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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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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白芍总苷"

4U6

#对寻常性银屑病患者血清瘦素及白细胞介素
5.=

"

TV5.=

#水平的影响!并探讨其作用机

制$方法
!

分别采用放射免疫分析法"

/T0

#和双抗体夹心酶联免疫吸附法"

SVT<0

#检测
?-

例寻常型患者经白芍总苷治疗前%后

血清瘦素及
TV5.=

水平变化$结果
!

银屑病患者治疗前血清瘦素及
TV5.=

水平均高于治疗后及正常对照组"

!

$

->-E

#&经白芍总

苷治疗后二者血清水平均较治疗前下降"

!

$

->-E

#$结论
!

白芍总苷可能通过影响血清瘦素和
TV5.=

的水平而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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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屑病是一种常见并易复发的慢性炎症性皮肤病#西药对

该病的治疗效果较好的抗银屑病药物均有不同程度的毒副作

用和局限性#如甲氨蝶呤$

K"$3;$8"F%$"

#

W4e

%*维甲酸类药

物*环孢素等'随着医学模式的发展#绿色疗法逐渐得到医患

双方的认可#寻找安全*有效*毒副作用小的中药疗法和生物制

剂疗法越来越受到关注'作者采用白芍总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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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囊$宁波朗生医药有限公司%治疗寻常性银

屑病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并通过检测治疗前后银屑病患者血清

中瘦素及白细胞介素
5.=

$

T9$"8#"JN195.=

#

TV5.=

%的水平变化#

探讨其对银屑病作用的可能机制'

A

!

资料与方法

A>A

!

一般资料
!

?-

例寻常性银屑病患者入选'纳入标准!符

合寻常性银屑病诊断标准(

.

)

'排除标准!入选前
@

个月内未接

受过系统使用糖皮质激素*维生素
0

类药物*免疫抑制剂等#

有严重高血压#急慢性心功能不全者#严重肝肾功能损害及神

经系统疾病患者#肝功能异常者#并发其他皮肤病患者'所有

入选患者治疗前血*尿常规检查及心电图检查均未见异常'治

疗组为
?-

例寻常性银屑病患者#其中男
,.

例#女
@C

例&年龄

.(

!

(E

岁#平均$

)=>.(aE>@)

%岁&病程$

,a)>.

%年&其中进展

期
,?

例#稳定期
@)

例&体质量指数$

OWT

%为$

@.>((a.>?=

%

N

L

"

K

@

&皮损严重程度按
60<T

评分标准#平均$

C>?@a,>(,

%

分'另外选择健康志愿者
)-

例作为对照组#男
.?

例#女
.)

例&平均年龄$

)(>,?a,>?E

%岁&

OWT

$

@.>C-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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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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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A>B>A

!

治疗方法
!

?-

例银屑病患者口服
4U6

胶囊#每日
)

次#每次
@

粒&外用复方氟米松乳膏#取适量药物均匀涂于患

处#每日早晚各
.

次'疗程
@

个月'

A>B>B

!

实验方法
!

治疗组治疗前后和对照组均于早晨行常规

静脉采血
EKV

#放入普通试管中#

)---8

"

K19

离心
EK19

#分

离血清#将待测标本编号#置
\?-^

低温冰箱冻存备用'血清

瘦素水平检测采用放射免疫分析法$

8%B1;1KKJ9;%22%

G

#

/T0

%#

试剂由天津协和医药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测定血清中瘦素含

量#最低可测水平为
->E9

L

"

KV

#按说明书操作测量沉淀的放

射性$

O

%#计算各标准点的结合率$

O

"

OA

%#画出标准曲线#根

据结合率查得血清的瘦素水平'

TV5.=

检测采用双抗体夹心酶

联免疫技术$

"9f

G

K"5#19N"B1KKJ9;2;8:"9$%22%

G

#

SVT<0

%#试

剂购自上海森雄科技实业有限公司#酶标仪为丹麦
%9$3;2

Q4VV

公司生产#具体操作严格按照说明书进行'

A>C

!

统计学处理
!

应用
<6<<..>-

统计软件包进行统计学分

析#数据用
Ea>

表示#进行正态性检验和方差齐性检验#采用

独立样本
9

检验及相关分析#

!

$

->-E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B

!

结
!!

果

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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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前*后血清瘦素水平的变化
!

治疗组治疗前血清瘦

素水平较对照组增高$

!

$

->-E

%#女性患者血清瘦素水平较女

性对照组增高$

!

$

->-E

%#男性患者较男性对照组亦显著增高

$

!

$

->-E

%'血清瘦素水平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E

%'治疗组治疗后男女性患者血清瘦素水平与对照组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E

%#治疗组治疗后男女性患者血清

瘦素水平较治疗前显著降低$

!

$

->-E

%'血清瘦素水平存在

性别差异#男*女患者间治疗前*后及男*女对照组间比较差异

均有统计学意义$

!

$

->-E

%#见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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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治疗前*后血清中瘦素及白细胞介素
5.=

$

TV5.=

%的水平

?(E

重庆医学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基金项目"四川省卫生厅课题计划项目$

.--@(E

%'

!

#

!

通讯作者%

S5K%1#

!

?(?-...).

"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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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化
!

治疗组治疗前较对照组增高$

!

$

->-.

%#治疗组治疗后

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E

%'见表
@

'

表
.

!!

治疗组治疗前&后与对照组血清瘦素水平比较#

Ea>

$

组别
&

年龄$岁%

OWT

$

N

L

"

K

@

% 瘦素$

9

L

"

KV

%

9 !

对照组
)- )(>,?a,>?E @.>C-a@>-E E>(,a@>?C

!

男性
.? ),>.?aC>)) @.>)(a.>=? )>(@a.>(E

!

女性
.) )E>@,aE>,( @@>-=a.>() (>=?a@>@)

治疗组治疗前
?- )=>.(aE>@) @.>((a.>?= ?>=(a)>(. )>-.

$

->-E

!

男性
,. )?>,.a=>(( @.>-Ca.>,E E>C)a)>,) @>(,

$

->-E

!

女性
@C )(>@-aC>@. @@>.)a@>-. .->@.a)>EC )>-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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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组治疗后
?- )=>.(aE>@) @.>,)a.>EC E>?=a)>-. ->@@

%

->-E

!

男性
,. )?>,.a=>(( @.>=)a.>,? )>?.a@>.. ->.(

%

->-E

!

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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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9

值为治疗组患者治疗前*后与对照组血清瘦素水平比较'

表
@

!!

治疗组治疗前&后与对照组
TV5.=

水平比较#

Ea>

$

组别
& TV5.=

$

'L

"

KV

%

9 !

对照组
)- ()>.@a.C>@?

治疗组

!

治疗前
?- ..@>E(a,=>@@ E>,@-E

$

->-.

!

治疗后
?- (=>)Ea@->,. .>.C)(

%

->-E

!!

注!

9

值为治疗组治疗前*后与对照组
TV5.=

水平比较'

B>C

!

银屑病患者治疗前后
60<T

评分比较
!

?-

例寻常性银屑

病患者
60<T

评分治疗前为$

C>?@a,>(,

%分#治疗后为$

)>@Ea

@>(=

%分#治疗前*后
60<T

评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C

!

讨
!!

论

银屑病确切的病因和发病机制至今尚不清楚#目前普遍认

为它是一种发生在遗传基础上的炎症性*增生性皮肤病'其主

要病理改变为角质形成细胞过度增生*新生血管形成*炎症细

胞浸润$以
4

淋巴细胞为主%'近年来很多研究已证实#银屑

病属于身心疾病的范畴#其与代谢综合征关系密切'银屑病中

病情严重肥胖者的发病率明显高于病情轻者(

@

)

'瘦素是近年

来发现的特异性脂肪因子#是体内营养状态与神经内分泌
5

免

疫系统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重要中介'有研究表明#瘦

素不仅在肥胖*胰岛素抵抗和相关的细胞因子紊乱中发挥作

用#而且具有多种免疫调节作用#不仅调节
4

细胞的数目#还

调控其活化#促进
4

细胞向
43.

细胞转化(

)

)

'目前研究认为#

银屑病为细胞免疫性皮肤病#是多因素干预下
4

细胞异常造

成的免疫性疾病(

,5E

)

'有研究表明#

4

细胞活化在银屑病发病

的免疫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在银屑病中#

43.

型细胞及其细

胞因子占优势#即
43.

"

43@

异常偏向
43.

漂移#称之为
43.

反应模式(

(

)

'血清瘦素可能通过
43#

反应模式从而影响银屑

病的发生和发展过程'王岩等(

?

)研究表明#银屑病患者#特别

是无家族史的寻常型银屑病患者#血清瘦素水平较健康人明显

增高#并与病情活动性有相关'本研究结果显示#寻常性银屑病

女性患者和女性对照组瘦素水平均高于男性患者和男性对照组

$

!

$

->-E

%#与王岩等(

?

)报道女性体内瘦素水平明显高于男性结

果一致'本治疗组治疗前较健康对照组瘦素水平增高$

!

$

->-E

%#说明瘦素在银屑病的发生和发展过程中起了一定作用'

TV5.=

是
.CCE

年发现的细胞因子#由于它能诱导
43#

细胞

和
&+

细胞产生干扰素
1

$

19$"8H"8;95

1

#

Td&5

1

%#又被称为
Td&5

1

诱导因子(

=

)

'在调节机体的免疫反应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可

调节天然免疫应答和获得性免疫应答#而且也是一个能够在不

同的免疫环境中调节
43.

或
43@

类免疫应答的细胞因子(

C

)

'

TV5.=

不仅能诱导
43#

细胞产生
Td&5

1

#还能诱导
TV5.

*

4&d5

$

等
43#

细胞因子的产生'本研究表明#患者在治疗前
TV5.=

高

于对照组#证明
TV5.=

可能参与了银屑病的发病过程#这与

*;K

'

%9

D

"9

等(

.-

)的研究结果一致'

4U6

是中药白芍提取的一类糖苷类物质#包括芍药苷*芍

药内酯苷*羟基芍药苷*苯甲酰芍药苷*芍药花苷等
E

种单体组

成#具有抗炎双向免疫调节作用(

..5.@

)

'

4U6

可以作用于免疫

反应上游#抑制抗原递呈细胞$

%9$1

L

"9

'

8"2"9$19

L

I"##

#

06*

%的

抗原递呈过程#从而降低淋巴细胞的过度增殖分化(

.)

)

'本研

究发现#寻常性银屑病患者在经过
4U6

治疗后#

60<T

评分较

治疗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并且血清瘦素和
TV5.=

水

平较治疗前均显著降低$

!

$

->-E

%'本研究表明#

4U6

抑制血

清瘦素和
TV5.=

等的分泌可能是其治疗银屑病的机制之一#但

具体调节过程尚需进一步研究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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