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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宫内膜异位症的免疫学机制及中医药治疗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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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子宫内膜异位症是一种自身免疫性疾病! 中医药治疗主要针对自身免疫性疾病的性质"以调节免疫及内分泌功能为

主! 将近年来有关子宫内膜异位症发病机制中的免疫学研究进展及中医药治疗方面做了综述"为中西医结合治疗本病的进

一步研究提供理论平台!

关键词!子宫内膜异位症#免疫学机制#中医药疗法

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

!!子宫内膜异位症!+,-#是育龄妇女常见的良

性疾患$发病率有逐年增加的趋势$但其发病机制尚

未完全阐明% 大量研究表明$患者既有细胞免疫功

能的缺陷$又可有体液免疫应答反应的增强$因而认

为+,-的发生可能与患者免疫功能异常$尤其是维

持自身稳定的免疫监视及防御功能缺陷有关% 中医

药治疗主要针对自身免疫性疾病的性质$以调节免

疫及内分泌功能为主% 本文就 +,-发病机制中的

免疫学研究进展及中医药治疗方面做一综述%

"!+,-患者免疫功能的改变

"$"!体液免疫的改变!+,-患者血中的免疫球蛋

白升高&多克隆 .细胞活化&出现多种自身抗体$如

抗子宫内膜&抗卵巢组织的自身抗体及抗组蛋白&抗

磷脂&心脂类抗体及抗多核苷酸抗体效价都明显升

高% 由此自身抗体水平可以作为 +,/的一种非创

伤性诊断指标'"(

% 关于抗子宫内膜抗体与 +,/的

关系有大量报道$抗子宫内膜抗体01,在 +,/患者

中明显高于对照组% 还有研究表明'#(

$+,-患者抗

碳酸酐酶的自身抗体出现频率较高$在合并不孕的

患者中更高%

这些自身抗体与+,/发病的因果关系$目前尚

有争议% 但近年来认为'2(

$异位症患者体液免疫异

常是继发于细胞免疫功能缺陷$各种免疫细胞及其

分泌的细胞因子在 +,-的病理生理中起着更为重

要的作用%

"$#!细胞免疫的改变

"$#$"!自然杀伤细胞!34"活性降低!56/789:;<=>

等'?(提出$外周血的细胞毒作用主要是由 34细胞

介导的$34细胞对子宫内膜细胞特异性识别和溶

解作用的缺陷$可能是异位症发病机制中的关键环

节之一% 有资料表明$+,-患者外周血及腹水中

34细胞的细胞毒活性显著下降'?$@(

$且期别越晚下

降越明显'@(

% 34细胞活性降低导致子宫内膜组织

的异位种植$34细胞又能调节 .淋巴细胞分化和

免疫球蛋白产生$从而引起体液免疫功能异常'&(

%

"$#$#!-淋巴细胞异常!-淋巴细胞是机体产生

特异性免疫应答的重要细胞% 异位症患者外周血淋

巴细胞总数及免疫细胞亚群的构成比例似乎没有变

化% 然而它与子宫内膜细胞之间的相互作用却已明

显改变% 正常妇女外周血淋巴细胞可以识别子宫内

膜细胞及其抗原并发生相应的增殖反应% 但在异位

症患者中$外周血淋巴细胞对自身内膜抗原的识别

能力下降"同时$对自身内膜细胞的细胞毒作用亦明

显减弱')(

%

"$#$2!巨噬细胞!,

!

"异常!,

!

作为腹腔非特异

性免疫的主要组成部分$构成了清除腹腔中抗原的

第一道防线$在维持腹腔环境稳定中具有重要的作

用% 研究表明 +,/患者腹腔液中 ,

!

数目和活性

增加$同时其产生的生长因子及细胞因子也增

加'A(

% 过去 #% 年对 ,

!

所产生的生长因子及细胞

因子在+,/发生&发展的作用也有大量研究报道认

为$他们可刺激内膜细胞或组织的生长$通过调节基

质金属蛋白酶增加异位内膜的锚定功能$并增加异

位内膜的血管形成% 同样激活的,

!

通过释放细胞

因子及生长因子对+,/的发生&发展起重要作用%

"$#$?!细胞因子及炎性介质的异常!+,-患者腹

腔液内诸如白细胞介素B"&#&&&A&"#&"2!0CB"&#&&&

A&"#&"2#等多种成分均增加$从不同的角度激活 -

和.淋巴细胞$介导免疫和炎性反应$导致局部粘

连形成$促进细胞的分化和增殖''(

% 许多学者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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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患者及不明原因不孕患者腹腔液肿瘤坏

死因子
"

!-3FB

"

#明显高于正常人群$并且随病变

程度加重而升高'"%(

% -3FB

"

浓度增加可刺激子宫

内膜间质细胞合成 0CB" 和 0CB& 增加$与 +,-的发

展呈一致关系% 此外$在异位症患者腹腔液中也观

察到$蛋白裂解酶&补体及前列腺素 F# 等水平均升

高%

#!中医药从免疫学角度治疗+,-的临床研究进展

+,-属中医学*痛经+&*瘕+&*无子+&*月经

不调+等范畴% 近年来中医对+,-的病因病机进行

研究$多数认为本病与血瘀有关$血瘀的成因有倾向

于气滞&寒凝&气虚&热郁&肾虚的不同% 各位医家从

不同角度用活血祛瘀类中药治疗对于患者免疫功能

的影响屡有报道%

#$"!理气化瘀$消止痛!+,-病灶的周期性出

血坏死$在中医认为为*离经之血+% *离经之血+蓄

积于下焦$血壅滞而成瘀$则气亦必运行不畅$气滞

血瘀$往往互相搏结$故活血化瘀方中多须行气$瘀

既属有形之邪$容易结成肿块瘕$故化瘀方中常须

兼用软坚散结之品% 陈氏等'""(通过动物实验证实

子宫内膜异位症!+,G#免疫功能的紊乱$并从免疫

的角度深入研究中药复方妇痛宁!三棱&莪术&丹

参&细辛&延胡索&川楝子&皂角刺&鳖甲&薏苡仁&海

藻等#治疗 +,-的疗效机制$妇痛宁降低了血清

01H&01*&01,!3I%$%@&3I%$%"&3I%$%"#"提高了

JK

?

比例!3I%$%@#"降低了腹腔液巨噬细胞吞噬

率&0CB"&-3F分泌水平!3I%$%"#%

#$#!活血化瘀$清热解毒!宋氏等'"#(认为 +,-患

者由于素体阳盛或过食辛辣$或五志过级$气郁化

火$致邪热内盛$热伏冲任血海$灼伤津液$血变粘

稠$运行不畅而成瘀血$遂生诸症% 故采用活血化

瘀&清热解毒之法$用红藤&败酱草&薏苡仁&桃仁&生

牡蛎&丹参&延胡索等治疗 +,-$总有效率为

'"E&L% 实验研究表明$该方能降低血 J*"#@ 水

平$并使+,*M转阴率达 A"$@L% 王氏'"2(单用或在

复方中应用具有活血散瘀清热解毒功效的马鞭草$

不仅可以明显缓解痛经$还可使巧克力样囊肿缩小$

且不影响月经周期%

#$2!化瘀通腑法!由于 +,-的病变部位在下焦$

局部瘀血留滞日久而渐以成 $影响下焦脏腑之气通

畅$下焦脏腑之气失畅反过来影响气血的运行% 因

此治疗上除活血化瘀外$还须通腑% 根据此治则组

方内异方,大黄&鳖甲&琥珀等$临床治疗患者数百

例$取得了满意的疗效% 研究'"?$"@(表明,内异方可

显著降低+,-患者经期外周血 NH+

#

&NHF

#

"

水平$

提高 &B酮BNHF

"

"

O-P.# 比值及外周血&下丘脑
#

B+N

水平"显著降低+,-腹腔巨噬细胞数量及巨噬细胞

在CNG刺激下产生的0CB& 水平$增加红细胞免疫功

能$提高脾淋巴细胞 0CB# 生成量&腹腔巨噬细胞在

CNG刺激下产生的0CB"% 水平% 由此达到缓解痛经$

改善+,-患者的免疫功能及盆腔内环境$纠正+,-

患者的内分泌紊乱的作用%

#$?!益气活血化瘀!+,-的病机可以是气虚血

瘀% 由于气虚而导致气的推动作用减弱$形成气滞

血瘀$反过来气滞血瘀又加重了气虚"气虚而固摄失

常$血不循经$逆流腹腔$瘀积于内$引起 +,-的发

生% 陈晓平'"&(等用补阳还五汤原方!全当归 ?% 1$

川芎 2% 1$生黄芪 #% 1$桃仁 2% 1$地龙 #% 1$赤芍 ?@

1$红花 #% 1# 治疗 +,-患者 )% 例$总有效率

A?E2L% 该法可以明显降低血清免疫球蛋白及补体

J2 的水平$表明该法能纠正患者体内的免疫失衡状

态$有效地改善临床症状和体征%

#$@!温肾填精$活血化瘀!+,-的病变部位主要

在胞脉&胞络$*肾主生殖+&*胞络者系于肾+&*久病

伤肾+$故+,-的病变应与肾密切相关$肾阳不足$

任脉通畅乏力$经血易于积聚% 同时阳虚阴盛$阴盛

则寒$寒凝血瘀% 因此*血+的形成与肾阳关系密

切% 刘氏等'")(对于宫内膜异位症模型大鼠采用温

肾化瘀的治疗方法,川续断&仙灵脾&三棱&莪术&穿

山甲等#$发现该法能通过降低大鼠腹腔液升高的

-3FB

"

水平达到抑制异位内膜的生长"钱氏等'"A(对

+,-患者同样采用该法$可提高患者生殖内分泌激

素+

#

&CQ水平$降低 N(C水平和 JK

R

?

OJK

R

A

比值$

明显降低J

2

&J

?

水平$表明该法对+,-患者的内分

泌紊乱和细胞免疫系统有均衡调节作用%

2!问题和展望

近年来西医学研究本病深入到分子基因水平&

离体细胞培养模式等多样化的研究手段$对异位内

膜和在位内膜间的差异进行了更为广泛的研究"细

胞因子以及细胞免疫在发病中的作用越来越受到重

视% 然而$细胞因子种类繁多$其确切作用以及何种

因子起关键作用还亟待阐明%

中医药治疗+,-虽能取得一定的疗效$但目前

还存在着一些问题,!"#有关病因病机的认识尚未

完全统一$因而临床出现多种治则和方药的状况$有

必要对代表性治则治法作深入研究% !##许多临床

研究的诊断和治疗缺乏科学的对照$使结果难以重

复$降低了可信性% 临床观察的例数太少$全国范围

大规模&多中心的基于循证医学的临床研究亟待开

展$从整体上提高中医药的临床科研水平$避免低水

))))

涂轶佳等,子宫内膜异位症

的免疫学机制及中医药治疗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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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治疗失眠已有上千年的历史$而且有特

色$其疗效稳定$副作用小等优点发挥着重要作用$

尤其是近年来在对失眠的辨证分型及治疗$取得了

一些进展$现综述如下,

"!脏腑及瘀血论治

"$"!从肝论治!临床多用!丹栀#逍遥散&自拟疏

肝安神汤加减&龙胆泻肝汤等疏肝解郁$化火安神定

志治疗% 常用药物为柴胡&丹参&白芍&白术&酸枣仁

等% 现代研究表明柴胡具有抗惊厥$镇静的作用%

柴胡皂甙可能是通过提高脑内的与睡眠有关的神经

递质!@BQ-#的浓度$从而延长睡眠时间'"(

% 酸枣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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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皂苷可抑制正常小鼠及苯丙胺中枢兴奋小鼠的自发

平的重复和科研资金的浪费% !2#实验室研究多为

血液流变学&整体内分泌&机体免疫&前列腺素和整

体病理学变化方面的研究$围绕本病的分子和基因

水平&离体异位内膜细胞培养模型等方面的研究应

当加强% !?#顺应新的生物B心理B社会医学模式的

转变以及人们对生存质量的关注$应当逐步开展中

医药对患者生存质量的研究$充分体现中医药的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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