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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列汤对实验性慢性非细菌性前列腺炎大鼠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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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细胞平衡的影响"

#

!邱永生!周誽!余锦屏!常爱玲!姚丽琴!胡明芳!李猛!林桂香!吴林红!!江西省上饶曙光医院

上饶市前列腺研究所!上饶 ''()))"

摘要!目的!观察前列汤对实验性慢性非细菌性前列腺炎"*+,#大鼠"#

$

%"#

&

细胞平衡的影响$探讨前列汤治疗慢性非细菌性

前列腺的作用机理% 方法!采用前列腺腹叶注射角叉菜角的方法$建立 *+,大鼠模型% 用前列汤按 $) -.%"/0&1#灌胃"*

组#$并与模型对照组"2组#及正常组"+组#作对照% 分别在给药后第 ') 天后$采用流式细胞术检测各组动物外周血 *3

4

'

'

*3

5

6

'"细胞内细胞因子干扰素
!

"789:

!

#和白细胞介素 (" 7.:(#的表达$分别代表"#

$

和"#

&

细胞$测定各自在淋巴细胞所占

比例$计算"#

$

%"#

&

比值% 结果!与+组相比$2'*组"#

$

细胞数均升高$"#

$

%"#

&

比值升高$差异有显著性"!;)<)=#$"#

&

细

胞数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组与2组相比$"#

$

细胞数下降$("#

$

%"#

&

比值下降$差异有显著性"!;)<)=#% 结论!

"$#模型组"#

$

%"#

&

比值明显升高$支持慢性非细菌性前列腺炎发病中存在"#

$

%"#

&

比值失衡学说% "&#前列汤选择性降"#

$

数量$逆转失衡的"#

$

%"#

&

比值是其治疗慢性非细菌性前列腺炎的重要机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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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衡

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

!!自 $A6@ 年 BCD-EFF 等#$$发现 *3

4

(

"细胞按其分泌的

细胞因子可分为"#

$

和 "#

&

型以来%人们对 "#

$

%"#

&

细胞失

衡与众多免疫性疾病的关系研究日益深入& 近年免疫因素

与前列腺炎的关系日益受到重视& 本实验通过前列汤对实

验性慢性非细菌性前列腺炎!*+,"大鼠 "#

$

%"#

&

平衡的影

响%探讨前列汤治疗慢性非细菌性前列腺的作用机理&

$!材料

$<$!动物

清洁级 G3大鼠%雄性%@ 月龄%体重 $6) H&&) 0%由南昌

大学动物中心提供!医动字'第 )&$A@:)& 号"& 常规分笼%室

温 && H&= I%相对湿度 =)J%光照时间 $= 小时%自由进食饮

水&

$<&!药物

前列汤中药复方!黄芪 $& 0(赤芍 $= 0(桃仁 $) 0(红花

$= 0(柴胡 @ 0(川牛膝 $) 0(王不留行 &= 0(败酱草 $= 0(车前

子 $= 0(丹参 $) 0(延胡索 $) 0(栀子 $) 0(黄柏 $) 0(石菖蒲

$) 0(远志 $) 0(生地 $= 0(三七粉 $) 0(炮甲珠 $) 0"%药材购

自上饶市曙光医院药剂科%由上饶市曙光医院制剂室制备成

水提液%含生药 &<) 0%-.&

$<'!试剂和仪器

细胞表面标记抗体 *3':"*单克隆抗体!BK+L"(*3

5

6

异硫氰酸荧光素!87"*"!*3

5

6

87"*"BK+L(细胞因子抗体抗

大鼠7.:(:,M(抗大鼠789:

!

:,M(相应的同型对照及8NOP,QR-

破膜剂均由美国*ESTE0公司提供& 佛波醇乙酯!,B+"(离子

霉素! NCFC-UKNF"(蓝菌素 +!2RQVQS1NF+%28+"均购自美国

GN0-E公司& ?,B7$@() 购自 WNLKC公司& 流式细胞仪为美

国2QKTCF 3NK/NFDCF公司%8+*G*EF流式细胞仪!氩离子激光

器功率为 $= -X%激发光波长为 (66 F-"& *Y

&

培养箱!8CR:

-E'$&$ 型"&

&!方法

&<$!*+,大鼠模型的制备

将大鼠随机分为正常组 !+组"(哮喘组!2组"(前列汤

组!*组""%每组 $) 只& 大鼠在清洁级实验动物房适应性饲

养 $ 周后%除+组外%其余各组小鼠按参考文献#($将实验

G3雄性大鼠分别称重%用 $)J水合氯醛!'=) -0%/0"腹腔麻

醉%备皮%无菌条件下取下腹正中切口%直达腹腔%棉签轻轻

挑起膀胱%暴露附于膀胱颈外侧的前列腺%于左(右侧腹叶注

入 $J角叉菜胶生理盐水溶液 )<)=-.%缝合腹壁肌肉皮肤%

术后连续 ' 天大鼠肌肉注射庆大霉素!)<$ -.%只"预防感

染%放回鼠笼%正常清洁饲养&

&<&!灌胃给药

于角叉菜角造模术 $ 周后%以体质量计算%为临床人用

)&&)

!"#$%&'#"()*%$+ (,-*$.#-#(%$+ /0#%12131.#/#%1

"

基金项目'江西省上饶市科委 &))6 年社会发展指导性科技项目!)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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剂量的 $) 倍*每只大鼠按每 $)) 0体质量灌胃 $ -.%于造模

术后 () 天后%每天 & 次& 对*组连续灌胃给前列汤 ' 周%同

时+组和2组给予 A<) 0%.的氯化钠注射液%按 &) -.%/0剂

量%每天 & 次&

&<'!取材和测定

&<'<$!取材!给药 ') 天结束次日%股动脉放血处死大鼠%

同时并取得肝素钠抗凝的新鲜外周血 ' -.*剖取大鼠前列腺

右叶%在匀浆机中组织匀浆% 5') I保存*剖取大鼠前列腺

左叶迅速放入含有 $%$))) 3M,*的 (J多聚甲醛 )<$B,2G

固定液中固定& 室温下经梯度酒精脱水%二甲苯透明%浸蜡 &

小时后石蜡包埋%以备切片用&

&<'<&!流式细胞术测定外周血的比率!!$"细胞培养及活

化& 取肝素钠抗凝的新鲜外周血 $))

"

.%加入 ?,B7$@() 培

养液 $))

"

.混匀& 分别加入刺激剂,B+和7CFC-UKNF%使其

终浓度分别为 &= F0%-.和 $

"

0%-.%同时加入工作浓度为

$)

"

0%-.的蛋白转运阻断剂28+%未刺激对照组只加 28+%

不加刺激剂%混匀后细胞在 'Z I(=J*Y

&

培养箱中培养 (

小时&

!&"细胞表面抗原标记(破膜及胞内细胞因子染色' 在

试管中加入 $)

"

.*3' "*和 $)

"

.*36 87"*%各管分别加

入 $))

"

.培养全血%混匀%室温暗处孵育 $= 分钟*用破膜剂

!8NOP,QR-中的+液"$))

"

.固定*再加入 ' -.[\Z<()<)$

-CS%.,2G缓冲液%混匀%分成 +$(+& 两管%$&)) 转%分钟离

心 = 分钟%弃除上清%每管加入 =)

"

.8NOP,QR-中的 2液破

膜和溶血%孵育 = 分钟%然后各管中分别加入 $)

"

.抗大鼠

789:

!

,M及 $)

"

.抗大鼠7.:( ,M%室温暗处孵育 $= 分钟%每

管加入 $<= -.,2G%$ &)) 转%分钟离心 = 分钟%弃上清%)<=

-.,2G重悬细胞%& 小时内上机检测&

!'"数据获取及分析 用*3

4

'

*3

5

6

设门来圈定*3

4

(

"细

胞群%收集 $ ]$)

( 个细胞%用 *QSŜ_QDT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得出"#

$

!*3

4

'

*3

5

6

%789

!

4"和 "#

&

!*3

4

'

*3

5

6

%7.5( 4"的

百分率及"#

$

%"#

&

细胞的分布&

&<(!统计学分析

数据以
$

4̀ 5表示%用 G,GG$$<) 统计软件进行配对 6检

验%!;)<)=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见表 $&

表 $!给药 ') 天后各组大鼠外周血

"#

$

%"#

&

所占淋巴细胞比率和"#

$

%"#

&

比值表"

$

4̀ 5#

组别 例数 "#

$

!J" "#

&

!J" "#

$

%"#

&

+ $) $$<&) )̀<6Z Z<'= $̀<$A $<=@ )̀<'6

2 $)

&)<Z) &̀<$A

%

@<(@ )̀<A$

&

'<&( )̀<('

%

* $)

$'<&A $̀<Z6

'

@<A' )̀<Z(

&

$<6$ )̀<ZZ

'&

!!

%

与+组比较%!;)<)=*

&

与+组比较%!>)<)=*

'

与 2组比

较%!;)<)=&

(!讨论

机体维持正常的免疫功能状态%有赖于各种免疫细胞

!特别是"细胞亚群"之间的相互协调或相互制约%以产生适

度的免疫应答%使之既能清除异物抗原%又不损伤机体自身

组织& "#

$

%"#

&

亚群的区"#

$

型与"#

&

型免疫应答之间存在

着交互的负反馈作用%调节着正常免疫平衡%负反馈的调节

通常是靠细胞因子的产生来起作用的%即一型 "\细胞释放

的细胞因子可以下调另一型细胞的功能& "#

$

细胞产生的

789:R可抑制"#

&

类细胞因子的产生%"#

&

类细胞产生的 7.:(

和7.:$) 则可下调 "#

$

细胞的功能%两者相互作用%相互影

响%在免疫应答中发挥中心调节作用& "#

$

%"#

&

亚群的区分

极大地提高了人们对细胞因子网络的认识%在生理条件下%

机体"#

$

%"#

&

细胞的免疫功能处于动态平衡状态%一旦这种

平衡发生偏离%机体就会趋向疾病状态& 如果能人为地选择

性诱导或调控"#

$

%"#

&

细胞的免疫反应%促使 "#

$

%"#

&

细胞

反应的动态平衡%则将十分有利于疾病转归& 男性生殖道是

一个免疫优势部位%自身免疫和"细胞增殖反应可能参与了

*+,%*,,G的发病过程%*+,%*,,G 可能与自身免疫导致的

生殖系统!包括前列腺"损伤有关%而泌尿道感染(急性细菌

性前列腺炎和创伤等是其加剧因素&

中医学将本病归于+白淫,(+浊,(+精浊,(+淋证,范畴&

前列汤是根据本病病因病机特点---肝郁肾虚%相火妄动%

致精窍封藏及疏泄无权* 从而导致湿热(败精瘀阻精室%蕴

久酿毒%阻于经络%气血凝滞而制定& 方中车前子(黄柏(败

酱草清热利湿%加上石菖蒲(远志开窍导浊%可使前列腺的炎

症肿胀消退及前列腺液的排出*黄芪(延胡索行气活血%三

七(丹参(赤芍解毒活血%炮甲珠(桃仁(红花(王不留行瘀

通络%活血化瘀通络%改善前列腺的血液循环%畅通络脉之瘀

阻%缓解本病疼痛和!或"不适*生地补肾益精可调节机体内

环境%其与黄芪合用可提高机体免疫能力%特别是恢复和增

强前列腺局部免疫功能*柴胡舒肝解郁%且会同川牛膝引诸

药而达病所& 诸药合用%共奏清热除湿(行气活血(祛瘀补

肾(通窍导浊之功%而使湿毒得清%气血畅行%从而取得满意

的疗效&

在研究前列汤治疗与 "#

$

%"#

&

漂移的相关性时%通过采

用流式细胞术%在单个细胞水平研究了外周血 *3

4

(

"#

$

(

*3

4

(

"#

&

细胞内798

!

和7.5( 4的分泌情况%结果表明%在模

型组%"#

$

!*3

4

(

798

!

4"所占比例明显上调%"#

$

%"#

&

比值升

高%同正常组相比差异显著!!;)<)="* 而 "#

&

!*3

4

(

7.5(

4"虽有下调%但同+组相比%无统计学意义!!>)<)="&

综上可知%前列汤能在单个细胞水平下调 "#

$

%"#

&

比

值%对*+,大鼠"#

$

%"#

&

细胞漂移起到恢复作用%这可能是

其治疗*+,的机理之一%但前列汤对"#

$

%"#

&

漂移影响的具

体作用机制%还有待对调控 "#

$

%"#

&

平衡的相关基因%以及

特异性转录因子":LQT和W+"+:' 等#&$的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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