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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黄颗粒抗小鼠前列腺增生机制的实验研究"

朱成彬!秦兆江!张克辉!周
!

曙#

"广东省佛山市中医院男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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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目的
!

观察蒲黄颗粒对小鼠前列腺增生模型前列腺组织
aA#.

%

!"+$

抗原表达的影响&方法
!

将

#-

只小鼠随机分为正常组%造模组%舍尼通组%蒲黄组!每组
)/

只#皮下注射丙酸睾丸素
/I

3

(

Z

3

连续
*)>

造

前列腺增生模型&各组分别按设计剂量给药!连续
+->

&摘取前列腺病理组织观察!免疫组织化学法检测各组

小鼠前列腺组织
aA#.

%

!"+$

抗原表达&结果
!

蒲黄组与舍尼通组均可一定程度改善前列腺细胞增生的病理变

化&造模组
aA#.

与
!"+$

表达水平升高!与正常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蒲黄组与舍尼通组均可

降低
aA#.

%

!"+$

表达水平!与造模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而两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结论
!

蒲黄颗粒降低前列腺组织
aA#.

%

!"+$

抗原表达水平!抗前列腺增生作用与抑制前列腺细胞增

殖和新生血管产生有关&

关键词#蒲黄颗粒!药理学#

!

良性前列腺增生!中药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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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性前列腺增生$

%6O

&系男子老年性疾病#主要

症状为夜尿频多+排尿困难#甚者尿潴留+肾功能损

害(目前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且前列腺增生有年轻

化趋势#其发病率逐年增加#

%6O

的发病机制除年龄+

性激素等因素以外#近年来有学者发现#该病发生还

与肥胖+糖尿病+高脂血症等代谢综合征密切相

关)

)9*

*

(中药蒲黄为香蒲科植物水烛香蒲+东方香蒲

的干燥花粉#广泛应用于
%6O

并取得良好的临床疗

效#本研究观察蒲黄颗粒对小鼠前列腺组织
aA#.

+

!"+$

抗原表达的影响#现报道如下(

$

!

材料与方法

$,$

!

材料
!

W2O

雄性小鼠
#-

只#

U6N

级#体质量

)#

!

*)

3

#平均$

*-_$

&

3

#由本院骨伤科研究所动物中

心提供(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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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医学与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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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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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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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物与试剂
!

蒲黄颗粒由本院中药颗粒药房提

供%丙酸睾酮注射液由广州明兴制药公司提供%舍尼

通$普适泰
+./I

3

&由南京美瑞制药有限公司提供(

免疫组织化学法所用试剂由美国
g

?

I@>

公司生产(

$,'

!

方法

$,',$

!

分组与造模
!

将
#-

只小鼠分为正常组+造模

组+舍尼通组+蒲黄组#各
)/

只%除正常组外#连续
*)

>

皮下注射丙酸睾丸素
/I

3

"

Z

3

制作
%6O

模型)

+

*

(

造模
*$1

后舍尼通组用舍尼通
./I

3

'

Z

3

c)

'

>

c)灌

胃
+>

#蒲黄组以蒲黄颗粒
+-I

3

'

Z

3

c)

'

>

c)灌胃

+->

(

$,',/

!

病理检查
!

取前列腺腹叶做常规石蜡切片固

定于
)-[

福尔马林液中#

O4

染色#观察前列腺组织

间质炎症+水肿+充血和纤维组织增生等(

$,','

!

免疫组织化学
!

先经脱蜡+水化+抗原修复

后#其他步骤按
4FAVA;A:D

&Q

H

F=;

两步法提供的试剂盒

进行(电子光镜观察染色结果(

6%U

替代一抗作为

阴性对照#已知的阳性片作为阳性对照(

$,',1

!

aA#.

阳性的判定
!

阳性标志为细胞核上有黄

至棕色颗粒着色#使用
aA#.

标记指数法)

$

*

$

aA#.'2

&(

染色结果根据阳性细胞数分为
aA#.'2

$

/[

+

)[

!

/[

+

%

)[+

个等级(

$,',2

!

!"+$

抗体染色和微血管密度$

QV"

&计数标

准
!

!"+$

阳性定位于细胞质#呈黄至棕黄色(在血

管致密区计算新生小血管数目#取
/

个高倍视野平均

值为
QV"

值)

/

*

(

$,1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U6UU)#,-

软件包进行分析#

计量资料以
L_+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方差分析%以

!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病理切片观察
!

正常组光镜下前列腺组织结构

清楚#腺体排列整齐#腺体上皮呈单层排列#腺腔内充

满了嗜伊红的分泌物(造模组镜下腺体增生活跃#小

叶增生#排列紧密%细胞数量增加排列呈复层或假复

层#多属腺体上皮细胞向腺腔内呈乳头状突起而细

长#腺腔内嗜伊红的分泌物显著减少(蒲黄组与舍尼

通组各种病理现象较造模组明显改善#上皮增生不明

显#乳头状突起较少#细胞呈低柱状或扁平状#排列整

齐#间质+血管充血较轻(

表
)

!!

各组小鼠前列腺组织
aA#.'2

"

!"+$

抗原

!!!

表达水平%

L_+

&

组别
) aA#.'2

$

[

&

QV"

正常组
)/ -,--_-,-- *,/._),-#

造模组
)/ *),$-_/,8$ +0,+)_)*,8*

舍尼通组
)/ )$,)#_$,./ ).,/._#,+$

蒲黄组
)/ )#,//_/,-+ )0,++_.,-*

/,/

!

小鼠前列腺组织
aA#.

+

!"+$

的表达
!

正常组前

列腺组织中
aA#.

无表达%造模组
aA#.'2

水平显著高

于正常组$

!

%

-,-/

&%舍尼通组+蒲黄组
aA#.'2

水平

均显著低于造模组$

!

%

-,-/

&#两组间比较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

!

$

-,-/

&%正常组和造模组前列腺组织中

均有
!"+$

表达#舍尼通组+蒲黄组
!"+$

表达均显著

低于造模组$

!

%

-,-/

&#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

&#见表
)

(

'

!

讨
!!

论

!!

前列腺湿质量为评价治疗
%6O

一个很重要的指

标(本课题前期实验结果表明#舍尼通组及蒲黄组的

小鼠前列腺的湿质量及血清睾酮水平#与造模组比较

明显降低#表明蒲黄颗粒对丙酸睾酮所致的小鼠前列

腺增生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提示蒲黄治疗前列腺增

生具有较好疗效#并能降低血清睾酮水平#为临床更

好的使用提供了证据)

#

*

(

aA#.

抗原作为增殖细胞中表达的一种核抗原是

现今最好的细胞增生标志物)

.

*

(研究发现#

aA#.

不在

正常前列腺组织中表达#而在造模组中明显增高#舍

尼通组及蒲黄组中又显著降低$

!

%

-,-/

&#表明蒲黄

颗粒能降低前列腺组织细胞的增生和增殖活性(

!"+$

作为目前较敏感的血管标记物#与微小血

管形成密切相关#广泛表达血管内皮细胞+胚胎成纤

维细胞和某些神经组织的细胞#其色泽清晰#便于血

管密度的计数)

890

*

(本实验发现造模组的
!"+$

表达

明显高于正常组#也高于舍尼通组及蒲黄组#提示蒲

黄颗粒能够通过减少血管内皮细胞聚集+降低血管密

度从而抗前列腺组织增生(蒲黄颗粒和舍尼通均可

使
aA#.

+

!"+$

表达降低#蒲黄颗粒的抗增生作用机制

与舍尼通相似(

中医认为
%6O

属0癃闭+瘕1范畴#肾虚为本#

瘀阻为标#肾虚膀胱气化无力#瘀血阻滞#为癃为闭(

治宜虚实兼顾#标本同治(蒲黄味甘性平#主心腹膀

胱寒热#利小便#止血#消瘀血#久服轻身益气力(,名

医论-!0香蒲生于水中#色黄味甘#禀水土之专精#而

调和其气血(主治心腹膀胱寒热#利小便者#禀土气

之专精#通调水道#则心腹膀胱之寒热俱从小便出#而

气机调和矣(止血+消瘀血者#禀水气之专精#生其肝

木#则止新血#消瘀血#而血脉调和矣(久服则水气充

足#土气有余#故轻身益气力#延年神仙1(,本草汇

言-0蒲黄性凉而利洁膀胱之原#清小肠之气#故小便

不通#前人所必用也(至于治血之方#血之上者可清#

血之下者可利#血之滞者可行#血之行者可止(1蒲黄

功兼活血与止血#又能利水且行血#为血水同病之要

药(治疗
%6O

#切中病机#补虚不恋邪+祛瘀不伤正(

现代药理研究认为蒲黄具有镇痛+抗炎+抗低压

低氧+抗微生物+促进血液循环+降低血脂+防止动脉

硬化+增强免疫力等作用%老年
%6O

患者常伴心脑血

管及代谢性疾病#临床应用蒲黄治$下转第
*.)-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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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激化学发光免疫分析法$

'2!(

&及化学

发光法$

!'2(

&#检测
6̂

的参考方法是化学发光免疫

分析法)

)-

*

(本研究的
6̂

流式荧光发光免疫测定方

法#其分析血清中
6̂

的精密度+准确度+检出限+线

性#和参考方法
(KK:<<

公司化学发光法相关性良好#

两法测定的结果具有一致性)

)-

*

(本研究通过流式荧

光法检测
6̂

)

+

6̂

*

灵敏度和特异度为
.$,8/[

+

.0,-*[

#而化学发光法检测
6̂

)

+

6̂

*

灵敏度和特

异度为
#+,8)[

+

#+,./[

#流式荧光法检测灵敏度和

特异度高(本研究通过试验#结果发现采用流式荧光

技术检测
6̂

)

+

6̂

*

的线性范围分别为
-,#/

!

)0-,

--D

3

"

I'

和
-,**

!

))-,--D

3

"

I'

#和其他研究的结

果基本一致)

))

*

(可能由于两种检测方法的原理不同#

灵敏度和特异度的差距等#导致两种检测方法的线性

范围差别较大(而且流式荧光法精密度和回收率均

比较好#可以准确测定标本中的
6̂

)

+

6̂

*

(与化

学发光法进行对比分析#两种方法检测
6̂

)

+

6̂

*

+

6̂

)

"

6̂

*

相关性良好#存在较好的可比性(

综上所述#流式荧光技术检测
6̂

)

+

6̂

*

的方

法学性能比较好#与化学发光法具有良好的相关性#

可在临床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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