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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增殖和分化成熟的能力'为炎性骨

质疏松的治疗策略提供了实验依据和治疗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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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骼的新陈代谢是骨吸收和骨形成之间平衡不断

重建的过程"成年人骨组织以每年
7b c#7b

的速率

更新( 在慢性炎症环境下"如类风湿关节炎'炎性肠

病'牙周炎和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炎症介质的存在"打

破了骨重建平衡"破骨细胞介导的骨吸收过程强于成

骨细胞介导的骨形成过程"造成持续性骨量丢失"统称

为炎症相关骨质疏松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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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芍为毛莨科白芍属植物芍药的去外皮干燥根"

具有养血柔肝'敛阴'收汗'缓急止痛等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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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中

医治疗+骨痹$骨关节炎%,的著名方剂+骨痹汤,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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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从中药白芍中提取的有效成分"因其调节免

疫'抗炎和止痛的功效"被广泛用于炎性骨关节疾病的

临床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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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止骨丢失的研究主要集中在

抑制破骨细胞重吸收方面"而在直接促成骨方面报道

甚少( 本实验旨在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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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成骨细胞'细胞增殖'

分化和矿化的影响"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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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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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将对数生长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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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化"以每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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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的浓度接种于
$;

孔细胞培养板

中"待细胞贴壁后用无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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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培养基培养过夜(

次日"细胞分组"更换为含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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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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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GL

%的新

鲜培养液"每组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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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复孔"每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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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药物分别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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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吸出培养上清"每孔分别加入

#""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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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涤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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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醇固定细胞过夜( 次日以预冷的

J^Q

再洗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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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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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AD

后进行流式细胞仪检测(

=

!

=

#不同浓度
)IJ

对
+&%)%

"

>#

细胞
KLJ

活

性的影响#取对数生长期的
+&%)%

"

>#

细胞"以

!

(

#"

7个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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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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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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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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