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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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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重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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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威灵仙总皂苷对佐剂性关节炎大鼠"

<<

大鼠$关节影像学表现的影

像及其影响的机制%方法
!

将
$?%

只大鼠分为空白组&对照组&观察组
$

&观察组
1

&观察组
'

%空白组不接受任

何干预%对照组仅接受关节炎模型建立干预%

'

个观察组大鼠除接受佐剂型关节炎模型建立干预外!分别接受

威灵仙总皂苷治疗!重组
>C8.$%

治疗和重组
>C8.$%

联合威灵仙总皂苷治疗%于实验第
%

&

$?

&

'?

天分别行
H

线

检查关节间隙和关节评分#

'?!

后处死大鼠!取动脉血检测其淋巴细胞和血清炎症因子%结果
!

实验
$?!

后对

照组和
'

个观察组骨侵蚀关节侵蚀评分显著高于空白组!关节间隙显著减小"

!

$

%&%?

$#实验
'?!

后观察组小

鼠骨侵蚀关节侵蚀评分显著低于对照组!关节间隙显著大于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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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低于对照组和观察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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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威灵仙总皂

苷可以通过调节免疫有效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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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风湿性关节炎是一种以骨关节损伤为主要表 现的疾病)佐剂性关节炎大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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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认的一种该病模型'

$

(

)类风湿性关节炎存在难以

治愈#疾病进展无法逆转的特点#因此找到一种能有

效延缓疾病进展甚至治疗该病的治疗方法十分重

要'

1

(

)威灵仙总皂苷是一种从传统抗风湿药物威灵

仙中提取出来的有效成分#有研究显示其对于
<<

大

鼠的关节存在保护作用'

'

(

)

>C8.$%

也常常被应用于

<<

大鼠的研究中#很多研究提示其也对于
<<

大鼠

骨关节保护和免疫调节存在比较好的效果'

0.?

(

#但是

少见将上述两种药物联合用于干预
<<

大鼠的报道#

因此本研究正是基于此而进行的#现报道如下)

@

!

材料与方法

@&@

!

实验对象处理方法
!

$?%

只
;2=

级雄性大鼠分

为空白组*对照组*观察组
$

*观察组
1

*观察组
'

#每个

小组
'%

只)所有大鼠在入组前首先适应性饲养
?!

#

不计入实验时间)适应性饲养完成后开始计算实验

时间)空白组大鼠不接受任何处理)对照组和
'

个

观察组先接受造模干预)具体方法为!$

$

&

/%\

灭活

卡介苗#然后加入弗氏完全佐剂
$%4

@

"

48

#作为造模

药品)$

1

&将上述药品
$48

用皮下注射的方式注入

大鼠左前足底#加强免疫后
$?!

造模成功)造模结束

后对照组大鼠不接受其他干预)观察组
$

!从第
$?

天

开始接受
1%%4

@

威灵仙总皂苷灌胃治疗#每天
$

次'

)

(

)观察组
1

!从第
$?

天开始接受腹腔注射
>C8.$%

剂量为
?

!

@

"

6

@

'

-

(

)观察组
'

!从第
$?

天开始接受腹

腔注射剂量为
?

!

@

"

6

@

>C8.$%

联合
1%%4

@

威灵仙总

皂苷灌胃治疗)

@&A

!

各项指标检测方法

@&A&@

!

大鼠关节影像学评分方法
!

各组大鼠在实验

开始当天#第
$?

天和第
'?

天分别接受左前足
H

线摄

片检查#具体方法为!乳腺钼靶机$意大利吉特乳腺高

频
H

线摄像仪&

1?6d

#

$&%+

#

04<

)骨侵蚀评分如

下#

%

分!正常骨质%

$

分!仅有
$

处微小病灶#或疑似

存在病灶%

1

分!存在两个病灶或病灶总和大于
?%̀

%

'

分!存在
'

个或以上病灶#或病灶面积总和大于等于

?%̀

%

0

分!整个关节面完全破坏或出现骨萎缩)骨关

节间隙评分方法如下#

%

分!关节间隙正常%

$

分!关节

间隙出现异常狭窄#比正常关节间隙变窄
1?̀

&

?%̀

%

1

分!关节间隙出现异常狭窄#比正常关节间隙

变窄超过
?%̀

%

'

分!关节间隙消失或关节强直'

(

(

)

@&A&A

!

大鼠关节间隙宽度检测方法
!

各组大鼠在实

验开始当天#第
$?

天和第
'?

天按
$&1&$

条件分别接

受左前足
H

线检查后直接测量大鼠关节间隙)在摄

片后#取得大鼠关节片#然后使用分规测量大鼠右后

膝关节中心处关节间隙)每次关节间隙测量必须由
'

位不同实验者重复进行)

@&A&B

!

大鼠外周血淋巴细胞检测方法
!

各组大鼠被

处死后#立即取大鼠外周血
1%%

!

8

#分为两管#每管

$%%

!

8

)第一管加入
WZ7<

抗凝#然后加入抗大鼠

=C75.5Z0

抗体
$%

!

8

#

2W.5Z/

抗体
$%

!

8

#震荡避

光静置
'%4#,

#加入溶血素
148

#

$%4#,

后离心#弃

上清液#加入
2D;

洗涤
$

次#最后加入多聚甲醛
$%

滴

重悬#流式细胞分析仪检测
5Z0

i

7

细胞#

5Z/

i

7

细

胞#最后比较
5Z0

i

"

5Z/

i水平)

@&A&C

!

大鼠外周炎症因子检测方法
!

各组大鼠被处

死后#立即取大鼠外周血
$%%

!

8

#

'%%%M

"

4#,

下离心

$%4#,

#小心分离血清#按
W8C;<

试剂盒$新博生物科

技公司&使用说明分别检测
C8.$-<

*

C8.)

*

7B=.

"

)反

应终止后用酶标仪检测吸光度#根据标准曲线计算外

周血中
C8.$-<

*

C8.)

和
7B=.

"

浓度)

@&B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2;;1%&%

软件进行分析#计

量资料用
AbF

表示#采用
>

检验#计数资料用率表示#

组间采用
!

1 检验#以
!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A

!

结
!!

果

A&@

!

各组大鼠关节影像学评分
!

实验进行
'?!

以

后#

'

个观察组骨侵蚀*关节侵蚀评分均低于对照组

$

!

$

%&%?

&)观察组
'

骨侵蚀*关节侵蚀评分低于观

察组
1

和观察组
$

$

!

$

%&%?

&#见表
$

)

A&A

!

各组大鼠关节间隙宽度情况
!

实验进行第
'?

天#

'

组观察组大鼠关节间隙均宽于对照组)观察组

'

大鼠关节间隙大于观察组
$

和观察组
1

$

!

$

%&%?

&)

观察组
$

大鼠关节间隙大于观察组
1

$

!

$

%&%?

&#见

表
1

)

表
$

!!

各组大鼠关节影像学评分$

AbF

(

.g'%

(分%

组别
%!

骨侵蚀评分 关节侵蚀评分

$?!

骨侵蚀评分 关节侵蚀评分

'?!

骨侵蚀评分 关节侵蚀评分

对照组
% % '&//b%&$%

3

1&/?b%&$?

3

'&/(b%&$%

3

1&(1b%&%)

3

空白组
% % % % % %

观察组
$ % % '&/1b%&$'

3

1&/'b%&$1

3

1&?'b%&1?

3!R

$&')b%&1)

3!R

观察组
1 % % '&/0b%&$0

3

1&/-b%&$%

3

'&$)b%&'?

3RG

1&%(b%&'1

3RG

观察组
' % % '&/-b%&$$

3

1&/$b%&$1

3

$&'?b%&1%

3RG!

%&/%b%&$1

3RG!

!!

3

!

!

$

%&%?

#与空白组比较%

R

!

!

$

%&%?

#与对照组比较%

G

!

!

$

%&%?

#与观察组
$

比较%

!

!

!

$

%&%?

#与观察组
1

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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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

各组大鼠关节间隙宽度变化$

44

(

AbF

(

.g'%

%

组别
%! $?! '?!

对照组
%&?/b%&%( %&'/b%&%?

3

%&0%b%&%)

3

空白组
%&?-b%&%( %&)%b%&$% %&)?b%&%'

观察组
$ %&)%b%&$% %&'-b%&%-

3

%&?)b%&%?

3!R

观察组
1 %&?(b%&$% %&'/b%&%(

3

%&?%b%&%(

3RG

观察组
' %&)%b%&$% %&'/b%&%)

3

%&)1b%&%-

3RG!

!!

3

!

!

$

%&%?

#与空白组比较%

R

!

!

$

%&%?

#与对照组比较%

G

!

!

$

%&%?

#与观察组
$

比较%

!

!

!

$

%&%?

#与观察组
1

比较

A&B

!

各组大鼠外周血淋巴细胞情况
!

观察组
'

5Z0

i

7

细胞和
5Z0

i

"

5Z/

i显著低于对照组*观察组

$

*观察组
1

)

'

个观察组
5Z/

i

7

细胞显著高于对照

组和空白组#见表
'

)

表
'

!!

各组大鼠外周血淋巴细胞变化情况$

`

(

AbF

(

.g'%

%

组别
5Z0

i

5Z/

i

5Z0

i

"

5Z/

i

对照组
0/&'1b?&'1

3

$(&1%b$&?) 1&0?b%&'?

3

空白组
1-&%1b1&)' $(&1)b$&%$ $&'$b%&%0

观察组
$ '(&1?b$&1?

3R!

11&1'b%&??

3R

$&-)b%&11

3R!

观察组
1 0'&1'b?&1'

3R

11&1?b$&%$

3R

$&(0b%&$?

3RG

观察组
' '%&?(b1&')

3RG!

1'&1?b$&1'

3R

$&'$b%&$)

RG!

!!

3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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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组大鼠干预后外周血炎症因子水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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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风湿性关节炎主要病理学特点为滑膜的慢性

炎症和血管增生'

$%

(

)在疾病发生*发展的过程中#除

了骨关节损伤外#伴随着较为严重的免疫失调'

$$.$1

(

)

<<

大鼠是一种常见的用以模拟人类风湿性关节

炎的动物模型#本研究以
<<

大鼠为研究对象#探讨

重组
>C8.$%

联合威灵仙总皂苷对患者骨关节的保护

作用#和免疫细胞比例及炎症因子紊乱的改善作用)

本研究发现#重组
>C8.$%

联合威灵仙总皂苷可

以有效降低
<<

大鼠骨侵蚀评分和关节侵蚀评分)

并且这种作用明显优于单用重组
>C8.$%

和威灵仙总

皂苷)这说明这两种药物在治疗类风湿性关节炎的

时候存在着协同效应)为了进一步观察治疗方案对

关节的保护作用本研究还测量了大鼠关节间隙#发现

重组
>C8.$%

联合威灵仙总皂苷也可以有效保护大鼠

关节#防止大鼠关节强直维持正常的关节间隙)

本研究还检测了各组大鼠的外周血炎症因子和

外周血淋巴细胞比例#随着疾病进展#

<<

大鼠外周血

C8.$-<

*

C8.)

*

7B=.

"

会显著升高#但是在使用了不同

治疗方案后上述
'

种炎症因子均得到了不同程度的

回落#尤其是使用重组
>C8.$%

联合威灵仙总皂苷治

疗的大鼠上述炎症因子回落尤其明显)这说明重组

>C8.$%

联合威灵仙总皂苷可以有效地降低上述
'

种

炎症因子)有研究提示
7B=.

"

抑制剂的使用可以有

效地降低类风湿性关节炎患者的关节炎症情况#降低

外周血类风湿因子的功能#延缓关节影像学进展'

$'

(

)

也有文献支持
C8.$%

可以有效降低可溶性
7B=

受体

和
7B=.

"

'

$0

(

)

C8.)

是与
9<

存在很多关联的多效细

胞因子#可以介导
c<T

"

;7<7'

通路导致类风湿性关

节炎的发生'

$?

(

)

C8.$-<

是由
7>$-

细胞分泌的一种

促炎细胞因子可以促进滑膜炎症'

$)

(

)重组
>C8.$%

联

合威灵仙总皂苷可以降低上述
'

种炎症因子#其改善

<<

大鼠关节影像学表现的重要机制之一)

本研究也发现
<<

大鼠相对于正常大鼠
5Z0

i

7

细胞显著升高而
5Z/

i

7

细胞数量未发生明显改变#

因此
5Z0

i

"

5Z/

i也显著升高)而经过治疗的
<<

大

鼠
5Z0

i

7

细胞显著下降#

5Z/

i

7

细胞显著升高#因

此
5Z0

i

"

5Z/

i也显著降低)接受重组
>C8.$%

联合

威灵仙总皂苷治疗的
<<

大鼠
5Z0

i

7

细胞和

5Z0

i

"

5Z/

i降低尤其明显)

5Z0

i

7

细胞可以有效

刺激
D

细胞#导致自身抗体产生增加#从而导致抗原

抗体复合物更多地沉积于滑膜#导致滑膜炎症#而

5Z0

i

"

5Z/

i也可以提示体内免疫状态#所以重组

>C8.$%

联合威灵仙总皂苷可以有效地调理患者免疫

状态'

$-.$/

(

)

综上所述#重组
>C8.$%

联合威灵仙总皂苷可以

通过降低
<<

大鼠外周血促炎的炎症因子#降低

5Z0

i

7

细胞调理
<<

大鼠免疫状态#从而改善
<<

大鼠关节影像学表现#可以进一步进行临床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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