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薏苡仁酯对胶原诱导性关节炎小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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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研究薏苡仁酯对胶原诱导性关节炎!

.122,I8J ?JKL.8K ,-M/-?M?N

"

&(O

#小鼠外周血中

F1AG%

H

&C;

H

&C!9

H调节性
)

细胞!

)-8I

#的影响"探讨薏苡仁酯类风湿关节炎治疗中的可能机制$ 方法#从

!9

只小鼠随机选取
9

只为正常组"剩余
!"

只小鼠进行
&(O

造模$ 造模成功后随机分为造模对照组
#"

只及薏

苡仁酯组
#"

只$ 薏苡仁酯组予薏苡仁酯注射液
!9 >PEQI

"正常组及造模对照组注射生理盐水
!9 >PEQI

"均

每天腹腔内注射
#

次$ 共用药
!#

天$ 用药后对各组关节炎进行评分"计算关节炎指数"并应用流式细胞术测

定小鼠外周血
F1AG%

H

&C;

H

&C!9

H

)-8I

比例$ 结果#与正常组比较"造模对照组关节炎指数明显升高!

R S

"

!

"#

#" 薏苡仁酯组较造模对照组小鼠关节炎指数明显下降!

R S"

!

"#

#$ 与正常组比较"造模对照组
F1AG%

H

&C;

H

&C!9

H

)-8I

水平均明显下降!

R S"

!

"#

#" 薏苡仁酯组较造模对照组用药后
F1AG%

H

&C;

H

&C!9

H

)-8I

水平明显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R 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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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论#薏苡仁酯能上调
&(O

小鼠
F1AG%

H

&C;

H

&C!9

H

)-8I

比例"可能在
&(O

的发病中具有一定的免疫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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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风湿关节炎$

-/8L>,M1?K ,-M/-?M?N

"

UO

%是一种

以关节滑膜炎症为特征的慢性自身免疫性疾病' 炎症反

复发作致使患者疼痛难忍"还可导致关节内软骨和骨的

破坏"最终导致关节功能障碍"甚至致残' 近年来发现的

F1AG%

H

&C;

H

&C!9

H调节性
)

细胞$

)-8I

%可能在
UO

发病中起重要作用(

#

)

' 薏苡仁因具有健脾*补肺*清热*

利湿的功效"是治疗
UO

的常用中药之一"其活性成分薏

苡仁酯*薏苡仁油及总提取物均有抗肿瘤及免疫调节作

用(

!

)

' 因此"本研究将薏苡仁酯作用于胶原诱导性关节

炎$

.122,I8J ?JKL.8K ,-M/-?M?N

"

&(O

%小鼠"观察其对小

鼠体内
F1AG%

H

&C;

H

&C!9

H

)-8I

的影响'

材料与方法

#

#动物#

]RF

级
< a :

周
C6OE#

雄性小鼠
!9

只"体重$

#:

%

!

%

I

"购自上海斯莱克实验动物有限责

任公司"许可证号码#

]&b`

$沪%

!"#!

&

"""!

'

!

#药物#薏苡仁酯注射液$

#"" >PE

瓶" 浙江康

莱特药业有限公司生产"批号#

#;"#"%!

&

#

%&生理盐

水$

#"" >PE

袋"杭州民生药业有限公司生产"批号#

&#;";"%#

%'

%

#试剂及仪器#卡介苗购自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

定所"牛
!

型胶原$

&!

%购自
&/1JK-8A

公司"不完全弗

氏佐剂购自美国
]?I>,

公司&

OR&

"抗
&C; >O^

$

(IX!,

%*

R=

"

F1AG% >O^

均购于
86?1N.?8J.8

公司"

F))&

"抗
&C!9 >O^

$

(IX2

%购于
6?128I8JK

公司&红

细胞裂解液购自美国
6C

公司&流式细胞仪购自美国

68.Q>,J &1L2M8-

公司"型号为
=R(&] bP

'

;

#方法

;

!

#

#分组及造模方法#从
!9

只小鼠中按随机

数字表法选取
9

只为正常组"剩余
!"

只小鼠进行造

模' 具体造模方法为#取等体积
&!

与完全弗氏佐剂

#

'

#

混合"充分研磨至混合物完全乳化"以乳化物滴入

水中不松散为度$冰浴中操作%"取乳化后的
&!

于小

鼠尾根部皮内注射$

"

!

# >PE

只%"并使乳化物吸收完

全' 模型小鼠制备初次免疫$第
"

天%时每只小鼠尾

根部*背部多点$

; a9

点%皮内注射
"

!

# >P

乳化后
&

!

' 加强免疫$第
!#

天%"尾根部*背部多点皮内注射

同等剂量的该乳剂作为激发' 正常组正常饲养'

!"

只小鼠均造模成功"并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造模对照

组及薏苡仁酯组"每组
#"

只'

;

!

!

#给药方法#造模后$即第
!!

天%开始给药"

薏苡仁酯组予薏苡仁酯注射液
!9 >PEQI

每天腹腔内

注射
#

次$相当于成人用量的
#"

倍%' 正常组及造模

对照组注射生理盐水
!9 >PEQI

"每天腹腔内注射
#

次' 共用药
!#

天'

;

!

%

#关节炎指数检测#末次用药
!; /

后对各组

关节炎进行评分"按
9

级评分法(

%

)

#

"

分为无红肿&

#

分为红肿局限于
#

个足趾&

!

分为红肿多于
#

个足

趾&

%

分为红肿涉及所有足趾和足背&

;

分为整只爪子

和踝重度红肿' 按关节最重程度评分"不能重复评分"

因此每只小鼠关节评分总分不超过
#$

分' 计算各组

关节炎指数$关节炎指数
c

各组所有小鼠关节炎分数

的总和
E

该组小鼠的只数%'

;

!

;

#各组
F1AG%

H

&C;

H

&C!9

H

)-8I

的流式细

胞术检测 #末次用药
!; /

后用木槌击打小鼠头部处

死"各组小鼠眼眶取血"

=C)O

抗凝收集"分别取血

#"" "P

加入到含有
OR&

"抗
&C; >O^

*

R=

"抗

F1AG% >O^

*

F))&

"抗
&C!9 >O^

的离心管中震匀"

在
;

(下避光孵育
%" >?J

' 加入适量红细胞裂解液"

离心弃上清' 加入生理盐水同上进行离心"重复
! a

%

次"过滤后用流式细胞仪进行检测'

;

!

9

#统计学方法#利用
]R]] #!

!

"

软件进行统

计分析"各组数据以
A

%

N

表示"两组间采用两独立样本

M

检验"多组间两两比较采用方差分析"

R S"

!

"9

为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

#各组关节炎指数结果比较$表
#

%#实验用药

第
!!

天小鼠关节炎变化"造模对照组与正常组比较关

节指数明显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R S"

!

"#

%' 薏

苡仁酯组小鼠关节炎指数较造模对照组明显下降"两

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M c##

!

"#!

"

R S"

!

"#

%'

表
#

$各组小鼠关节炎指数结果比较$$

A

%

N

%

组别
J

关节炎指数

正常
9 "

)

"

%

"

)

"

造模对照
#"

#9

)

"

%

#

)

%%

!

薏苡仁酯
#"

:

)

$

%

#

)

!$

"

##注#与正常组比较"

!

R S"

)

"#

&与造模对照组比较"

"

R S"

)

"#

'

!

#各组
F1AG%

H

&C;

H

&C!9

H

)-8I

比例结果比

较$表
!

"图
#

%#与正常组比较"造模对照组
F1AG%

H

&C;

H

&C!9

H

)-8I

水平均明显下降"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R S "

!

"#

%' 薏苡仁酯组较造模对照组用药后

F1AG%

H

&C;

H

&C!9

H

)-8I

水平明显升高"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M c

&

"

!

#7!

"

R S"

!

"#

%'

讨##论

薏苡仁酯是中药薏苡仁中提取的有效成分"李大

鹏(

;

)

#7<9

年开始研究从薏苡仁中提取分离抗癌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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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各组
F1AG%

H

&C;

H

&C!9

H

)-8I

比例结果比较#$

d

"

A

%

N

%

组别
J

F1AG%

H

&C;

H

&C!9

H

)-8I

正常
9 #

)

<!;

%

"

)

$;"

造模对照
#"

"

)

##<

%

"

)

"%%

!

薏苡仁酯
#"

"

)

!!#

%

"

)

"!!

"

##注#与正常组比较"

!

R S"

)

"#

&与造模对照组比较"

"

R S"

)

"#

##注#

O

为造模对照组&

6

为薏苡仁酯组

图
#

$

F&+

检测用药后
F1AG%

H

&C;

H

&C!9

H

)-8I

比例

成分"发现薏苡仁中的薏苡仁甘油酯具有抗肿瘤作用"

又研制成功静脉注射用的+康莱特注射液,' 有研究

表明采用康莱特注射液治疗肿瘤"患者的免疫状况有

所提高(

;

)

'

)-8I

表面高表达
&C!9

分子"只有
&C!9

高表达的细胞才是
)-8I

"这类细胞具备人叉头型基因

R%

$

F1AG%

%表达"

F1AG%

是
)-8I

最关键的细胞内标

志物"是鉴定
)-8I

的标志(

9

)

' 有研究表明
UO

患者中

F1AG%

H

&C;

H

&C!9

H

)-8I

较健康人群明显下降(

$

)

"

因此"上调
UO

患者体内
)-8I

能阻止或延缓骨破坏进

展(

<

)

' 目前
UO

治疗中常用的改善病情类药物不良反

应大"因此使用低毒且有效控制
UO

关节破坏的中药

非常重要'

中药薏苡仁其性凉味甘淡"具健脾渗湿*除痹止泻*

清热排毒之效"且无毒性"因此本实验将薏苡仁中的提取

物薏苡仁酯注射液用于
UO

的动物模型
&(O

小鼠"发现

薏苡仁酯作用于
&(O

小鼠后可使
&(O

小鼠体内原本下降

的
F1AG%

H

&C;

H

&C!9

H

)-8I

水平升高"与造模对照组

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R S"

!

"#

%"同时小鼠关节炎症

状逐渐得到改善"在治疗
!#

天后比较"薏苡仁酯组关节

炎症指数较造模对照组明显好转$

R S"

!

"#

%' 可见薏苡

仁酯存在上调
&(O

小鼠
F1AG%

H

&C;

H

&C!9

H

)-8I

比例

的作用"其在治疗
UO

中可能存在免疫调节作用' 但是

仍不清楚薏苡仁酯是否能控制
UO

关节破坏以及抑制相

关炎症因子"故还需更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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