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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

观察有氧运动与药物综合治疗对慢性非细菌性前列腺炎"

I4H

%大鼠血清中免疫球蛋白和细胞因子水平的影

响&方法
!

将
0%

只健康成年雄性
=?

大鼠分为正常对照组'

I4H

模型对照组'运动治疗组'药物治疗组及综合治疗组!每组
/

只&

注射消痔灵制备
I4H

大鼠模型!造模期
-!

后运动治疗组和综合治疗组每天于固定时间进行
$

次游泳运动!每周
)!

!持续
0

周$

药物治疗组和综合治疗组每天给予前列舒通胶囊水溶液灌胃治疗$正常对照组'

I4H

模型对照组'运动治疗组每天给予无菌生理

盐水灌胃!于治疗的第
$0

'

1/

天处死各组大鼠!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检测大鼠外周血免疫球蛋白和细胞因子等指标&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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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时!与正常对照组比较!各实验组大鼠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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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治疗组与
I4H

模型对照组间'综合治疗组与药物治疗组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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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组大鼠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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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治疗组大鼠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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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明显低于药物治疗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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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与正常对照组较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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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

有氧运动能够降低
I4H

大鼠血清

免疫球蛋白和细胞因子的水平!与药物并用综合治疗
I4H

大鼠的效果更加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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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前列腺炎$

QND",#Q

V

D"+CMC#C#+

#

IH

&多发于成年男性#

是临床男科最常见的疾病#据研究显示#

IH

患者在所有前列腺

炎患者中所占比例达
)%]

$

/%]

#全球患病率为
']

$

$)]

#

其中慢性非细菌性前列腺炎$

QND",#QMEMQCBD#MF

V

D"+CMC#C#+

#

I4H

&为
.

型前列腺炎#发病率高达
(%]

'

$.1

(

)因
I4H

发病机

制及病因并不明确#治愈率低#对患者生活造成极大的影响#治

疗药物主要是抗菌药物*植物药*

&

$

.

受体阻滞剂等'

'.0

(

)随着

研究的逐渐深入#

I4H

发病的免疫机制成为研究的热点)有

研究'

2

(认为有氧运动能够提高
I4H

患者的自身免疫水平#对

I4H

起到辅助康复治疗的效果#但该领域的基础研究相对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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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为进一步探索有氧运动对
I4H

辅助治疗的效果#本文开展

有氧运动与药物综合治疗
I4H

大鼠的实验研究#以期为
I4H

的临床辅助治疗提供参考)

?

!

材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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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验动物
!

健康成年雄性
=?

大鼠
0%

只#体质量
11%

$

12%

L

#由重庆腾鑫比尔实验动物销售有限公司提供%将大鼠分

为
2

组!正常对照组*

I4H

模型对照组$模型对照组&*有氧运

动治疗组$运动治疗组&*药物治疗组*有氧运动与药物综合治

疗组$综合治疗组&#每组
/

只#分笼饲养#每笼
0

只#自由饮食#

每日换水#定期更换垫料#提供符合国家标准的固体混合饲料)

实验前动物适应性饲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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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与试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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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M!

R

;@.()4

)

?&A

!

药物
!

消痔灵注射液$批号!国药准字
711%1)$-2

&由吉

林集安益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提供%前列舒通胶囊$批号!国药

准字
71%%1-$0%

&由保定天浩制药有限公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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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B&?

!

动物模型的构建
!

根据文献'

)

(的方法#用水合氯醛麻

醉大鼠后取仰卧位固定#行下腹部正中切口#将
12]

消痔灵注

射液分别注入前列腺双侧背叶#各
%&$J_

#逐层缝合#造模期

-!

后开始进行药物灌胃治疗及有氧运动)根据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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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药

物说明书的推荐进行折算#药物治疗组和综合治疗组大鼠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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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剂量标准进行前列舒通胶囊水溶液灌胃治疗%正常

对照组*模型对照组及运动治疗组大鼠灌胃无菌生理盐水$剂

量同上&#每天
$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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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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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格为
$1%QJ`-%QJ`)%QJ

的塑料游

泳池#水温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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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深约为
2%Q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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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方法
!

运动治疗组与综合治疗组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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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无负重

游泳运动#每天
$

次#每周
)!

)第
$

周为适应性游泳#运动时

间从每次
'2J#,

开始#每日增加
2J#,

#直至每次
2%J#,

)在

实验过程中#使大鼠四肢保持不停地游动#游泳结束后迅速将

其捞起#用干毛巾擦干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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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取材
!

大鼠造模后#于治疗的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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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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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大鼠#处死前禁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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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动脉取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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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

离心
$2J#,

#提取上清液#置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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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冻柜保存待测)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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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对大鼠血清免疫球蛋白和细胞因子的水平进行测

定#测定步骤严格按照试剂盒说明书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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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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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对照组与运动治疗组差异无统计学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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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物治疗组与综合治疗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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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

#

#

%&%2

#与药物治疗组比较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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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0

天各组大鼠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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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Y_.$

"

'

Y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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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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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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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L

"

J_

&

Y_.$

"

$

VL

"

J_

&

Y_.)

$

,

L

"

_

&

正常对照组
0 2%&$(d1&22

EQ

11&/1d$&/1

EQ

/(&(0d1&%0

EQ

模型对照组
0 1%'&(1d/&$/

MQ

)-&-/d2&-0

MQ

12/&/'d(&$)

MQ

运动治疗组
0 $(/&0%d-&0'

MQ

)'&/-d2&//

MQ

121&$%d-&))

MQ

药物治疗组
0 $21&$'d)&2/

ME

20&-(d0&0)

ME

1%0&-0d)&(-

ME

综合治疗组
0 $00&11d2&/'

ME

2%&00d0&2$

ME

$(-&'1d)&00

ME

!!

M

!

#

#

%&%2

#与正常对照组比较%

E

!

#

#

%&%2

#与模型对照组比

较%

Q

!

#

#

%&%2

#与药物治疗组比较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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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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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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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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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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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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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Q

1'&$$d$&$'

EQ

//&/2d1&%(

EQ

模型对照组
0 $0/&'1d-&$-

MQ

0(&/2d'&)1

MQ

1%$&21d/&//

MQ

运动治疗组
0 $1-&-(d)&-$

MEQ

00&%$d'&1'

ME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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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Q

药物治疗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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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治疗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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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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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正常对照组比较%

E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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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模型对照组比

较%

Q

!

#

#

%&%2

#与药物治疗组比较

A

!

讨
!!

论

近年来#运动疗法逐渐受到重视#已成为社会最受欢迎的

临床和康复医疗的重要手段之一'

/

(

)该疗法主要通过+运动,

进行治疗#帮助慢性病患者*老年患者人群改善躯体和心理功

/)-'

重庆医学
1%$-

年
(

月第
0)

卷第
1-

期



能#保持身体健康)关于运动疗法的研究'

(.$%

(大多认为#长期

坚持有规律的中等强度运动可以促进血液循环*防止组织粘

连#起到抗炎*预防和改善慢性疾病的作用)尽管
I4H

病因及

发病机制还不明确#但越来越多的研究认为#免疫因素在
I4H

的发生和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1

(

)研究发现#

I4H

患者

前列腺液中免疫球蛋白和细胞因子水平明显升高#提示
I4H

的发生与免疫增强有一定关系)

免疫球蛋白普遍存在于人体的血液*组织液*分泌液中#运

动可通过调控神经内分泌机能#改变免疫球蛋白在血清中的水

平#对免疫系统进行调节'

$'

(

)在本研究中#第
$0

天时#与正常

对照组比较#模型对照组及各治疗组大鼠血清
Y

L

3

*

Y

L

4

*

Y

L

;

水平明显升高$

#

#

%&%2

&#表明经造模后大鼠血清中的免疫球

蛋白水平发生明显异常#第
1/

天时#运动治疗组大鼠血清

Y

L

3

*

Y

L

;

水平明显低于模型对照组$

#

#

%&%2

&#表明辅以有氧

运动能够降低
I4H

大鼠血清中免疫球蛋白的水平%与药物治

疗组比较#综合治疗组大鼠血清
Y

L

3

*

Y

L

4

水平明显较低$

#

#

%&%2

&#并逐渐接近正常对照组$

#

%

%&%2

&#说明常规药物治疗

辅以有氧运动对
I4H

大鼠血清免疫球蛋的水平具有更有效的

调节作用)

在细胞因子中#

<9\.

&

*

Y_.$

"

均为促炎性细胞因子#在感

染*损伤*免疫源等始动因素作用下产生#能够激活单核巨噬细

胞*

<

细胞#增加前列腺素等的表达'

$0

(

#引起前列腺组织炎症

破坏)

Y_.)

在细胞因子网络中具有多种生物学活性#能发挥

抗炎作用#在炎性反应中能够下调
<9\.

&

*

Y_.$

等促炎性细胞

因子的合成#影响
6

细胞产生
Y

L

3

*

Y

L

4

*

Y

L

;

#促进糖皮质激素

受体的释放#前列腺炎患者
Y_.)

水平与疼痛程度呈负相

关'

$2

(

)本研究结果显示#第
$0

天时#受造模因素影响#模型对

照组及各治疗组大鼠血清
<9\.

&

*

Y_.$

"

*

Y_.)

水平均明显高于

正常对照组$

#

#

%&%2

&#第
1/

天治疗结束后#运动治疗组和综

合治疗组大鼠血清
<9\.

&

*

Y_.$

"

*

Y_.)

水平分别明显低于模型

对照组$

#

#

%&%2

&和药物治疗组$

#

#

%&%2

&#且综合治疗组细

胞因子水平与正常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2

&)

有研究'

$)

(认为#

Y_.)

具有抑制炎症的作用#运动产生抗炎

作用的机制可能是运动诱导
Y_.)

水平上升引起的)据目前研

究可知#运动对免疫系统的调节作用主要是调控下丘脑
.

垂体
.

肾上腺$

5H4

&轴和交感神经系统#通过肾上腺分泌肾上腺皮

质激素*儿茶酚胺等激素调节免疫细胞的功能#形成了神经*内

分泌和免疫间的复杂关系'

$-

(

)在垂体和肾上腺皮质内均有

Y_.)

受体存在#当机体运动时#产生大量的
Y_.)

直接作用于下

丘脑或肾上腺皮质#通过
5H4

引起糖皮质激素的大量分泌)

运动诱导的
Y_.)

释放通过调控特异性和非特异性免疫细胞的

生理功能#在运动抗击炎症的效应中发挥作用'

$/

(

)此外#有氧

运动还能够改善淋巴和血液循环系统机能#使血流灌注增加#

每搏输出量增多#机体抗氧化应激酶和血液纤维蛋白溶解酶的

活性得到提高#从而促进前列腺炎炎症组织的康复'

$(

(

)

综上所述#本研究认为长期*有规律*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

能够抗击
I4H

大鼠的炎症#促进康复)运动对免疫系统的影

响因持续运动时间*运动强度*运动形式变化而发生变化#长时

间高强度运动能够引发免疫系统功能的暂时性抑制#因此#在

I4H

的临床治疗过程中要加强运动治疗剂量的研究)

参考文献

'

$

( 郭应禄#李宏军
&

前列腺炎'

;

(

&1

版
&

北京!人民军医出版

社#

1%%-

!

$'%.$'$&

'

1

(

H",CMD#;

#

3#P+C"_&9BU!BKBF"

V

JB,C+#,CNB!#M

L

,"+#+

M,!CDBMCJB,C"OQND",#Q

V

D"+CMC#C#+

"

QND",#Q

V

BFK#Q

V

M#,

+

R

,!D"JB

'

f

(

&IPDD>

V

#,WD"F

#

1%$'

#

1'

$

)

&!

2)2.2)(&

'

'

( 刘迎嘉#宋国宏#张晨
&H

物质与香草酸瞬时受体亚型
$

在慢性非细菌性前列腺炎大鼠神经痛中的作用研究'

f

(

&

中华男科学杂志#

1%$2

#

1$

$

1

&!

$%-.$$1&

'

0

( 秦国东
&

&

$

肾上腺素能受体与前列腺炎研究进展'

f

(

&

重

庆医学#

1%$'

#

01

$

$2

&!

$-/$.$-/'&

'

2

( 刘花云#唐锋#孙洪涛#等
&

运动锻炼对慢性非细菌性前列

腺炎患者的辅助康复效果'

f

(

&

中国运动医学杂志#

1%$$

#

'%

$

$1

&!

$$1%.$$1'&

'

)

( 夏立营#刘维佳#葛文津#等
&

苦豆肾茶方对消痔灵所致大

鼠慢性非细菌性前列腺炎的治疗作用'

f

(

&

中华中医药杂

志#

1%$1

#

1-

$

-

&!

$/(/.$(%%&

'

-

( 徐叔云#卞如濂#陈修
&

药理实验方法学'

;

(

&'

版
&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1%%1

!

0$'.22%&

'

/

( 曲绵域#于长隆
&

实用运动医学'

;

(

&0

版
&

北京!北京大学

医学出版社#

1%%'

!

()2.()-&

'

(

( 袁长深#梅其杰#潘奔洲
&

膝骨关节炎运动疗法的国外研

究进展'

f

(

&

重庆医学#

1%$$

#

0%

$

11

&!

11/$.11/'&

'

$%

(

=N#J#SPe

#

=PSPg#9

#

YJM#<

#

BCMF&;","Q

R

CBM,!<.QBFF

DB+

V

",+B+C"BTBDQ#+BCDM#,#,

L

#,BF!BDF

R

+PE

*

BQC+

'

f

(

&f

=CDB,

L

CNI",!#C#",#,

L

@B+

#

1%$$

#

12

$

(

&!

12)2.12-1&

'

$$

(陈江川
&

.

型前列腺炎的疼痛机制研究'

f

(

&

重庆医学#

1%$'

#

01

$

$)

&!

$(%1.$(%0&

'

$1

(

6M#f

#

AM,

L

=3

#

_#Pf5

#

BCMF&INMDMQCBD#SMC#","OQ#DQP.

FMC#,

L

I?0

:

I?12

$

N#

L

N

&

DB

L

PFMC"D

R

<QBFF+#,JB,U#CN

QND",#Q

V

D"+CMC#C#+

"

QND",#Q

V

BFK#Q

V

M#,+

R

,!D"JB

'

f

(

&W.

D"F"

LR

#

1%$%

#

-2

$

0

&!

('/.(01&

'

$'

(罗贝贝#陈佩杰
&

运动免疫学研究的现状与展望'

f

(

&

生理

学进展#

1%$0

#

02

$

0

&!

1-$.1-2&

'

$0

(张庆云#莫曾南#刘硒碲
&

姜黄素对慢性非细菌性前列腺

炎大鼠
<9\.

&

*

Y_.)

和
Y_./

表达的影响'

f

(

&

中华男科学

杂志#

1%$%

#

$)

$

$

&!

/0.//&

'

$2

(何庆鑫
&

慢性前列腺炎与细胞因子的关系研究进展'

f

(

&

中华男科学杂志#

1%$$

#

$-

$

$%

&!

('(.(01&

'

$)

(沈飞#陈巍#王彬#等
&

运动抑制炎症调节先天性免疫研究

进展'

f

(

&

中国老年学杂志#

1%$0

#

'0

$

$(

&!

2)'1.2)'2&

'

$-

(邢良美#李洁
&

运动对血清免疫球蛋白
Y

L

4

#

Y

L

;

#

Y

L

3

的

影响'

f

(

&

吉林体育学院学报#

1%%-

#

1'

$

)

&!

/$./1&

'

$/

(陈伟
&

肥胖性慢性炎症与运动研究现状'

f

(

&

中国运动医

学杂志#

1%$%

#

1(

$

1

&!

1'/.101

#

12%&

'

$(

(

6F"QNA

#

=PND\

#

7#JJBDH&;"FBQPFMDJBQNM,#+J+"OBT.

BDQ#+B.#,!PQB!QMD!#"KM+QPFMDM!M

V

CMC#",+&Y,OFPB,QB"OB

V

.

#

L

B,BC#Q+

#

JBQNM,"CDM,+!PQC#", M,! ODBBDM!#QMF+

'

f

(

&

5BDS

#

1%$1

#

'-

$

2

&!

2%/.2$2&

$收稿日期!

1%$-.%$.%0

!

修回日期!

1%$-.%2.11

&

()-'

重庆医学
1%$-

年
(

月第
0)

卷第
1-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