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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研究!

肾衰
!

号方对慢性肾衰竭大鼠肾组织

自噬相关蛋白表达的影响

王#蒙#

#王#琛#

"

!

#林评兰#

"

!

#吴#明#

"

!

#徐#琳#

"

!

摘要#目的#肾衰
!

号方对
5E7

#

GE)

$肾切除慢性肾衰竭#

'HI

$大鼠肾组织自噬相关蛋白表达的影响%

方法#随机选取
75

只
JC

雄性大鼠采用
5E7

#

GE)

$肾切除术制备
'HI

大鼠模型"将
65

只成功造模大鼠随机

分为模型组&中药组#肾衰
!

号方
#" :KELA

$&西药组#氯沙坦钾
7 :KELA

$"每组
#5

只"另取
#5

只大鼠作为

假手术组% 给予相应干预"

7"

日后检测大鼠的肾功能'血肌酐#

J'M

$&血尿素氮#

NO3

$&内生肌酐清除率

#

''M

$(及血红蛋白#

PQN

$"采用
+8RS8M? N.1S

检测自噬相关蛋白
GSA5

&

N8=.<?

%

#

&

K'&

的表达"

P9

和

,;RR1?

染色观察肾组织病理形态% 结果#与本组干预前比较"中药组&西药组干预后
J'M

&

NO3

&

PQN

水

平均降低#

T U"

!

"#

$"

''M

水平升高#

T U"

!

"#

$% 与假手术组比较"模型组
NO3

及
J'M

升高#

T U"

!

"#

$"

''H

及
PQN

降低#

T U "

!

"#

$"肾皮质和肾髓质
GSA5

&

N8=.<?

%

#

蛋白表达及
K'&

%

!EK'&

%

"

升高#

T U

"

!

"#

"

T U"

!

"5

$% 与模型组同期比较"两个给药组干预后
NO3

水平降低#

T U"

!

"#

$"

''M

水平升高#

T U

"

!

"#

$"肾皮质和肾髓质
GSA5

&

N8=.<?

%

#

蛋白表达及
K'&

%

!EK'&

%

"

升高#

T U "

!

"#

"

T U"

!

"5

$%

P9

和

,;RR1?

染色显示"中药组和西药组肾脏病理变化明显减轻"优于模型组% 结论#肾衰
!

号方能够改善
5E7

#

GE)

$肾切除
'HI

大鼠的肾功能"提高
PQN

水平"减轻肾间质纤维化"其作用机制可能与自噬相关信号通路

的激活有关%

关键词#肾衰
!

号方) 慢性肾衰竭) 肾间质纤维化) 自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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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肾间质纤维化$

M8?;. <?S8MRS<S<;. V<]M1R<R

"

H)I

%是

各种肾脏疾病发展至终末期肾病的共同通路"抑制
H)I

对于防治慢性肾脏病的进展具有重要意义) 自噬作为

细胞内部固有的*清洁+体系"对于维持细胞稳态"适应

内环境变化具有重要作用) 近年来"自噬在
H)I

中的作

用受到研究者的广泛关注"如
\<: +_

等'

#

(在单侧输

尿管梗阻$

-?<.;S8M;. -M8S8M;. 1]RSM-=S<1?

"

OOD

%模

型中利用
&

%

,G

抑制自噬之后"

H)I

的程度加强"由此

认为自噬具有保护作用) 近期研究结果证实了自噬的

增强能够延长哺乳动物的寿命"改善健康'

!

(

)

肾衰
!

号 方是上海曙光医院肾病科治疗慢性肾衰

竭$

=>M1?<= M8?;. V;<.-M8

"

'HI

%的有效经验方"研究证

实"肾衰
!

号方能够增加肾血流量"改善氧耗"下调磷脂

酰肌醇
` &

激酶
E

蛋白激酶
N

$

W>1RW>;S<X/.<?1R<S1.

%

&

L<?;R8EWM1S8<? L<?;R8 N

"

T)&\EGLS

%信号通路的表

达"调节肾内失衡的血管紧张素
!

$

;?A<1S8?R<?!

"

G?A

!

%和神经元型一氧化氮合酶$

?8-M1?;. ?<SM<= 1Y<X8

R/?S>;R8

"

?3DJ

%信号传导途径"保护肾功能"延缓

H)I

进展'

&

$

5

(

) 然而"肾衰
!

号方是否对自噬相关蛋白

具有调控作用尚不清楚) 因此"本研究旨在探索肾衰
!

号方对
5E7

$

;].;S<1?E<?V;M=S<1?

"

GE)

%肾切除
'HI

大鼠

自噬相关蛋白
GSA5

,

N8=.<?

%

#

,

K'&

表达的影响"以进

一步揭示其延缓
H)I

进展的作用机制)

材料与方法

#

#动物#

4"

只
JTI

级健康成年雄性
JC

大鼠"

4

周龄"体重
#$"

'

!#" A

"购自上海西普尔 $必凯实

验动物有限公司"合格证编号#

J'Z\

$沪%

!""4

$

""#7

"饲养于上海中医药大学实验动物中心"温度

$

!!

(

!

% )"

#! >

光照"相对湿度$

55

(

!

%

a

) 饲料

为市售固体普通饲料"饮用水均为自来水"自由饮用水

及摄食) 本实验通过上海中医药大学伦理委员会审批

$

312 Jb_!"#7"6""7

%"实验过程中遵守国家有关实

验动物保护和使用准则)

!

#药物#肾衰
!

号方$组成#党参
#5 A

#仙灵脾

#5 A

#丹参
#5 A

#当归
#5 A

#制大黄
#5 A

#黄连
7 A

紫苏
#5 A

#川芎
#5 A

#桃仁
#5 A

#虫草菌丝
5 A

%"饮片

购于上海康桥中药饮片公司"其中"党参,当归,制大黄产

于甘肃"黄连,川芎产于四川"丹参,桃仁产于山东"紫苏,

虫草菌丝产于浙江"仙灵脾产于陕西"中药饮片已经过鉴

定"上海曙光医院制剂科制备$

7

!

"$ AE:K

%&氯沙坦钾片

$科素亚"

#"" :A

"杭州默沙东制药有限公司"批号#

P!""&"756

%"西药蒸馏水制备混悬液$

5

!

5 :AE:K

%)

&

#主要试剂及仪器#兔抗大鼠
GSA5

单克隆抗

体"美国
'8.. J<A?;.<?A *8=>?1.1A/

公司"批号#

#!$$6J

&兔抗大鼠
K'&

单克隆抗体"美国
'8.. J<A?;

%

.<?A *8=>?1.1A/

公司"批号#

#!%6#J

&兔抗大鼠
N8=

%

.<?

%

#

单 克 隆 抗 体" 英 国
G]=;:

公 司" 批 号#

;]!#"6$4

&

QGTCP

抗体"美国
TM1S8<?S8=>

公司"批

号#

7"""6

%

#

%

)A

&

PHT

标记山羊抗兔
)AQ

$

P cK

%"中国

N8/1S<:8

公司"批号#

G"!"4

&

PHT

标记山羊抗小鼠

)AQ

$

P cK

%"中国
N8/1S<:8

公司"批号#

G"!#7

&电泳

及转膜装置#美国
N<1

%

H;X

公司)

6

#造模及分组#随机选取
75

只大鼠制备
5E 7

$

GE)

%肾切除
'HI

大鼠模型'

7

(

"适应性喂养
#

周后"用

!a

戊巴比妥钠$

"

!

! :KE#"" A

%进行腹腔注射麻醉"

局部剃毛常规消毒"于左肋弓下
"

!

5 =:

处"脊柱向左

旁开
# =:

处切开一垂直于脊柱长约
#

!

5 =:

切口)

在无菌条件下经过后腹膜选取左肾并暴露肾脏"将肾

包膜分离后"把左肾动脉的
!E&

分支结扎$单个结扎后

支及前降支%"缝合"

#

周后摘除右肾)

&"

日后"目内

眦采血测定肾功能及血常规指标) 剔除造模失败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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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亡大鼠后"造模成功存活
65

只"造模成功率为
7$a

)

将
65

只造模成功的大鼠分为
$

笼"编号
# d$

"每笼
5

只大鼠"编号
# d 5

) 分别测量每只大鼠的体重"利用

JTJJ #$

!

"

软件建立数据库"录入笼号和编号"并以

体重作为变量"通过设定随机种子,产生随机数,对随

机数编秩,对随机数秩次排列,随机确定等步骤确定

# d#5

为模型组"

#7 d &"

为中药组"

&# d 65

为西药

组"每组
#5

只"另取
#5

只大鼠为假手术组)

5

#干预方法#造模
&"

日后"按成人标准体重

$

7" LA

%常规用量的
!"

倍给药"西药组给予氯沙坦钾

混悬液
! :K

$

5

!

5 :AE:K

%灌胃"中药组给予肾衰
!

号方浓煎药液
! :K

$含生药
7

!

"$ AE:K

%灌胃"药物

灌胃剂量参照课题组既往研究用量'

5

(

) 假手术组,模

型组则予生理盐水
! :K

灌胃) 各组每日干预
#

次"

连续
7"

日) 干预期间自由摄食和饮水)

7

#检测指标及方法

7

!

#

#样本采集与处理#大鼠用
!a

戊巴比妥钠

$

"

!

! :KE#"" A

%腹腔注射麻醉"打开腹腔"下腔静脉

采血"

6

)

6 """ M E:<:

离心
#" :<?

"收集血清) 摘

取左肾"将左肾横切为二"一半置
#"a

中性缓冲福尔

马林液中固定
!6 >

经石蜡包埋后制成
& !:

切片"行

常规
P9

,

,;RR1?

染色观察肾组织病理形态&一半沿

皮髓交界线切开分离皮髓部"分装后放入液氮$

4"

)

保存用于
+8RS8M? N.1S

检测)

7

!

!

#血常规和生化指标检测#采用
*56"

仪器测

定
PQN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检测
J'M

,

NO3

) 用
''M

代

替
QIH

"计算公式为#

''M

$

:KE:<?

%

e

尿肌酐*

!6 >

尿

量$

:K

%

EJ'M

*

# 66"

) 干预前后分别检测上述指标)

7

!

&

#

GSA5

,

N8=.<?

%

#

及
K'&

蛋白检测#采用

+8RS8M? N.1S

法) 每
!" :A

组织加入
"

!

! :K

的

K/R<R ]-VV8M

$

H)TG

+

T,JI e #""

+

#

%"冰上反应

&" :<?

"每
#" :<?

震荡
#

次"充分裂解后
6

)

#& """ M E:<?

离心
#" :<?

"将上清转至
#

!

5 :K 9T

管"再离心
5 :<?

"用
N'G

法测定蛋白浓度"制备蛋白

样品"

#""

)煮沸
5 :<?

变性"置于 $

!"

)保存) 按

照
&" !AE

孔的蛋白上样量"采用
#!aJCJ

%

TGQ9

的

凝胶电泳"

#!" 0

电泳"湿转法以
#"" 0

"

#!" :<?

条

件进行转膜"与
5a

脱脂奶粉室温下封闭
!" :<?

"

GSA5

抗体$

#

+

# """

%,

N8=.<?

%

#

抗体$

#

+

# """

%,

K'&

抗体 $

#

+

# """

%,

QGTCP

抗体 $

#

+

! """

%

6

)

#"" M E:<?

摇床过夜"

PHT

标记山羊抗兔或
PHT

标记

山羊抗小鼠
#

+

# """

室温
#"" M E:<?

孵育
! >

"

"

!

"#a TNJ

%

*

清洗
#" :<?E

次"共
&

次"

9'K

发光"暗

室曝光) 条带的吸光度值以
QGTCP

作为内参照)

%

#统计学方法#采用
JTJJ #$

!

"

统计软件"计量

资料用
Y

(

R

表示"组内干预前后比较采用配对
S

检验"

多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组间两两比较若方差

齐则采用
KJC

法"方差不齐者经对数转换"使方差齐后

再用
KJC

多重比较"

T U"

!

"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

#各组大鼠一般状态比较#实验结束时"各组均

有
#5

只大鼠存活) 假手术组反应灵敏"皮毛致密有

光"精力充沛"一般状态良好) 模型组精神不振"皮毛

枯槁无光"较少活动,进食"体重增加缓慢&中药组,西

药组精神较前明显改善"食欲旺盛"活动量增多"体重

增加明显)

!

#各组大鼠干预前后
J'M

,

NO3

,

''M

,

PQN

比

较$表
#

%#与假手术组比较"模型组干预前
J'M

,

NO3

升高 $

T U "

!

"#

%"

''M

及
PQN

降低 $

T U

"

!

"#

%) 与本组干预前比较"中药组,西药组干预后

J'M

,

NO3

,

PQN

均降低$

T U "

!

"#

%"

''M

水平升高

$

T U"

!

"#

%)与模型组同期比较"两个给药组干预后

NO3

均降低$

T U"

!

"#

%"

''M

均升高$

T U"

!

"#

%)

&

#各组大鼠肾组织
GSA5

,

N8=.<?

%

#

,

K'&

表达比

较$图
#

,

!

%#与假手术组比较"模型组肾皮质和肾髓

质
GSA5

,

N8=.<?

%

#

蛋白表达及
K'&

%

!EK'&

%

"

升高

$

T U"

!

"#

"

T U"

!

"5

%&与模型组比较"中药组,西药组

肾皮质和肾髓质
GSA5

,

N8=.<?

%

#

蛋白表达及
K'&

%

!E

K'&

%

"

升高$

T U"

!

"#

"

T U"

!

"5

%)

表
#

$各组大鼠干预前后
J'M

,

NO3

,

''M

及
PQN

比较#$

Y

(

R

%

组别
?

时间
J'M

$

#:1.EK

%

NO3

$

::1.EK

%

''M

$

:KE:<?

%

PQN

$

AEK

%

假手术
#5

干预前
!%

"

55

(

&

"

"6

!

5

"

4#

(

"

"

4&

!

#

"

4%

(

"

"

67

!

#64

"

7"

(

6

"

4%

!

干预后
!5

"

5"

(

!

"

4% 7

"

%"

(

"

"

5& #

"

45

(

"

"

!6 #&4

"

#"

(

6

"

5&

模型
#5

干预前
5"

"

66

(

%

"

55 #!

"

6%

(

!

"

&7 "

"

46

(

"

"

6# #&5

"

5"

(

7

"

#"

干预后
5"

"

!"

(

4

"

%" #!

"

!"

(

!

"

"" #

"

""

(

"

"

!" #!"

"

55

(

%

"

#!

中药
#5

干预前
56

"

5"

(

#"

"

#$ #!

"

7#

(

#

"

4# "

"

%&

(

"

"

&7 #&5

"

&"

(

%

"

%$

干预后
65

"

7!

(

4

"

!"

"

$

"

%5

(

#

"

#"

"!

#

"

%5

(

"

"

#4

"!

#!5

"

77

(

6

"

47

"

西药
#5

干预前
5&

"

&"

(

#"

"

74 #&

"

#&

(

!

"

7# "

"

4&

(

"

"

6% #&6

"

&"

(

%

"

$"

干预后
67

"

#&

(

$

"

""

"

#"

"

%"

(

#

"

!"

"!

#

"

%!

(

"

"

#6

"!

#!&

"

5"

(

5

"

57

"

##注#与本组干预前比较"

"

T U"

!

"#

&与模型组同期比较"

!

T U"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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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注#

#

为假手术组&

!

为模型组&

&

为中药组&

6

为西药组

图
#

$各组肾组织髓质,皮质
GSA5

,

N8=.<?

%

#

,

K'&

蛋白表达

##注#

G

为
GSA5

表达&

N

为
N8=.<?

%

#

表达&

'

为
K'&

%

!E

K'&

%

"

&与假手术组比较"

"

T U "

!

"5

"

""

T U "

!

"#

&与模型组

比较"

!

T U"

!

"5

"

!!

T U"

!

"#

&

? e#5

图
!

$各组肾皮质,髓质
GSA5

,

N8=.<?

%

#

及

K'&

%

!EK'&

%

"

比较

##

6

#各组大鼠肾组织病理结果比较$图
&

%#假手

术组肾小球结构正常"管腔无扩张"包曼氏囊囊腔清

晰"无扩张"肾间质无炎性细胞浸润"无纤维组织增生)

模型组肾小球结构紊乱"系膜重度增生"毛细血管管腔

严重受压闭塞"肾小球呈弥漫性硬化,硬化区系膜基质

增生"与包曼氏囊粘连"肾小球周围纤维化"肾间质大

量炎性细胞浸润) 中药组肾小球病变轻微"包曼氏囊

存在"未及明显球囊粘连) 管腔无明显扩张) 西药组

肾小球结构较模型组清晰"小球内仍有轻度分叶"系膜

增生减少,炎性物质亦明显减少"肾小球系膜基质增生

减轻"囊腔结构较模型组完整"肾小球纤维化较模型组

有所减轻)

##注#

G

为假手术组&

N

为模型组&

'

为中药组&

C

为西药组&

#

为
P9

染色&

!

为
,;RR1?

染色&

N#

箭头所指为肾小球硬化&

'#

箭头所指为肾小球病变轻微&

C#

箭头所指为肾小球呈分叶状

改变&

N!

箭头所指为
H)I

&

'!

箭头和
C!

箭头所指为
H)I

较模型

组明显减轻

图
&

$各组大鼠肾组织病理结果比较$$ *

!""

%

讨##论

H)I

是各种病因导致的慢性,进展性肾脏疾病的

最终归宿"在各种慢性肾脏疾病的转归中起着主导作

用) 因此"如何改善和减轻
H)I

是当今肾脏病领域研

究的热点之一) 自噬在多种肾脏模型中体现出了肾脏

保护作用"如
K< (b

等'

%

( 证实"二甲双胍可以通过

G,T\EOK\#E!EN8=.<?

%

#

信号通路激活自噬"从而抑

制顺铂诱导的肾小管上皮细胞凋亡&在缺血-再灌注

模型中"

Q-;? Z(

等'

4

(利用雷帕霉素激活自噬可以显

著减少肾小管上皮细胞凋亡的发生) 因此"本研究以

自噬为切入点"以自噬过程中的关键蛋白为靶点"研究

5E7

$

GE)

%肾切除
'HI

大鼠残余肾组织自噬相关蛋白

的表达以及肾衰
!

号方的干预作用)

肾衰
!

号方是曙光医院肾病科治疗
'HI

的有效

经验方"本方中党参益气健脾"恢复中州脾胃清升浊降

之枢机"具有耐缺氧,抑制炎症因子表达和保护肾功能

的作用'

$

(

"合仙灵脾温肾祛湿"能够抗氧化,清除自由

基"二药脾肾同调"培本固源"共为君药'

#"

(

) 臣以虫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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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菌丝壮命门之火"益精补肾"可通过下调转化生长因子

$

和
%

平滑肌肌动蛋白的表达"抑制肾纤维化'

##

(

) 佐

当归养血活血"提高机体的抗氧化能力'

#!

(

&丹参活血

祛瘀"具有抗凝,清除自由基,保肝护肾的作用'

#&

(

&制

大黄推陈致新"攻积行瘀"清热除湿"抑制肾成纤维细

胞分裂增殖"减轻
H)I

'

#6

(

) 黄连清热燥湿解毒"具有

抗炎,降脂,抑制
H)I

的作用'

#5

(

&紫苏行气和中解毒"

能够提高免疫力,降脂,改善肾功能'

#7

(

) 制大黄,黄连

虽苦寒"但有党参,仙灵脾甘辛温药"即可佐治制大黄,

黄连之苦寒"又不致使湿热之邪冰伏不化) 桃仁,川芎

增强活血化瘀之力"二者均能抗血栓,降低血流阻力"

保护肾实质'

#%

"

#4

(

) 全方寒温并用"攻补兼施"契合

'HI

的病机) 本实验观察到模型组大鼠精神萎靡"肾

功能下降"

P9

和
,;RR1?

染色显示肾小球弥漫性硬

化"肾间质明显纤维化并伴有大量炎性细胞浸润"肾组

织病变严重"提示造模成功) 与模型组比较"中药组大

鼠的精神状态明显改善"肾功能改善"

P9

和
,;RR1?

染色显示肾小球病变轻微"

H)I

程度减轻"提示肾衰
!

号方具有明显的保护肾功能"减轻
H)I

的作用) 并且"

中药组和西药组在改善肾功能方面无明显的差异"但

从病理结果上比较"中药组在改善肾脏病理形态方面

优于西药组)

本实验选取了
&

个重要的自噬相关蛋白
GSA5

,

N8=.<?

%

#

,

K'&

作为检测自噬发生情况的指标)

N8=

%

.<?

%

#

是关键的自噬节点"它通过同源结构域与
T)&\

%

&

绑定而形成两个不同的
T)&\

%

&

复合物"促进自噬

体的形成与成熟'

#$

(

)

GSA5

和
K'&

存在于自噬体形

成过程中的两个必须的连接系统之中)

GSA5

通过与

GSA#!

和
GSA#7

的结合而形成
GSA#!

%

GSA5

%

GSA#7

复合物'

!"

(

"而胞浆中的
K'&

%

"

通过与磷脂酰乙醇胺

结合而形成具有膜结合能力的
K'&

%

!

"

K'&

%

!

一直

被认为是自噬发生的标志'

!#

(

) 在本研究中"与假手术

组比较"模型组残余肾组织皮质及髓质
GSA5

,

N8=.<?

%

#

蛋白表达上调和
K'&

%

!EK'&

%

"

的比值升高"说明在

'HI

大鼠模型中"自噬被激活) 与模型组比较"中药组

GSA5

,

N8=.<?

%

#

蛋白表达明显上调和
K'&

%

!EK'&

%

"

的

比值明显升高"说明肾衰
!

号方可能通过上调自噬相关

蛋白的表达"起到保护肾功能"减轻
H)I

的作用)

肾脏是血供丰富的器官"由于肾脏血管结构和

分布的差异"约
$"a

的血供分布于皮质"约
#"a

分

布于髓质"主要是外髓部'

!!

"

!&

(

) 而基于肾脏的生理

结构"近端小管
J&

段和髓袢升支粗段需要消耗大量

的氧"肾小管的高速主动转运由线粒体呼吸供能"因

此"肾髓质部对缺血缺氧刺激高度敏感'

5

(

) 而
5E 7

$

GE)

%模型是典型的肾内缺血缺氧模型"因此"本研

究将大鼠肾脏皮髓部分离"运用
+8RS8M? N.1S

方法

分别检测了
GSA5

,

N8=.<?

%

#

,

K'&

蛋白的表达情况"

观察自噬的发生是否和肾脏缺血缺氧的程度存在一

致性) 结果如上所示"在模型组肾髓质中"

GSA5

,

N8

%

=.<?

%

#

蛋白的表达和
K'&

%

!EK'&

%

"

的比值高于肾

皮质"在中药组中存在相同的趋势) 说明在
5E7

$

GE

)

%模型中"肾髓质的自噬水平高于肾皮质"而肾衰
!

号方上调肾髓质的自噬水平高于肾皮质"其具体作

用机制需要进一步研究)

综上"肾衰
!

号方可以上调模型组
GSA5

,

N8=.<?

%

#

,

K'&

蛋白的表达"并能降低
J'M

,

NO3

的水平"升

高
''M

,

PQN

水平"改善肾脏的病理形态"减轻
H)I

"

其作用机制可能与激活自噬相关信号通路有关)

利益冲突!所有作者声明无利益冲突)

参 考 文 献

'

#

(#

\<: +_

"

3;: JG

"

J1?A P'

"

8S ;.2 *>8 M1.8 1V ;-S1

%

W>;A/ <? -?<.;S8M;. -M8S8M;. 1]RSM-=S<1? M;S :1X8.

'

(

(

2 38W>M1.1A/

$

';M.S1?

%"

!"#!

"

#%

$

!

%#

#64

$

#5$2

'

!

(#

I8M?

,

?X8^

-

I

"

J8]S< J

"

+8< _

"

8S ;.2 C<RM-WS<1? 1V

S>8 ]8=.<? #

$

N'K! ;-S1W>;A/ M8A-.;S1M/ =1:

%

W.8Y WM1:1S8R .1?A8[<S/ <? :<=8

'

(

(

2 3;S-M8

"

!"#4

"

554

$

%%"4

%#

#&7

$

#6"2

'

&

(#徐亚
!

" 何峥" 周圆" 等
2

肾衰
!

号方联合西药对原发

性慢性肾脏病
&

,

6

期患者肾功能及肾血流灌注的影响

'

(

(

2

中医杂志"

!"#4

"

5$

$

#%

%#

#64"

$

#64&2

'

6

(#杨婧" 王琛" 祝婷婷" 等
2 T)&\EGLS

信号通路在慢性肾

衰竭大鼠肾组织的表达及肾衰
!

号方的干预作用 '

(

(

2

中国中西医结合肾病杂志"

!"#5

"

#7

$

$

%#

%7&

$

%772

'

5

(#秦军燕" 王琛" 邵命海" 等
2

肾衰
!

号方对慢性肾功能衰

竭大鼠肾组织
G?A!

及
?3DJ

蛋白表达的影响 '

(

(

2

中

国中西医结合杂志"

!"#!

"

&!

$

$

%#

#!4"

$

#!462

'

7

(#

C8?A GP

"

*;?A *

"

J<?A> T

"

8S ;.2 H8A-.;S<1? 1V 1Y/

%

A8? -S<.<^;S<1? ]/ ;?A<1S8?R<?!<? =>M1?<= L<X?8/ X<R

%

8;R8

'

(

(

2 \<X?8/ )?S

"

!""$

"

%5

$

!

%#

#$%

$

!"62

'

%

(#

K< (b

"

Q-< _

"

H8? (

"

8S ;.2 ,8SV1M:<? WM1S8=SR

;A;<?RS =<RW.;S<?

%

<?X-=8X S-]-.;M =8.. ;W1WS1R<R

;?X ;=-S8 L<X?8/ <?F-M/ [<; G,T\ ;.W>;

%

M8A-.;S8X

;-S1W>;A/ <?X-=S<1?

'

(

(

2 J=< H8W

"

!"#7

"

7

#

!&$%52

'

4

(#

Q-;? Z(

"

f<;? _

"

J>8? _

"

8S ;.2 G-S1W>;A/ WM1

%

S8=SR M8?;. S-]-.;M =8..R ;A;<?RS <R=>8:<;EM8W8MV-

%

R<1? <?F-M/ <? ; S<:8

%

X8W8?X8?S :;??8M

'

(

(

2 '8..

T>/R<1. N<1=>8:

"

!"#5

"

&7

$

#

%#

!45

$

!$42

'

$

(#

K< b*

"

b>- KN

"

b>;?A P

"

8S ;.2 TM1S8=S<[8 8VV8=S

1V ; W1./R;==>;M<X8 VM1: RS8: 1V '1X1?1WR<R W<

%



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

(-./ !"#$

"

01.2 &$

"

31

!

%

!!"($$!

.1R-.; ;A;<?RS M8?;. <R=>8:<;EM8W8MV-R<1? <?F-M/

<? M;SR

'

(

(

2 ';M]1>/XM T1./:

"

!"#!

"

$"

$

6

%#

#%&$

$

#%6&2

'

#"

(#韩爱萍" 张洁" 丁选胜
2

淫羊藿总黄酮对四氧嘧啶糖尿

病小鼠血管功能的影响 '

(

(

2

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

!"##

"

!%

$

&

%#

!6&

$

!67

"

'

##

(#陈晓霞" 王军" 周大为
2

人工虫草提取物对大鼠单侧输

尿管梗阻致肾小管间质损伤的保护作用 '

(

(

2

中国中

西医结合肾病杂志"

!""6

"

5

$

4

%#

66"

$

66!2

'

#!

(#郑鸿翱" 姚欣耀" 盛楚华" 等
2

当归或三七对兔甘油致

急性肾衰的保护作用及其机制研究 '

(

(

2

中国现代医

学杂志"

!""&

"

#&

$

$

%#

&7#2

'

#&

(#刘娟" 刘颖
2

丹参药理活性成分研究进展 '

(

(

2

辽宁中

医药大学学报"

!"#"

"

#!

$

%

%#

#5

$

#%2

'

#6

(#宁英远" 王俭勤" 屈燧林
2

大黄素对人肾成纤维细胞增

殖的影响 '

(

(

2

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

!"""

"

!"

$

!

%#

#"5

$

#"72

'

#5

(#王舒
2

中药黄连研究进展 '

(

(

2

亚太传统医药"

!"#5

"

##

$

$

%#

66

$

672

'

#7

(#郭雪红
2

中药紫苏药理及临床研究新进展 '

(

(

2

天津药

学"

!"#7

"

!4

$

!

%#

%"

$

%&2

'

#%

(#以敏" 徐君毅" 郝二伟" 等
2

桃仁提取物抗血瘀证大鼠

血栓形成的机制 '

(

(

2

中国实验方剂学杂志"

!"#7

"

!!

$

#

%#

#!5

$

#!42

'

#4

(#金玉青" 洪远林" 李建蕊" 等
2

川芎的化学成分及药理作

用研究进展 '

(

(

2

中药与临床"

!"#&

"

6

$

&

%#

66

$

642

'

#$

(#

G?S1?<1.< ,

"

C< H,

"

T<;=8?S<?< ,

"

8S ;.2 9:8MA<?A

:8=>;?<R:R <? <?<S<;S<?A ;?X S8M:<?;S<?A ;-S1W>;A/

'

(

(

2 *M8?XR N<1=>8: J=<

"

!"#%

"

6!

$

#

%#

!4

$

6#2

'

!"

(#

,8RR8M (J2 *>8 =8..-.;M ;-S1W>;A/E;W1WS1R<R

=>8=LW1<?S X-M<?A <?V.;::;S<1?

'

(

(

2 '8.. ,1. K<V8

J=<

"

!"#%

"

%6

$

%

%#

#!4#

$

#!$72

'

!#

(#

+1?A J+

"

J<. T

"

,;MS<?8^ (2 H-]<=1?

#

K'&

%

;RR1

%

=<;S8X W>;A1=/S1R<R ;?X ]8/1?X

'

(

(

2 I9NJ (

"

!"#4

"

!45

$

4

%#

#&%$

$

#&442

'

!!

(#

9[;?R HQ

"

9WW8. QG

"

G?X8MR1? +T

"

8S ;.2 ,8=>

%

;?<R:R -?X8M./<?A S>8 X<VV8M8?S<;. =1?SM1. 1V ].11X

V.1@ <? S>8 M8?;. :8X-..; ;?X =1MS8Y

'

(

(

2 ( P/W8M

%

S8?R

"

!""6

"

!!

$

4

%#

#6&$

$

#65#2

'

!&

(#侯超" 李明星
2

超声造影评价急性肾损伤患者肾血流灌

注的应用现状 '

(

(

2

东南大学学报$医学版%"

!"#%

"

&7

$

!

%#

!$"

$

!$&2

$收稿#

!"#4

$

"5

$

!#

#在线#

!"#$

$

"6

$

#%

%

责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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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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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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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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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赵芳芳

欢迎订阅
!"#$

年
'><?8R8 (1-M?;. 1V )?S8AM;S<[8 ,8X<=<?8

'><?8R8 (1-M?;. 1V )?S8AM;S<[8 ,8X<=<?8

#*中国结合医学杂志+$是由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中国

中医科学院主办的国际性学术期刊"旨在促进结合医学及替代医学的国际交流"及时发表结合医学或替代

医学领域的最新进展&趋势以及临床实践&科学研究&教育&保健方面经验和成果的科学论文%

#$$5

年创

刊"由中国科学院院士陈可冀担任主编% 设有述评&专题笔谈&论著&临床经验&病例报道&综述&药物相互

作用&法规指南&学术探讨&思路与方法&跨学科知识&会议纪要&书评&读者来信等栏目% 本刊被多种国际

知名检索系统收录"如,

J=<8?=8 '<S;S<1? )?X8Y 9YW;?X8X

#

J')

%

9

$&

)?X8Y ,8X<=-RE,8X.<?8

&

'>8:<=;.

G]RSM;=SR

#

'G

$&

G]RSM;=S (1-M?;.

#

G(

$&

'GN G]RSM;=SR

&

'GN )?S8M?;S<1?;.

&

9Y=8WS; ,8X<;

#

9,

%

NGJ9

$&

9YW;?X8X G=;X8:<=

&

Q.1];. P8;.S>

&

Q11A.8 J=>1.;M

&

)?X8Y '1W8M?<=-R

#

)'

$&

D?.<?8 '1:

%

W-S8M K<]M;M/ '8?S8M

#

D'K'

$&

J'DTOJ

等% 本刊于
!""%

年被
J')

%

9

收录%

!"#4

年
7

月底科睿唯安

公布
!"#%

年本刊
J')

影响因子为
#

!

&67

%

!"#"

年
#"

月
#

日与汤森路透集团签约"正式采用
J=>1.

%

;MD?8 ,;?-R=M<WSR

在线投审稿系统%

'><?8R8 (1-M?;. 1V )?S8AM;S<[8 ,8X<=<?8

为大
#7

开本"铜版纸印刷"彩色插图"

!"##

年改为月刊"

4"

页"国内定价为
7"

!

""

元
E

期"全年定价,

%!"

!

""

元% 国际标准刊号,

)JJ3 #7%!

$

"6#5

"国内统一刊号,

'3 ##

$

6$!4EH

"国内邮发代号,

4!

$

4!5

"海外发行由
JWM<?A8M

公司代理% 国内订户在各地邮局均可订

阅"也可直接汇款至本社邮购%

地址#

北京海淀区西苑操场
#

号"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社"邮政编码#

#"""$#

)电话#

"#"

$

7!4474!%

"

7!4%756%

"

7!4%7564

) 传真#

"#"

$

7!4%6!$#

)

9

)

:;<.

,

=F<:g8?B=F<:2=?

) 网址#

>SSW

,

EE@@@2=F<:2=?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