= !

#

!!'*

@=XD3F !( "4 ,=XD3FC

"

!""#

"

!<

$

%

%#

%"!

#

%">4

'

#>

("沈丽娟" 陆曙" 周永华" 等
4 #>

氟$氟脱氧葡萄糖微型

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心肌代谢显像技术在大鼠扩张型

心肌病模型评价中的应用'

(

(

4

中国循环杂志"

!"#K

"

&#

$

>

%#

>"!

#

>"K4

'

#$

("戴飞" 陆曙
4

陆曙教授治疗扩张型心肌病经验'

(

(

4

辽

宁中医药大学学报"

!"#!

"

#%

$

$

%#

#<K

#

#<84

'

!"

("

'3F\ 9(

"

OAAC P(

"

Q0HR1=\ 9S

"

=XA14 :1AC@A =HF3

$

XD=10H G3//=1AX=C [0XD XD= =ZX=HX 3W .B1@3HA/\ D\

$

.=/X=HC03H 0H .AX0=HXC [0XD GD/3H0G G3HN=CX0`=

D=A/X WA01B/=

'

(

(

4 '0/GB1AX03H

"

#$$!

"

><

$

!

%#

<"%

#

<"$4

'

!#

("

+011=HD=0@=/ 94 7=WX `=HX/0GB1A/ /=@3F=10HN AHF

F\CWBHGX03H4 'AH XD= ./3G=CC a= ./=`=HX=F

'

(

(

4

)HX ( 'A/F031

"

!"""

"

8!

$

!

%#

#%&

#

#<"4

'

!!

("周欣" 李玉明
4

心肌梗死后创伤修复与心室重塑'

(

(

4

中华心血管病杂志"

!""%

"

&!

$

%

%#

&8<

#

&8>4

'

!&

("郝广华" 牛小麟" 韩振华" 等
4

血管紧张素
!

对心脏成

纤维细胞
?XC

$

#

表达的影响及机制研究'

(

(

4

心脏杂

志"

!"#K

"

!>

$

&

%#

!<&

#

!<84

'

!%

("覃家锦" 赵定菁" 陶新智" 等
4

扩张型心肌病与氧自由

基关系的研究'

(

(

4

广西医学"

#$$>

"

!"

$

#

%#

>

#

#"4

'

!<

("吴超武" 江洪
4

房颤患者血清
O,PQ#

水平和氧化应激

的关系'

(

(

4

湖北科技学院学报$医学版%"

!"#%

"

!>

$

!

%#

#"K

#

#"$4

'

!K

("

*3F0GA -

"

Q/BHH=/ 6

"

Q

*

H0HN P

"

=X A14

'

K>

PA

($

A1

$

aB@0H

$

:?* 0H XD= @3H0X3/0HN 3W 1=WX `=HX/0GB1A/

WBHGX03H 0H @B/0H= @3F=1C 3W 0CGD=@0G AHF F01AX=F

GA/F03@\3.AXD\

#

G3@.A/0C3H [0XD GA/F0AG ,9)

'

(

(

4 ,31 )@AN0HN Q031

"

!"#&

"

#<

$

%

%#

%%#

#

%%$4

$收稿#

!"#>

#

"$

#

!>

"在线#

!"#$

#

"%

#

"8

%

责任编辑# 邱"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