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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研究夏枯草对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炎"

!XC

#大鼠促甲状腺激素"

C7$

#%甲状腺球蛋白抗

体"

C0!F

#与甲状腺过氧化物酶抗体"

C4[!F

#及辅助性
C

细胞"

CH

#相关细胞因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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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扰素"

XT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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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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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细胞介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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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白细胞介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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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调节作用!探讨夏枯草的作用机制!为临床运

用提供理论基础$方法
"

将
(*

只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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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雌性
7#

大鼠随机分为空白组%模型组%西药对照组"硒酵母组#%夏枯

草组$每组各
&*

只!空白组予以常规饲养!模型及药物组大鼠予以猪甲状腺球蛋白"

4C

8

#注射及高碘水喂养造

模!造模后药物组大鼠分别予以硒酵母及夏枯草的生理水溶液灌胃!干预
+

周后处死大鼠!采用酶联免疫吸附

试验"

-"X7!

#法检测各组大鼠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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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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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较空白组显著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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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枯草组
C7$

%

XTR,

'

%

X",(

%

X",&>

水平均低于硒酵母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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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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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

枯草可以降低
!XC

大鼠
C7$

%自身抗体及
CH

相关细胞因子的表达!具有免疫调节作用!值得在临床推广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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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炎#

!XC

$是一种自身免疫性

疾病%以慢性淋巴性甲状腺炎#又称桥本氏甲状腺炎$

最为多见%其特征性改变为甲状腺球蛋白抗体

#

C0!F

$与甲状腺过氧化物酶抗体#

C4[!F

$显著升

高%促甲状腺激素#

C7$

$可升高或降低&国外统计其

发病率可达
BS

(

&

)

%国内流行病学统计本发病率为

*@)S

$

&*S

&

!XC

的发病机制尚不明确%因此目前

无确切有效的治疗方法%对已经发生甲状腺功能减退

症#简称甲减$的患者可以给予甲状腺激素替代治

疗(

%

)

%有研究发现补硒可以抑制
!XC

的发生(

)

)

&现代

医学在理论上提出针对其免疫因素采用免疫调节剂

进行治疗%然而因药物毒副作用产生一定争议&研究

表明%辅助性
C

细胞#

CH

$功能失衡与
!XC

的发生有

着密切的关系(

(

)

%而
CH

的功能是通过
'

,

干扰素

#

XTR,

'

$'肿瘤坏死因子
(

#

CRT,

(

$'白细胞介素
(

#

X",

(

$'白细胞介素
&>

#

X",&>

$等一系列相关细胞因子实

现的%本文以
!XC

模型
7#

大鼠为研究对象%以

C7$

'

C0!F

'

C4[!F

水平评价模型建立及疗效%着

重探讨夏枯草对
!XCCH

相关细胞因子
XTR,

'

'

CRT,

(

'

X",(

'

X",&>

水平的影响%分析夏枯草对
!XC

模型鼠

的作用机制%为临床运用提供理论支持&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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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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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
"

选择
%*&+

年
+V:

月清洁级
(

$

+

周%体

质量
&**

$

&%*

8

的雌性
7#

大鼠
(*

只%由湖北省疾

病控制中心提供%饲养于湖北中医药大学实验动物中

心清洁级动物房中%常规饲料及蒸馏水喂养%适应性

饲养
&

周后开始实验&

B@C

"

仪器与试剂
"

硒酵母片#西维尔$由牡丹江灵泰

药业有限公司提供%批号为国药准字
$&*:(*&+&

%规

格!

B*

"

8

*夏枯草胶囊由北京紫辰宣医药经营有限公

司提供%批号为国药准字
d&:::&*))

%规格!每粒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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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X7!

$试剂盒由武

汉基因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批号
%*&+&&

&

B@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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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B@D@B

"

分组与造模
"

适养性饲养
&

周后按照随机数

表法随机编号分为
(

组%即空白组'模型组'西药对照

组#硒酵母组$'夏枯草组&取猪甲状腺球蛋白#

4C

8

$

与完全弗氏佐剂#

5T!

$与等体积混合充分乳化%取除

空白组外大鼠%于足垫背部皮下多点注射
4C

8

每只

&**

"

8

%进行初次免疫&每周
&

次%连续
%

周%第
)

周

后取
4C

8

与
5T!

等体积混合充分乳化%在大鼠四肢

内侧及背部皮下多点注射%每周加强
&

次至第
+

周结

束%并给予碘化钠高碘水喂养&实验结束后检测模型

组大鼠
C7$

及
C0!F

'

C4[!F

水平显著高于空白

组%符合
!XC

诊断%证实造模成功&

B@D@C

"

给药方法
"

给药剂量按照人服用最大剂量的

人和大鼠体表面积换算%硒酵母片每
(*

片碾碎溶于

&**;"

生理盐水%配制成
%*

"

8

"

;"

的硒酵母溶液%

按每天
&;"

"

&**

8

剂量给硒酵母组各大鼠灌服&夏

枯草胶囊使用时去外胶囊%将药粉末每
&(

粒溶于
&**

;"

生理盐水%配制成
B*;

8

"

;"

的夏枯草溶液%按照

每天
&;"

"

&**

8

剂量给夏枯草组各大鼠灌胃%空白

组及模型组按照
&;"

"

&**

8

体质量灌服生理盐水%

各组连续药物干预
+

周&

B@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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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方法
"

最后一次干预后%大鼠禁食
&%H

%

&*S

水合氯醛麻醉后心脏取血
B;"

置于无抗凝剂的

采血管中%用记号笔标记大鼠组别%室温静置
%H

后%

以
%***1

"

;<3

离心
&* ;<3

%取上层血清&采用

-"X7!

%按照试剂盒说明操作%根据各浓度标准品
[#

值在该曲线图上查出相应血清样本
C7$

'

C0!F

'

C4[!F

'

XTR,

'

'

CRT,

(

'

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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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

B@E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7477&:@*

分析软件%采用

UDG;D

8

D1D.,7;<13D.

检验法#

U7

检验$检验数据的

正态性%组间比较用单因素方差分析%两两比较采用

"7#,:

检验%

F

'

*@*B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C

"

结
""

果

C@B

"

正态性检验
"

各变量进行正态性检验#

U7

检

验$%结果见表
&

%所有变量均为正态分布&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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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变量
U7

检验比较

统计值
C7$ C0!F C4[!F XT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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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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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组大鼠血清
C7$

'

C0!F

'

C4[!F

水平比

较
"

见表
%

&模型组大鼠
C7$

'

C0!F

'

C4[!F

水平

均显著高于空白组%药物干预后水平降低%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F

'

*@*B

$*夏枯草组
C7$

水平低于硒酵母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

'

*@*B

$&表明夏枯草可以

显著降低
!XC

大鼠
C7$

'

C0!F

'

C4[!F

水平%且与

硒酵母相对比%在降低
C7$

上更具优势&

C@D

"

各组大鼠血清细胞因子
XTR,

'

'

CRT,

(

'

X",(

'

X",&>

水平比较
"

见表
)

&模型组大鼠血清
XTR,

'

'

CRT,

(

'

X",(

'

X",&>

水平均高于空白组%药物干预后

水平均明显下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

'

*@*B

$*夏枯

草组
XTR,

'

'

X",(

'

X",&>

水平均低于硒酵母组%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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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夏枯草有下调
CH

相关

细胞因子表达的作用%且与硒酵母相比%在降低
XTR,

'

'

X",(

'

X",&>

水平上更具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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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组大鼠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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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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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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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白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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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模型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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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组大鼠血清细胞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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硒酵母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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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枯草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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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硒酵母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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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枯草为唇形科夏枯草属植物%具有降压'降血

糖'抗病毒'抗过敏'抗炎'抗肿瘤和免疫调节作用%对

特异性及非特异性免疫炎症均有抑制作用(

B

)

&在前

期研究中%大量临床试验已证明可以降低患者
C7$

'

C0!F

'

C4[!F

滴度%与本实验研究结果相一致&且

与常用的西药硒酵母相对比%在降低
C7$

上更具优

势&提示在治疗桥本氏甲状腺炎甲减状态时%加用夏

枯草可以更好更快的改善患者的临床症状%且成分安

全稳定%利于患者长期应用&

近年来%诸多学者从
C

细胞介导的免疫反应来探

讨
!XC

的发病机制%研究认为
!XC

是始于对甲状腺

抗原特异性的
5#(

e

C

辅助细胞#

CH

$的激活(

+,>

)

&本

研究选取了具有代表性的
CH

相关细胞因子来衡量

CH

功能%从本实验可以看出%

!XC

模型大鼠
CH

相关

细胞因子水平显著增加&

CH

细胞包括
CH&

'

CH%

'

CH&>

细胞等%

CH&

主要介异细胞免疫%且认为其功能

与桥本氏甲状腺炎患者严重程度相关%重度桥本氏甲

状腺炎患者的
CH&

细胞多于轻度患者(

?

)

&

CH&

细胞

在细胞应答下分泌
XTR,

'

%

CRT,

(

%由
&

型反应介导的

甲状腺组织破坏%在启动适应性免疫应答中起重要作

用(

:

)

&

XTR,

'

可诱导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体#

9$5

$

类分子表达%促进抗原呈递过程%同时促进
C

细胞和

'

细胞分化%增强免疫反应%激活巨噬细胞&

CRT,

(

过多分泌可增强
XTR,

'

诱导甲状腺滤泡上皮细胞人

类白细胞抗原
*

#

$"!

*

$抗原的产生%导致甲状腺自

身免疫性损害&此外%

XTR,

'

'

CRT,

(

还有诱导免疫酶

体的作用%而免疫酶体在
C

细胞扩增%细胞因子产生

和
C

辅助细胞分化中起关键作用(

&*

)

&

CH%

可分泌

X",(

'

X",+

'

X",&*

等细胞因子%主要介导体液免疫&

X",(

可诱导
'

淋巴细胞增殖'分化和成熟%促使其产

生
X

8

-

和
X

8

0

等抗体&同时%在特定条件下%

X",(

受

5#?

e

C

细胞分化而来的
CM%

亚型的驱动%在抗原特

异性
CH%

应答中起关键作用%可以应激损伤甲状腺细

胞(

&&,&%

)

&

CH&>

细胞主要合成
X",&>

%

X",&>

通过诱导

炎症介质'趋化因子等导致组织器官的炎性损伤%已

被鉴定为
!XC

中的另外的参与者&大量研究发现桥

本氏甲状腺炎患者血清中炎性细胞因子
X",&>

高于空

白组%且与血清
C4[!F

滴度呈正相关(

&)

)

&有研究显

示(

&(

)

%夏枯草可降低
!XC

患者
CH&>

水平%与本实验

研究一致&有研究认为(

&B

)

%桥本氏甲状腺炎患者以

CH&

免疫占优势%漫性甲状腺肿伴甲状腺功能亢进患

者以
CH%

免疫占优势&本研究中发现
!XC

大鼠模型

CH&

相关的
XTR,

'

'

CRT,

(

和
CH%

相关的
X",(

细胞

因子均有显著升高%提示二者均参与到了
!XC

的发生

发展%但本研究只选取了部分相关细胞因子%二者失

衡关系并不能明确分析%有待做流式细胞等进一步

检测&

E

"

结
""

论

""

综上所述%

!XC

的发生是一种免疫平衡的破坏%

与
CH

相关细胞因子的高表达密切相关%从实验结果

中可以看出%夏枯草对于
CH&

相关的细胞因子
XTR,

'

'

CRT,

(

'

CH%

相关细胞因子
X",(

'

CH&>

相关细胞因

子
X",&>

均有不同程度的抑制作用&且与硒酵母相

比%在降低
XTR,

'

'

X",(

'

X",&>

水平上更具优势%提示

其可以通过抑制
CH

细胞相关的免疫应答作用%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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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细胞因子对甲状腺的损伤%值得在临床上推广

运用&

参考文献

(

&

)

!RC[R-""X!

%

T-66!6X79

%

5[66!#[!

%

2E/G@!K,

ED<;;K32EH

I

1D<LL<=D1L21=

(

Y

)

@!KED<;;K362.

%

%*&B

%

&(

#

%

$!

&>(,&?*@

(

%

) 李玉姝%单忠艳
@

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疾病的诊断和治疗

(

Y

)

@

国际内分泌代谢杂志%

%*&%

%

)%

#

)

$!

&BB,&B>@

(

)

)

c!R0c

%

b̀ -$

%

"X_@-JJ2ME=DJ=2G23<K;=K

NN

G2;23,

E/E<D3D3=

N

D3E/32DK=/KED<;;K32EH

I

1D<L<E<=<3R[#@$,

%H(;<M2

(

Y

)

@CH

I

1D<L

%

%*&B

%

%B

#

&*

$!

&&)>,&&((@

(

(

) 李丽琴%杨星%冯珏
@

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疾病与
CH&

"

CH%

细胞因子的关系(

Y

)

@

医学综述%

%**+

%

&%

#

&:

$!

&&+*,&&+)@

(

B

) 窦景云%于俊生
@

夏枯草药理作用及临床应用研究进展

(

Y

)

@

现代医药卫生%

%*&)

%

)&

#

>

$!

&*):,&*(&@

(

+

)

U$!RT!

%

!"Y!9-X"R

%

U$!R 9 T

%

2E/G@CH

I

1D<L

L

I

=JK3ME<D3

!

/3/KED<;;K32/=

N

2ME

(

Y

)

@X3E21Y5G<3-̂

N

92L

%

%*&B

%

?

#

B

$!

++>>,++?&@

(

>

) 马倩倩%于世鹏
@5#(

e

C

淋巴细胞与桥本氏甲状腺炎

(

Y

)

@

济宁医学院学报%

%*&B

%

)?

#

+

$!

()(,()>@

(

?

)

R!R'!C

%

c!C!R!'- 9

%

XR[̀ -R

%

2E/G@X3M12/=2=

DJEH2CH&

"

CH%M2GG1/E<D<3=2.212$/=H<;DED]=L<=2/=2

/3L<3EH2

N

1D

N

D1E<D3DJCH&>M2GG=<3<3E1/ME/FG201/.2=]

L<=2/=2

(

Y

)

@CH

I

1D<L

%

%**:

%

&:

#

B

$!

(:B,B*&@

(

:

)

4_dXU!

%

06_c!"7U! -

%

9!C_Y!7d-U,9!C̀ 7d-U

'

%

2E/G@X;;K32L<=D1L21=<3$/=H<;DED]=EH

I

1D<L<E<=

!

OH/E

LDO2\3DO=DJ/1

(

Y

)

@X;;K3DG62=

%

%*&B

!

:>

#

:

$!

&+>,&>B@

(

&*

)

'!7"-69

%

9 R̀#C7

%

'XCd-6!

%

2E/G@CH2<;;K3D,

N

1DE2/=D;2

!

/3D.2GL1K

8

E/1

8

2EJD1/KED<;;K32L<=2/=2=

(

Y

)

@5G<3-̂

N

6H2K;/EDG

%

%*&B

%

))

#

(

$!

>(,>:@

(

&&

)

"X!R0 _

%

4!R $ T

%

_-# a@X",&>!,

N

1DLKM<3

8

5#?

#

e

$

CM2GG=/=EH21/

N

2KE<ME/1

8

2E=<3/KED<;;K3<E

I

(

Y

)

@

-̂

N

21E[

N

<3CH21C/1

8

2E=

%

%*&B

%

&:

#

B

$!

+B&,++&@

(

&%

)

6!!# $

%

-7U!""Xd

%

5[6ZX"!XR'

%

2E/G@CH

I

1D<L

H

I

L1D

8

23

N

21D̂<L2

N

1DLKME<D3<=23H/3M2LF

I

EH2CH%M

I

,

ED\<32=

%

X",(/3LX",&)

%

EH1DK

8

H<3M12/=2L2̂

N

12==<D3DJ

EH2LK/GD̂<L/=2%/3L<E=;/EK1/E<D3J/MED1#̀ [b!%

(

Y

)

@

T1226/L<M'<DG92L

%

%*&)

%

B+

#

)

$!

%&+,%%B@

(

&)

)

TX0̀ -6[!,Z-0! R

%

!"T[R7[,4-6-d 9

%

'-R-,

#X5C[X

%

2E/G@X3M12/=2LM<1MKG/E<3

8N

1D,XTRG/;;/ED1

I

M

I

ED\<32=/3LCH&>G

I

;

N

HDM

I

E2=<3 $/=H<;DED]=EH

I

,

1D<L<E<=

(

Y

)

@5G<3-3LDM1<3DG92E/F

%

%*&*

%

:B

#

%

$!

:B),

:+%@

(

&(

)薛磊
@

优甲乐联合夏枯草胶囊对桥本甲状腺炎患者自身

抗体及
CH&>

细胞的影响(

Y

)

@

中国老年学杂志%

%*&(

%

)(

#

&(

$!

(*B),(*B(@

(

&B

)黎亮%许杰艺
@

细胞因子
CH&

"

CH%

失衡在
!XC#

发病中

的作用(

Y

)

@

中国现代普通外科进展%

%*&+

%

&:

#

&*

$!

?*&,

?*%@

#收稿日期!

%*&>,&&,%*

"

修回日期!

%*&?,*%,&:

$

#上接第
&B(%

页$

体化的给药%从而减少不良反应%也有利于药企针对

5_4%#+

开发新的药物%为人类的健康带来福音&

参考文献

(

&

)

-X5$-"'!̀ 9 9

%

XR0-"9!R,7̀ R#'-60 9

%

-Z!R7

c-@4H/1;/MD

8

23D;<M=/3L<3L<.<LK/G<P2LL1K

8

EH21/

NI

(

Y

)

@

!33K62.92L

%

%**+

%

B>

#

&

$!

&&:,&)>@

(

%

)

d!R0-6` 9

%

6!X9 R̀#[7

%

-X-$-"'!̀ 9 9@5

I

,

ED2H1D;24(B*%#+

!

[.21.<2O/3LK

N

L/E2D34H/1;/2DGD,

8I

%

8

232E<2=

%

F<D2H2;<=E1

I

(

Y

)

@R/K3

I

372H3!12H4H/1,

;/2DG

%

%**(

%

)+:

#

&

$!

%),)>@

(

)

)

XR0-"9!R,7̀ R#'-60 9

%

7X9 75

%

0[9-d !

%

2E

/G@X3JGK23M2DJM

I

EDMH1D;24(B*

N

DG

I

;D1

N

H<=;=D3L1K

8

EH21/

N

<2=

!

4H/1;/MD

8

232E<M

%

N

H/1;/MD2

N

<

8

232E<M/3LMG<3<,

M/G/=

N

2ME=

(

Y

)

@4H/1;/MDGCH21

%

%**>

%

&&+

#

)

$!

(:+,B%+@

(

(

)

YXR _

%

#-7C!d

%

7C-!97Z

%

2E/G@5_4%#+

8

23DE

IN

2

/3E<L2

N

12==/3EK=2/3LE/;D̂<J23;2E/FDG<=;LK1<3

8

/L

A

K,

./3EF12/=EM/3M21E12/E;23E

(

Y

)

@Y R/EG5/3M21X3=E

%

%**B

%

:>

#

&

$!

)*,):@

(

B

) 徐田雪%杨信怡%赵昆%等
@

药物代谢酶细胞色素
4(B*%#+

的遗传多态性研究进展(

Y

)

@

中国抗生素杂志%

%**:

%

)(

#

>

$!

)?B,):&@

(

+

)

'-RR_U

%

!#XC$!R5@0232E<M

N

DG

I

;D1

N

H<=;DJ5_4%#+

(

Y

)

@X3L</3Y4H/1;/MDG

%

%**&

%

))

#

&

$!

&(>,&+:@

(

>

)

7X7C[R-RY

%

7!Y!RCX"! !

%

"![ [

%

2E/G@5_4%#+

OD1GLO<L2

8

232E<M./1</E<D3=HDO=H<

8

HJ12

Q

K23M

I

DJ/G,

E212L/ME<.<E

I

./1</3E=/3L3DMD3E<323E/G=E1KMEK12

(

Y

)

@

4H/1;/MD

8

232E023D;<M=

%

%**>

%

&>

#

%

$!

:),&*&@

(

?

)

#-Y[R0- $

%

R!-7-R7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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