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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前列腺炎属中医学野精浊冶范畴袁其发病机

制尚不清楚遥 国医大师周仲瑛教授根据其多年临证

经验提出野瘀热冶理论袁认为瘀热互结证不仅见于外

感热病袁亦存在于多种疾病的发展过程中[1]遥 瘀热病

机在精浊的发病过程中亦起到了关键的作用袁或外

感邪热入里袁或内伤久病袁致火热毒邪夹痰尧夹湿壅

滞血分袁搏血为瘀袁导致下焦精室蓄血袁局部经络不

畅袁血脉瘀滞袁瘀热相搏袁胶结难化袁使病情缠绵难

愈袁病机演变亦变化多端[2]遥 因此袁研究建立符合中

医野瘀热冶病机特点的慢性前列腺炎大鼠模型袁对慢

性前列腺炎的基础研究尧中医瘀热理论研究和临床

中药筛选尧遣方用药均具有重要意义遥 本研究旨在

通过对中医瘀热表征尧血液流变学指标以及组织病

理学方面的评价袁对两种造模方法进行比较袁以探

索更符合中医野瘀热冶病机和临床症候特点的慢性

前列腺炎大鼠模型的制作方法遥
1 实验材料

1.1 动物 雄性健康 SD 大鼠 30 只袁 体重 180耀
220g袁 购于南京中医药大学 SPF 级动物实验室

[SCXK渊浙冤2008-0033]袁直肠温度 37.0耀38.5益遥
1.2 试剂与仪器 角叉菜胶院规格 100g袁上海蓝技

科技有限公司袁批号院680525遥 大肠杆菌内毒素院规
格 10mg渊分装冤袁sigma袁批号院L-2880遥 干酵母院安琪

酵母股份有限公司遥 福尔马林液院规格 200mL袁无锡

市江原实业技贸总公司袁 批号院20130618遥 生理盐

水院规格 500mL/4.5g袁南京小营药业集团有限公司袁
批号院2011090902遥 碘伏消毒液院规格 500mL袁上海

利康消毒高科技有限公司袁 批号院310502a遥 电子天

平院型号 MP1002袁上海精密仪器仪表有限公司遥 麦

克大夫电子体温计院 北京天天联众科技有限公司

渊型号 MT1671冤遥4-0 可吸收缝线院美国强生公司渊型
号 WW9918冤遥
2 实验方法

2.1 分组与处理 雄性 SD大鼠 30只袁 适应性饲养

1 周后按体重随机分为角干组尧内干组和模拟组袁每组

10只遥 各组大鼠腹腔注射 10%水合氯醛渊0.3mL/100g冤
进行麻醉袁待麻醉完全后袁橡皮筋固定四肢袁松紧适

中袁腹部备皮袁碘伏消毒袁沿大鼠腹中线渊耻骨上方

1cm 处冤逐层纵向切开约 1.5cm袁游离肌肉尧腹膜袁进
入腹腔后袁分离前列腺及周围组织器官袁充分暴露

前列腺组织袁1mL 注射器于前列腺背叶进针遥 角干

组注射角叉菜胶袁剂量为 5mg/100g曰内干组注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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肠杆菌内毒素袁剂量为 5滋g/100g曰模拟组注射等体

积生理盐水遥 送复前列腺后逐层缝合腹腔袁角干组尧
内干组大鼠背部皮下注射 20%干酵母混悬液袁剂量

为 1mL/100g袁模拟组同样部位注射等量生理盐水遥
2.2 瘀热表征及实验室检测 造模成功后观察各

组大鼠饮水尧摄食及活动情况袁造模后 1尧3尧7 日上

午 9 时使用电子体温计测量大鼠肛温曰第 7 日大鼠

腹尾静脉采血 3mL 置于肝素抗凝管中袁送南京中医

药大学附属医院检验科检测血液流变学各项指标

渊高切尧中切尧低切全血黏度值和红细胞压积尧红细

胞聚集指数冤遥
2.3 组织病理学检测 第 7 日取血后大鼠麻醉处

死袁取前列腺组织观察大体情况袁经 10%甲醛固定袁
HE 染色袁100 倍光镜下观察前列腺组织形态学变

化袁比较各组大鼠前列腺病变范围尧腺腔形态尧淋巴

细胞浸润程度尧间质增生情况遥
2.4 统计学方法 所有数据采用 SPSS17.0 软件进

行统计分析袁计量资料以渊x依s冤表示袁组间比较采用

单因素方差分析袁 两两比较采用 Student-Newman-
Keuls 检验袁以 P约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遥
3 实验结果

3.1 各组大鼠瘀热表征比较 造模后角干组大鼠

出现明显的瘀热表征袁表现为舌色红紫袁尾部出现瘀

斑袁同时肛温逐渐升高曰内干组大鼠出现肛温升高袁
但是瘀热表征不明显渊仅有部分大鼠出现舌色红紫袁
未见尾部明显瘀斑冤遥 模拟组大鼠观测其舌色正常袁
尾部未见瘀斑出现袁体温未见明显升高遥与模拟组比

较袁角干组尧内干组大鼠肛温明显升高渊P约0.05冤袁但
角干组与内干组组间比较肛温差异不具有统计学

意义渊P跃0.05冤袁见表 1遥
3.2 各组大鼠血液流变学指标

变化情况 见表 2遥 角干组尧内
干组大鼠全血黏度 渊低切尧中
切尧高切冤尧红细胞压积尧红细胞

聚集指数均较模拟组显著升高

渊P约0.05冤遥 角干组与内干组比

较袁 全血黏度指标差异显著

渊P约0.05冤袁 红细胞压积和红细

胞聚集指数差异不具有统计学

意义渊P跃0.05冤遥
3.3 各组大鼠前列腺组织病理

学比较 造模后第 7 日角干组

大鼠前列腺组织内可见上皮及

腺腔形态不规则袁 大量炎细胞

浸润袁伴有慢性肉芽肿性炎症出现遥 内干组大鼠前

列腺组织内可见上皮细胞及腺腔形态较规则袁间质

亦可见少量成纤维细胞袁有少量炎细胞浸润遥 模拟

组大鼠前列腺组织内见上皮细胞为立方或柱状袁虽
然腺腔形态不一袁但尚有规则袁间质中可见少量成

纤维细胞袁未见炎细胞浸润遥 见图 1遥
4 讨论

中医认为精浊以肾虚为本袁湿热为标袁瘀血为

变遥 但临床中精浊症状往往繁杂袁病程迁延难愈袁究
其原因常为多种病理因素互相胶结导致袁而瘀热病

机更符合精浊临床致病过程和病机特点[2]遥
目前构建中医瘀热症候的动物模型方法较少袁

也缺乏公认的瘀热症候动物模型的判定标准袁现有

文献中判定标准以动物模型表征及微循环实验室

检查渊血液流变学尧凝血功能等冤为主[3]遥 为了更好地

模拟瘀热病机在慢性前列腺炎致病过程中的特点

并且探索符合中医瘀热临床症候的大鼠模型袁本研

究对角叉菜胶注射液联合活性干酵母混悬液和大

肠杆菌内毒素联合活性干酵母混悬液这两种造模

方法进行了对比研究遥 目前制作中医热毒血瘀证模

型采用较多的方法仍为细菌内毒素[4-5]袁而角叉菜胶

是为海藻中所提取的硫酸多糖类物质袁用于组织炎

症和发热模型的制备袁单用角叉菜胶致野瘀冶的作用

相对较强袁 其制作的大鼠模型可以表现为舌质紫

红尧尾部瘀斑[6]遥 活性酵母菌混悬液是制作炎症反应

表 1 各组大鼠造模后第 1尧3尧7 日肛温比较

组别
动物数
渊只冤

肛温渊益冤
第 1 日 第 3 日 第 7 日

角干组 10 37.44依0.18 38.16依0.21* 38.54依0.16*

内干组 10 37.60依0.12 38.10依0.16* 38.44依0.18*

模拟组 10 37.82依0.25 37.78依0.19 37.73依0.29
注院* 与模拟组比较袁P约0.05遥

表 2 各组大鼠造模后第 7 日血液流变学指标比较

角干组 0.53依0.08* 7.08依0.90*10 11.44依1.30*银

组别
红细胞压积

渊L/L冤 红细胞聚集指数
动物数
渊只冤

全血黏度渊mPa.s冤
低切[5/s]

5.92依0.51*银 4.15依0.34*银
中切[30/s] 高切[200/s]

内干组 0.56依0.02* 6.32依0.57*10 11.29依0.72*银 5.75依0.28*银 3.95依0.18*银

模拟组 10 9.54依0.29 5.39依0.34 3.72依0.14 0.59依0.03 5.74依0.30
注院* 与模拟组比较袁P约0.05曰银与内干组比较袁P约0.05遥

模拟组 角干组 内干组

图 1 各组大鼠前列腺组织病理图片渊HE袁伊100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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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结果表明袁益气化瘀方确实具有一定的

抗炎尧止血尧镇痛作用袁然而作为中药复方成分袁进
一步明确其有效成分袁将其推广应用是我们今后研

究的重点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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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导的发热模型的常用材料袁其致野热冶作用明显[7]遥
因此袁从造模角度来看将角叉菜胶联合活性干酵母

混悬液作为致病因素更为符合中医瘀热病机理论

特点和临床症候表现遥
本研究从大鼠模型瘀热表征尧实验室渊血液流

变学冤指标和前列腺组织病理学三方面对两种造模

方法进行了探索比较遥 从瘀热表征比较袁内干组大

鼠模型仅表现为体温异常袁 部分出现舌质红紫袁未
见明显尾部瘀斑曰 角干组大鼠模型表现为舌质红

紫尧尾部瘀斑袁同时伴随体温升高等异常表现遥 从实

验室渊血液流变学冤指标比较袁两组大鼠模型均表现

为血液黏稠度增高袁但角干组升高更加明显遥 从大

鼠模型前列腺组织病理学比较袁内干组大鼠模型前

列腺仅有少量慢性炎细胞浸润袁而角干组前列腺腺

体内出现大量炎细胞浸润伴随慢性肉芽组织增生

的异常反应遥
综上袁角叉菜胶联合干酵母混悬液和大肠杆菌

内毒素联合干酵母混悬液两种方法均可制作瘀热

型慢性前列腺炎大鼠模型袁但相比而言角叉菜胶联

合干酵母混悬液所制作的大鼠模型更符合中医野瘀
热冶病机理论特点袁瘀热临床症候明显袁实验室指标

及组织病理学证据充足袁 同时该模型制作简单尧便
于操作袁 可更好地用于慢性前列腺炎的基础研究尧
中医瘀热理论和临床有效中药筛选等多方面的研

究遥 但国内外对于瘀热型慢性前列腺炎大鼠模型的

相关研究仍较少袁是否有更优化的造模方法还有待

进一步的探索研究遥 在今后研究中我们将尝试从炎

症信号通路及表观遗传学机制等方面着手袁以本研

究的大鼠模型为基础袁从分子生物学方向进一步探

寻慢性前列腺炎的发病机制袁尝试从微观分子机制

阐述宏观中医瘀热本质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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