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胃痞汤对慢性萎缩性胃炎大鼠作用的实验研究

赵!敏!单!亮!李!强

摘!要!目的!探讨健脾化瘀解毒复方胃痞汤对慢性萎缩性胃炎 #?F-$模型大鼠胃黏膜上皮细胞病理改变的影响"

方法!采用致癌化学物质 =_甲基 _=o_硝基 _=压硝基胍配合饥饱失常(耗气泻下法建立 ?F-脾虚模型" 采用免疫组化法

检测胃黏膜萎缩(肠上皮化生等病理变化" 结果!模型对照组胃黏膜萎缩(肠上皮化生均较正常组明显增加#%l&<&"$' 胃痞汤

预防组(高(中(低剂量组较模型对照组明显降低#均 %l&<&"$" 结论!胃痞汤防治 ?F-的作用机制与其通过降低胃黏膜萎缩!

肠上皮化生有关!对萎缩发生有一定的治疗作用"

关键词!慢性萎缩性胃炎!健脾化瘀解毒法!胃痞汤!胃黏膜萎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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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萎缩性胃炎 #?F-$是公认的胃癌前疾病!

由于病程较久!疾病多由实转虚!以虚症和虚实夹杂

症最常见" 建立稳定可靠的动物模型是对 ?F-进行

深入研究的关键" 建立 ?F-病症结合模型来研究健

脾化瘀解毒法对 ?F-大鼠的影响!可望为 ?F-的病

理和治疗研究提供有用的工具" 为进一步探讨其作

用机制!笔者进行了健脾化瘀解毒复方胃痞汤对

?F-模型大鼠胃黏膜上皮细胞病理改变影响的实验

研究!报告如下"

材料与方法

"<材料'#"$实验动物'清洁级 XM6INR大鼠 "&& 只!由安徽

医科大学实验动物中心提供!体重 "+& 0"(&P!雄性" #+$饲

料'清洁级动物专用饲料!由南京中医药大学实验动物中心提

供" #$$造模试剂及药物'=_甲基 _=o_硝基 _=_亚硝基

胍#2==-!=_K3IVQ;_=o_8MIR:6:P7N8M4M83$!由日本东京株

氏会社提供#纯度 ##,$" 小承气汤!健脾化瘀解毒复方胃痞

汤由安徽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植物药深加工中心提供!主

要由黄芪 (& P(白术 $& P等药物组成"

+<方法'#"$?F-动物模型的复制'参照文献,"-方法!采

用 2==-饮用液自由饮用法造模" 将实验动物随机分为 $

组" 对照组正常喂养!模型组和预防组以 2==-饮用液代替

饮用水!每天更换!让大鼠尽量饮用" #+$脾虚造模'采用饥饱

失常加耗其泻下法造模!参照文献,+-方法加以改良" 实验第

* 周开始模型组开始采用隔日喂食!自由饮 2==-饮用液"

实验第 % 周开始!采用小承气汤液灌胃!+ 毫升>#只)天$"

#$$分组与给药方法'清洁级 XM6INR大鼠 "&& 只!由安徽医科

大学实验动物中心提供!合格证'皖医实验动物准第 &" 号"

随机分为正常对照#对照$组 "& 只+?F-脾虚模型#模型$组!

胃痞汤高(中(低剂量组!维霉素组!每组各 "* 只" 胃痞汤预

防组从造模开始即按 "*P>\P#相当于成人用量的 '<* 倍$!+

毫升>#只)天$胃痞汤灌胃!含原生药 "<*P" 预防组不进行

脾虚造模!实验第 ) 周末!禁食禁水 "+V 后处死!做病理观察!

结果见胃黏膜腺体萎缩!出现肠化生或不典型增生!表明造模

成功" 将模型组随机分为 $ 组!即胃痞汤高(中(低剂量组"

于第 # 周开始灌胃!对照组灌胃 &<)*,氯化钠液!+ 毫升>

#只)天$+高剂量组按 $&P>\P#相当于成人用量的 "* 倍$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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胃 + 毫升>#只)天$!含生药量 $P+中剂量组按 +&P>\P#相当

于成人用量的 "& 倍$灌胃 + 毫升>#只)天$!含生药量 +P+低

剂量组按 "&P>\P#相当于成人用量的 * 倍$灌胃 + 毫升>#只)

天$!含生药量 "P" 维霉素组按 &<+P>\P灌胃 + 毫升>#只)

天$!灌胃共 ( 周!于第 "+ 周末!禁食禁水 "+V 后处死" #($标

本制备'脱颈椎处死动物!剖取全胃!沿胃大弯剪开!取腺胃各

部组织!"&,中性甲醛固定!梯度乙醇脱水!二甲苯透明!石蜡

包埋" 常规切片!切片厚度 ( 0*

0

K" 苏木精 _伊红 F][

/D+W*/FC 和中性红染色" 具体操作见文献 , $ -!UL2/AC

]c%& 常规光学显微镜下行切片观察!包括'胃黏膜萎缩(肠化

生" 萎缩(肠化生等病理学诊断由安徽医科大学病理学教研

室老师盲法作出" 病理图片见图 "#D3! n+&&$"

图 I AI6模型组#黏膜上皮不完整!黏膜腺体有不同程度的萎缩!腺体间隙增宽!腺体体积缩小!可见较多炎

细胞"$图 I A!6正常组#胃黏膜上皮细胞完整!上皮细胞多呈单层柱状排列!腺体排列整齐!大小基本一致!

未见炎细胞或仅少量散在淋巴细胞浸润"$图 I AJ6大剂量组#腺体密集(排列整齐!部分腺腔有轻度扩张!

炎细胞浸润不明显"$" 图 I AK6中剂量组 #腺体排列整齐!部分腺腔有轻度扩张!炎细胞浸润不明显"$

图 I AQ6小剂量组#腺体较密集!排列较规则整齐!腺体间隙略增宽!可见少量炎细胞浸润"$图 I AY6对照

组#可见腺体数量减少!体积较小!排列稀疏!间质有慢性炎细胞浸润$

!

!!$<统计学处理方法'采用 C/CC "(<& 软件进行数据统计"

各组的萎缩数(肠化生数进行
!

+

检验!各组萎缩程度进行多组

间比较的秩和检验"

结!!果

"<各组大鼠一般表现'?F-脾虚模型大鼠逐渐有

毛色枯槁无泽!易脱落!拱背!肛周污染!食量减少!喜

扎堆!耳色淡白!体形偏小" 正常组及预防组未出现

上述情况" 胃痞汤高剂量组在灌胃 + 周后症状改善!

治疗 ( 周后基本恢复正常" 中(低剂量组虽有不同程

度恢复!但不及高剂量组" 各组胃黏膜萎缩和肠化生

数的比较结果见表 ""

+<各组胃黏膜萎缩程度的比较'结果见表 +"

将各组萎缩程度发生鼠数做多组间比较的秩和

检验!其
!

+

m%&<)&!%l&<&"!说明各组间存在有统计

学意义的差距" 为进一步分析!做两组间的比较!

?F-脾虚模型组与对照组相比!

!

+

m+"4+"!%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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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I6各组胃黏膜萎缩和肠化生数的比较,*#,$-

组别 动物数 萎缩数 肠化生数

模型组

胃痞汤

!预防组

!高剂量组

!中剂量组

!低剂量组

对照组

"*

"*

"*

"*

"*

"&

"(##$<$$$

+#"$<$$$

2

+#"$<$$$

2

(#+%<%'$

2

*#$$<$$$

&#&<&&$

2

"&#%%<%'$

&#&<&&$

2

+#"$<$$$

2

(#+%<%'$

2

*#$$<$$$

&#&<&&$

2

!!统计方法
!

+

!

2与模型组比较!%l&<&"

表 !6各组胃黏膜萎缩程度的比较 #*$

组别 动物数 正常 轻度萎缩 中度萎缩 重度萎缩

模型组

胃痞汤

!预防组

!高剂量组

!中剂量组

!低剂量组

对照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说明造模成功" 预防组及各剂量治疗组与模型组相

比!

!

+

分别为 +"W(#( +"W(#( "'W&&( "(W&%!均 %l

&W&"!说明中药胃痞汤不仅能防止胃黏膜的萎缩!同

时能明显改善胃黏膜的萎缩程度!以正常或轻度病

变为主"

讨!!论

?F-是中医在临床治疗上较有特点和优势的病

种之一" 胃痞汤是治疗 ?F-的经验方!对于该病的

治疗!主张%虚& %瘀& %毒&的相互作用!其本为虚!其

标为瘀(毒!在发病过程中三者又相互影响!基于这一

认识!在多年临床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健痞化瘀解毒

这一治法!并精选药物组方而成治疗 ?F-的有效中

药复方制剂!该方治疗 ?F-!可明显改善各种临床症

状!其临床疗效得到胃镜!病理等检测的证实"

2==-是一种较强的化学致癌剂!能够直接作用于胃

黏膜引起癌变的致癌剂!其致癌机制可能是导致细胞

.=F的损伤!致 .=F的甲基化而引发癌变
,$!(-

!常用

来诱发实验性胃癌及癌前病变" 目前对 ?F-模型的

报道较多!但造模时间较长!费用较高!动物的死亡率

也较高!对 ?F-病症结合模型的研究较少
,*-

" 用

2==-制作胃腺癌模型时!未癌变的大鼠胃黏膜则出

现萎缩!肠上皮化生及不典型增生等 ?F-癌前病变

的表现
,%-

"

复制出的 ?F-模型!其病理改变较为典型!在此

基础上配合饥饱失常及耗气泻下法造成脾虚模型
,'-

"

从病理及大鼠一般表现说明造模成功" 为今后临床

及药理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造模成功的同时!观

察了胃痞汤对 ?F-模型的预防及治疗作用" 发现

?F-预防组胃黏膜上皮基本完整!腺管排列整齐!部

分胃窦黏膜较薄!胃小凹下陷!多数腺管上皮细胞大

小一致!胃黏膜萎缩(肠化生及两者并见的出现率也

较低" 表明胃痞汤能预防致癌化学物质对大鼠胃黏

膜的伤害!能有效防止发生萎缩!甚至癌变" 这体现

了肿瘤防治的最佳模式!早期发现前期病变并进行有

效的早期干预" 同时胃痞汤对已发生胃黏膜萎缩的

大鼠有较好的治疗作用!?F-胃痞汤高剂量治疗组胃

黏膜上皮基本完整!脉管排列整齐!部分胃窦黏膜较

薄!胃小凹下陷!多数腺管上皮细胞大小一致!其中(

低剂量组也有不同的作用" 胃黏膜萎缩(肠化生及两

者并出现率也较低" 说明胃痞汤能预防胃黏膜萎缩

的发生!并能逆转已发生的萎缩!从而阻止其发生癌

变"

实验表明胃痞汤不仅能预防致癌化学物质对大

鼠胃黏膜的伤害!而且能逆转已发生的萎缩" 对临床

上用此法治疗 ?F-患者后复查胃镜!亦能达到此效

果" 其作用机制将在以后的实验中进一步探讨"

参考文献

"!李兰珍!朱向东!段永强!等<胃炎灵对慢性萎缩性胃炎大鼠胃组织

氧化与抗氧化系统的作用 ,1-<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

#$$ '")% _")'

+!徐珊!周嘉鹤!王常松!等<慢性萎缩性胃炎证病结合模型的复制

,1-<中国中医药科技!+&&)!"*#"$ '% _)

$!赵岩!傅兵!赵大华!等<萎胃康颗粒剂治疗慢性萎缩性胃炎的实验

研究,1-<中国中西医结合消化杂志!+&&)!"%#($ '++# _+$"

(!林一帆!王成利!王阳!等<加味四君子汤对 2==-诱导大鼠胃癌的

预防作用,1-<中国中西医结合消化杂志!+&&%!"(#*$ '+#" _+#$

*!王伟!朱方石!吴晓燕<慢性萎缩性胃炎中医药治法分类研究,1-<

世界华人消化杂志!+&&)!"%#$+$ '$%#+ _$%#*

%!岳双冰!张仲海!马经野!等<大鼠慢性萎缩性胃炎癌前病变血瘀积

证模型的研制,1-<中国中西医结合消化杂志!+&&#!"'#+$ '"+$ _

"+*

'!史斌!周俊琴!李赫楠!等<解毒活血方对萎缩性胃炎大鼠胃动素含

量的研究,1-<时珍国医国药!+&&#!+&#%$ '"(&% _"(&'

#收稿'+&&# _"+ _+#$

#修回'+&"& _&( _&'$

))#)

!!专题研究!

1234 536!178 +&"&!9:;<$# =:<%!!


	YXYJ06 96
	YXYJ06 97
	YXYJ06 9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