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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研究!

补中益气颗粒对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炎模型

大鼠甲状腺超微结构的影响

韩$静7

"

!

$袁$泉7

$刘昕怡7

"

!

$关青青:

$彭$婧7

"

!

$李黎靖7

"

!

$夏仲元7

摘要$目的$通过观察补中益气颗粒对实验性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炎#

>H'

$模型大鼠甲状腺超微结构

的影响"探讨其改善桥本氏甲状腺炎的机制% 方法$

;"

只
ID

大鼠随机分为空白组&模型组&补中益气组&

优甲乐组和补中益气
J

优甲乐组"每组
7"

只% 除空白组外"其余各组运用猪甲状腺球蛋白和弗氏佐剂混合

免疫注射法"联合高碘喂养法复制
>H'

大鼠模型% 补中益气组予补中益气颗粒"优甲乐组予西药优甲乐"补

中益气
J

优甲乐组予补中益气颗粒和优甲乐两种药物% 用药干预
!

个月后"检测各组甲状腺过氧化物酶抗

体#

'KEH,

$及甲状腺球蛋白抗体#

'LH,

$水平'分离大鼠甲状腺"观察大鼠甲状腺组织病理变化并在透射

电镜下观察大鼠甲状腺超微结构改变% 结果$与空白组比较"模型组大鼠血清
'KEH,

&

'LH,

水平明显升高

#

K M"

!

";

$%与模型组比较"补中益气组&优甲乐组和补中益气
J

优甲乐组大鼠血清
'KEH,

&

'LH,

水平明

显下降#

K M"

!

";

$% 与空白组比较"模型组大鼠光镜下甲状腺滤泡受损"淋巴细胞浸润"电镜下甲状腺滤泡

细胞呈高柱状"胞浆内见大小不等的空泡"细胞核多形性"线粒体肿胀明显"嵴消失"粗面内质网扩张"微绒毛

变短变粗"细胞器超微结构明显受损'与模型组比较"补中益气组大鼠甲状腺滤泡及细胞器超微结构受损减

轻% 结论$补中益气颗粒能减轻
>H'

大鼠甲状腺超微结构的病理损害%

关键词$桥本氏甲状腺炎大鼠' 补中益气颗粒' 透射电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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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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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 2N OR0-2@X @S +YZ+-@?+SO/3 /.O2@??.S+ OR0-2@X@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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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W /SX @OW ?+CR/S@W? 2N @?Z-2`@ST \/W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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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OR2XW

#

*@NO0 -/OW b+-+ -/SX2?30 X@`@X+X @SO2 ,3/Sc T-2.Z

!

?2X+3 T-2.Z

!

P<U]L T-2.Z

!

^

#

'# T-2.Z /SX ?@Y+X ?+X@C@S+ T-2.Z

!

7" -/OW @S +/CR T-2.Z4 >H' -/OW b+-+ +WO/,3@WR+X ,0

@SG+CO@ST OR0-2T32,.3@S ?@Y+X b@OR C2?Z3+O+ *-+.SX

%

W /XG.`/SO @??.S@Q/O@2S /SX @SC2?Z3+O+ *-+.SX

%

W /X

#

G.`/SO @??.S@Q/O@2S

!

/SX N++X@ST b@OR R@TR @2X@S+ b/O+- 4 P<U]L T-2.Z b/W /X?@S@WO-/O+X b@OR P.QR2ST

U@B@ T-/S.3+W /SX ^

#

'# T-2.Z b/W ^

#

'#4 'R+ ?@Y+X ?+X@C@S+ T-2.Z b/W /X?@S@WO-/O+X b@OR ,2OR 2N OR+?4

HNO+- ! ?2SORW O-+/O?+SO

!

OR+ 3+`+3W 2N 'R0-2@X Z+-2Y@X/W+ /SO@,2X0

$

'KEH,

%

/SX 'R0-2T32,.3@S /SO@,2X0

$

'LH,

%

b+-+ ?+/W.-+X4 'R+ OR0-2@X 2N -/OW b/W @W23/O+X /SX b+-+ 2,W+-`+X .SX+- 3@TRO ?@C-2WC2Z0 /SX

O-/SW?@WW@2S +3+CO-2S ?@C-2WC2Z+4 [+W.3OW

#

'R+ 3+`+3W 2N 'KEH, /SX 'LH, b+-+ W@TS@N@C/SO30 @SC-+/W+X

@S ?2X+3 T-2.Z C2?Z/-+X b@OR ,3/Sc T-2.Z

$

K M"

$

";

%

4 'R+ 3+`+3W 2N 'KEH, /SX 'LH, b+-+ W@TS@N@C/SO30 X+

#

C-+/W+X @S P<U]L T-2.Z

!

^

#

'# T-2.Z /SX ?@Y+X ?+X@C@S+ T-2.Z C2?Z/-+X b@OR ?2X+3 T-2.Z

$

K M"

$

";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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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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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2-+ 2,`@2.W @S ?2X+3 T-2.Z ,0 3@TRO ?@C-2WC2Z04 HSX R@TR C23.?S/- OR0-2@X N233@C.3/- C+33W

!

X@NN+-+SO

W@Q+W 2N OR+ `/C.23+W @S OR+ C0O2Z3/W?

!

S.C3+/- Z230?2-ZR@W?

!

OR+ ?@O2CR2SX-@/3 Wb+33@ST

!

WZ.O.? X@W/Z

#

Z+/-W

!

+YZ/SW@2S 2N -2.TR +SX2Z3/W?@C -+O@C.3.?

!

WR2-O /SX OR@Cc ?@C-2`@33@ /SX 2-T/S+33+ .3O-/WO-.CO.-+

C2.3X ,+ 2,W+-`+X .SX+- +3+CO-2S ?@C-2WC2Z0 C2?Z/-+X b@OR OR+ ,3/Sc T-2.Z4 $2?Z/-+X b@OR OR+ ?2X+3

T-2.Z

!

OR+ X/?/T+ 2N OR0-2@X N233@C3+W /SX 2-T/S+33+ .3O-/WO-.CO.-+ @S OR+ P<U]L T-2.Z b/W /33+`@/O+X4 $2S

#

C3.W@2S

#

P<U]L C/S /33+`@/O+ OR+ Z/OR232T@C/3 X/?/T+ 2N OR0-2@X .3O-/WO-.CO.-+ @S >H' -/OW4

a>U(E[DI

#

+YZ+-@?+SO/3 /.O2@??.S+ OR0-2@X@O@W -/OW

&

P.QR2ST U@B@ L-/S.3+

&

O-/SW?@WW@2S +3+C

#

O-2S ?@C-2WC2Z+

$$桥本氏甲状腺炎$

\/WR@?2O2

%

W OR0-2@X@O@W

!

\'

%

即慢性淋巴细胞性甲状腺炎!是一种自身免疫性疾病'

该病患病率约
:d

&

#d

!近年来呈上升趋势(

7

)

!以甲

状腺抗体水平升高*甲状腺组织中淋巴细胞呈弥漫性

浸润等为特征表现'

\'

是导致甲状腺功能减退的主

要原因!与妊娠早产*流产存在正相关!还与甲状腺癌

的发生具有相关性(

!

)

' 该病的发病机制尚不明确!西

医无有效降低甲状腺抗体的药物!主要针对
\'

引起

的甲状腺功能异常进行治疗!但有文献报道!左甲状腺

素$

^

#

OR0-2Y@S+ #

!

^

#

'#

%可以使甲状腺抗体水平降

低(

:

)

' 补中益气汤加减治疗
\'

在改善临床症状!降

低甲状腺抗体等方面有良好疗效(

#

)

!团队前期实验研

究显示补中益气颗粒能够改善实验性自身免疫性甲状

腺炎$

+YZ+-@?+SO/3 /.O2@??.S+ OR0-2@X@O@W

!

>H'

%

大鼠甲状腺功能!降低甲状腺抗体水平!并能够调节

'-+TF'R79

淋巴细胞相关细胞因子和转录因子的平

衡(

;

!

=

)

' 本次实验主要从病理学的角度观察补中益气

颗粒对
>H'

大鼠甲状腺超微结构的影响!为研究
\'

发病机制提供病理形态学资料'

材料与方法

7

$动物$

IK*

级
ID

雌性大鼠
;"

只!

= e 6

周

龄!体重
7!" e7#" T

!购于北京华阜康生物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许可证号#

I$_a

$京%

!""8

"

""7;

&饲养于

中日友好医院临床研究所
IK*

级动物实验室!许可证

号#

IU_a

$京%

!"7=

"

""#:

!饲养环境符合国标#

LP7#8!;

"

!"7"

' 本实验已通过中日友好医院实验

动物福利伦理委员会审查$

524 79"!7"

%'

!

$药物$补中益气颗粒 $

: TF

袋!含总生药量

=

!

"7 T

!成分#炙黄芪*党参*炙甘草*当归*炒白术*

升麻*柴胡*陈皮*生姜*大枣%由北京汉典制药有限

公司提供!批号#

7=777;

&优甲乐$左甲状腺素钠片!

规格#

;" !TF

片 % 为 德 国 默 克 公 司 产 品! 批

号#

!!:6"=

'

:

$主要试剂及仪器$猪甲状腺球蛋白$

K'T

!批

号#

"76a9"7!1

%为天府新区华阳正龙生化制品研究

室产品&完全弗氏佐剂$

$*H

!批号#

*;667

%*不完全

弗氏佐剂$

&*H

!批号#

*;;"=

%均为美国
I@T?/

公司产

品&碘化钠$

5/&

!批号#

!"7="8!:

%为国药集团化学试

剂有限公司产品&甲状腺过氧化物酶抗体 $

OR0-2@X

Z+-2Y@X/W+ /SO@,2X0

!

'KEH,

%*甲状腺球蛋白抗体

$

OR0-2T32,.3@S /SO@,2X0

!

'LH,

%酶联免疫检测试剂

盒$批号分别为#

)D=889

*

)D=86:

%为南京建成生物

公司产品'

P_

#

;:

正置光学显微镜!为日本
E30?Z.W

公司产品&

7#""Z3.W

透射电子显微镜!为日本电子公

司产品'

#

$造模及干预方法

#

!

7

$分组$大鼠购回后适应性饲养
7

周后开始

实验!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成空白组*模型组*补中益

气组*优甲乐组和补中益气
J

优甲乐组!每组
7"

只'

#

!

!

$造模方法$除空白组外!其余各组大鼠参

照文献(

9

!

6

)的方法造模' 造模采用
K'T

和弗氏佐剂

混合免疫注射法!联合高碘喂养法' 免疫注射法具体

如下!实验第
!

周后!模型组*补中益气组*优甲乐组和

补中益气
J

优甲乐组大鼠予初次免疫#将
K'T

用
KPI

缓冲液溶解成含量为
7 ?TF?^

的溶液!与
$*H

等体

积混合充分乳化!即配成完全弗氏佐剂抗原乳剂!在大

鼠足垫部皮下注射
"

!

! ?^

$含
K'T 7"" !T

%

F

只&空

白组大鼠足垫部皮下注射等体积
KPI

溶液' 实验第

#

周后!模型组*补中益气组*优甲乐组和补中益气
J

优甲乐组大鼠予加强免疫#按上述方法制备
&*H

抗原

乳剂!在大鼠四肢内侧及背部皮下多点注射
"

!

! ?^

$含
K'T 7"" !T

%

F

只!每周予加强免疫
7

次至第
7"

周

结束&空白组大鼠四肢内侧及背部皮下多点注射等体

积
KPI

溶液' 高碘喂养法具体为!实验开始后!模型

组*补中益气组*优甲乐组和补中益气
J

优甲乐组大鼠

每天予以饮用含
"

!

";d 5/&

的动物饮用水$现配现

用!避光保存%!至第
7"

周结束&空白组大鼠给予等体

积普通动物饮用水喂养' 造模成功标准(

8

)

#大鼠血清

中检出高滴度
'KEH,

和
'LH,

!病理见甲状腺组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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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泛淋巴细胞浸润!上皮细胞嗜酸性变' 本实验造模

成功率为
7""d

!过程中无大鼠死亡'

#

!

:

$给药方法$实验第
7"

周后!补中益气组大

鼠给予
"

!

8:9; TF

$

cT

"

X

%补中益气颗粒灌胃(按照

动物与人体的每公斤体重剂量折算系数表折算!成人

剂量为
"

!

7; TF

$

cT

"

X

%!其中成人设为
=" cT

)&优甲

乐组给予
7"

!

#:9; !TF

$

cT

"

X

%优甲乐(成人剂量按

照
7

!

=9 !TF

$

cT

"

X

%计算)灌胃&补中益气
J

优甲乐

组给予
"

!

8:9; TF

$

cT

"

X

%补中益气颗粒 '

7"

!

#:9;

!TF

$

cT

"

X

%优甲乐灌胃' 每只大鼠每日灌胃量约为

7

!

; ?^

!空白组与模型组大鼠给予等体积双蒸水灌

胃' 每周测
7

次体重并调整给药物剂量!给药干预
!

个月后!对大鼠进行处死取材'

;

$检测指标及方法

;

!

7

$甲状腺抗体测定$各组大鼠禁食不禁水

7! R

$实验当天禁水%!

7"d

水合氯醛$

"

!

:; TFcT

%腹

腔注 射 麻 醉' 腹 主 动 脉 采 血! 收 集 大 鼠 全 血

$

; ?^F

只%

: """ - F?@S

离心获得血清' 分别按照大

鼠
'KEH,

*

'LH, >^&IH

检测试剂盒使用说明书测定

大鼠血清
'KEH,

*

'LH,

浓度'

;

!

!

$组织病理形态观察$迅速分离每只大鼠甲

状腺!用
7"d

中性福尔马林溶液固定!石蜡包埋!

# !?

厚连续切片备用!常规
\>

染色'

\>

染色甲状

腺组织切片光镜下分别观察甲状腺实质及间质!包括

滤泡形态大小*上皮细胞形态*上皮及滤泡间淋巴细胞

浸润程度*间质纤维化等'

;

!

:

$超微结构观察$各组分别随机取
7

只大鼠

单侧甲状腺组织$约
7 ??

(

7 ??

(

7 ??

%!分置

于装有
!

!

;d

戊二醛的有盖小瓶中
#

)固定!

7

周内

处理' 用
KPI

漂洗后!以
7d

锇酸再固定!逐级丙酮

脱水!

>Z2S67!

包埋剂浸透包埋固化
:9

)*

#;

)*

="

)各
# R

' 切成
7 !?

左右的半薄切片!甲苯胺蓝

染色!光镜下进行定位!徕卡超薄切片机切成
7"" S?

的超薄切片!用醋酸双氧铀和枸橼酸铅进行双重染色'

透射电镜下观察甲状腺超微结构的改变'

=

$统计学方法$实验数据采用
IKII !"

!

"

软

件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采用
Y

*

W

表示' 若符合正

态分布!多组间比较采用
ES+

#

(/0 H5E1H

检验!多

重比较采用
^ID

检验&若不服从正态分布!则采用非

参数检验!双侧检验!检验水准为
"f"

!

";

'

K M"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7

$各组大鼠血清
'KEH,

及
'LH,

水平比较$表

7

%$与空白组比较!模型组大鼠血清
'KEH,

*

'LH,

水

平显著升高$

K M"

!

";

%' 与模型组比较!补中益气组*

优甲乐组和补中益气
J

优甲乐组大鼠血清
'KEH,

*

'LH,

水平明显下降$

K M"

!

";

%' 但补中益气组*优甲

乐组和补中益气
J

优甲乐组大鼠血清
'KEH,

*

'LH,

水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K g"

!

";

%'

表
7

#各组大鼠血清
'KEH,

及

'LH,

水平比较$$

&VF?^

!

Y

*

W

%

组别
S 'KEH, 'LH,

空白
7" !

+

##

*

"

+

;6 =

+

=:

*

!

+

7!

模型
7"

77

+

:#

*

7

+

9"

h

:7

+

#7

*

;

+

:"

h

补中益气
7"

#

+

8=

*

7

+

7=

!

7=

+

9=

*

!

+

##

!

优甲乐
7"

:

+

76

*

7

+

7"

!

7!

+

86

*

!

+

;"

!

补中益气
J

优甲乐
7"

;

+

!;

*

7

+

76

!

7!

+

7#

*

!

+

";

!

$$注#与空白组比较!

"

K M"

!

";

&与模型组比较!

!

K M"

!

";

!

$各组大鼠甲状腺组织病理形态比较$图
7

%$

空白组大鼠甲状腺滤泡呈圆形或椭圆形!滤泡腔内充

满淡红色胶质!分布均匀!上皮细胞呈低柱状!未见炎

细胞浸润' 滤泡间有丰富血管!滤泡细胞组成的小叶

间有薄壁纤维组织间隔!无纤维化病灶' 模型组大鼠

甲状腺组织中有大量淋巴细胞浸润!甲状腺滤泡萎缩*

消失!大小不等!滤泡内分泌物减少!上皮细胞嗜酸性

变!有的脱落进入滤泡腔内!小叶间隔增宽!间质纤维

化!提示模型成功' 补中益气组大鼠甲状腺滤泡呈圆

形或椭圆形!滤泡腔内充满淡红色胶质!分布均匀!散

在淋巴细胞分布!纤维组织增生' 优甲乐组大鼠甲状

腺组织中可见淋巴细胞浸润!甲状腺滤泡萎缩*消失!

大小不等!有空泡!上皮细胞有的脱落进入滤泡腔内!

间质纤维化' 补中益气
J

优甲乐组大鼠甲状腺滤泡呈

圆形或椭圆形!滤泡腔内充满淡红色胶质!分布均匀!

部分上皮细胞脱落进入滤泡腔!散在淋巴细胞分布!纤

维组织轻度增生'

$$注#

H

为空白组&

P

为模型组&

$

为补中益气组&

D

为优甲乐

组&

>

为补中益气
J

优甲乐组&标尺
f ;" !?

&黄色箭头所指为

淋巴细胞浸润

图
7

#各组大鼠甲状腺组织病理形态比较#$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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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组大鼠甲状腺组织电镜结果比较$图
!

%$

空白组#大鼠甲状腺滤泡上皮细胞呈立方形!线粒体中

等量!粗面内质网呈囊状!游离面有稀疏微绒毛' 模型

组#大鼠甲状腺滤泡细胞呈高柱状!胞浆内见大小不等

的空泡!细胞核多形性!线粒体肿胀明显!嵴消失!粗面

内质网扩张!微绒毛变短变粗!毛细血管增生' 补中益

气组#大鼠甲状腺滤泡细胞呈长立方形!空泡少量!线

粒体轻度增生!粗面内质网呈囊状!微绒毛正常' 优甲

乐组#大鼠甲状腺滤泡细胞呈立方形!线粒体增生!结

构大致正常!粗面内质网呈囊状!可见溶酶体' 补中益

气
J

优甲乐组#大鼠甲状腺滤泡上皮细胞呈立方形!核

圆形!线粒体中等量!形态大致正常!粗面内质网呈囊

状!微绒毛正常'

$$注#

H

为空白组&

P

为模型组&

$

为补中益气组&

D

为优甲乐

组&

>

为补中益气
J

优甲乐组&标尺
f! !?

&黑色箭头所指为微

绒毛!红色箭头所指为空泡!黄色箭头所指为线粒体

图
!

#各组大鼠甲状腺组织电镜结果比较#$ (

7" """

%

讨$$论

\'

属于中医学+瘿病,范畴!其病因病机以气虚

脾虚为本!局部痰瘀为标!通过+健脾益气,为主治疗!

既可以调节甲状腺功能和免疫功能&又可以脾健痰消

以消瘿散结' 补中益气汤为健脾益气的经典名方!近

年来!对该方的研究重点也从消化系统逐渐扩展到免

疫学科等多学科(

7"

)

!方中以黄芪*党参为君!两者均性

甘!入脾*肺经!共奏健脾补气!益气固表之功!其中黄

芪!-本草纲目.称为+补药之长,!现代药理研究黄芪

能促进机体代谢*抗疲劳*增强和调节机体免疫力*提

高机体抗病力(

77

)

!党参可抗衰老*抗缺氧*增强免疫功

能(

7!

)

&炒白术被前人誉为+脾脏补气健脾第一要药,!

有强壮*增强细胞免疫的作用(

7:

)

' 笔者前期实验研究

已证实补中益气汤对
>H'

大鼠的甲状腺功能和免疫

功能有调节作用(

;

!

=

)

!本研究主要探讨补中益气汤对

>H'

大鼠甲状腺超微结构的影响'

本研究应用
K'T J

弗氏佐剂混合免疫注射法联合

高碘喂养法!成功复制
>H'

模型!实验结果提示
>H'

模型不仅甲状腺组织病理形态改变!其超微结构亦发

生变化!细胞器的损害引起抗原暴露!导致淋巴细胞浸

润!从而引起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炎发生!而补中益气颗

粒能够修复其超微结构的损害!对自身免疫性甲状腺

炎有改善作用'

本研究中模型组大鼠电镜下观察到甲状腺滤泡上

皮细胞呈高柱状!甲状腺滤泡上皮细胞是甲状腺素和

三碘甲状腺原氨酸合成和分泌的场所!一般呈立方形!

其形态因腺体机能的活动而变化!即与甲状腺激素的

合成*分泌活动密切相关!在高度活跃的腺体中!细胞

呈高柱状!另外!模型组见毛细血管增生!

&?/X/ )

等(

7#

)报道过在甲状腺功能亢进情况下!毛细血管数增

多及所占面积增加!前期实验检测到模型组大鼠呈甲

状腺功能亢进状态!与其结论一致'

\'

属于慢性非特异性自身免疫性疾病!在病理状

态下!线粒体增生是对慢性非特异性细胞损伤的适应

性反应!既往研究显示高碘会引起大鼠甲状腺自由基

和超氧化物的增加!损伤线粒体结构(

7;

)

&甲状腺抗体

主要在粗面内质网上合成!

1+CCR@/OO@ I)

等(

7=

)观察

到碘诱导
5ED

小鼠甲状腺炎模型中!甲状腺超微结

构发生改变!包括线粒体肿胀!粗面内质网膨胀!亚细

胞碎片等!与本实验模型组变化类似' 模型组线粒体

肿胀!嵴消失!通透性增加!一些诱导凋亡因子释放进

入细胞质基质!使细胞结构破坏&模型组粗面内质网扩

张!抗体合成增加!通过胞吐作用释放入血!故检测到

血中抗体水平的升高&予补中益气颗粒和
F

或优甲乐后

上述细胞器结构损伤改善' 溶酶体中有
="

多种酸性

水解酶!其异常增多可能导致线粒体等细胞器结构的

破坏!引起细胞的凋亡!滕晓春等(

79

)通过高碘诱发

5ED4\

#

!

R#小鼠发生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炎!结果小鼠

甲状腺上皮细胞过氧体和次级溶酶体数量增多' 本实

验仅在优甲乐组中观察到溶酶体!而补中益气组中未

见!说明补中益气颗粒对甲状腺细胞超微结构有保护

作用'

>H'

大鼠甲状腺超微结构损伤明显!影响到甲状

腺正常功能和免疫状态!补中益气颗粒干预后!

>H'

大鼠损伤的甲状腺细胞超微结构改善明显!说明健脾

益气的中药具有改善甲状腺免疫功能的作用!而且可

以从超微结构上影响细胞器的形态功能以改善
\'

'

但改善细胞器损害的有效成分和作用靶点尚未明确!

是下一步探究的重点'

$致谢! 特别感谢中日友好医院王泰龄*王石麟*潘琳*

李鸿*郭静*李静*张雨婷等专家对本研究中光镜和电镜部分提

供的指导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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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第
7=

次荣获$百种中国杰出学术期刊%

!"78

年
77

月
78

日"中国科技论文
!"76

年统计结果在京发布% (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被收录为*中国科技核

心期刊+并再次荣获*百种中国杰出学术期刊+%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每年出版(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发布中国科技论文与引文数据库收录的中国科技论

文核心期刊的二十余项文献计量指标"从
7888

年开始以此为基础"研制了中国科技期刊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对期刊进

行综合评定%

!"76

年引证报告中"(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在中西医结合期刊中总评分排名第
7

"与去年一致'影响因

子排名第
7

"较去年提升
7

名'总被引频次排名第
!

"与去年一致%

!""!

年开始"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每年评选一

次百种中国杰出学术期刊% 此次是(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自
!""!

年首次评选以来"第
7=

次入选"充分彰显我刊的

学术影响力%

杂志的发展离不开广大作者&读者以及专家的大力支持"在此表示由衷的感谢% 杂志也愿与广大科研工作者一起

努力"共同促进中西医结合事业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