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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屑病是一种由多基因遗传决定的、多环境因

素刺激诱导的免疫异常性慢性增生性皮肤病

[1]

，临

床表现以红斑、丘疹、鳞屑为主，病程长且迁延难

愈， 对患者的身心健康及生活质量造成了巨大影

响。 现代医学认为，本病病因可能涉及遗传、免疫、

感染、环境等诸多方面

[2]

，但发病机制不完全清楚，

目前尚无根治方法。 中医药在治疗银屑病方面有着

疗效持久、 毒副作用少等优势， 笔者以中医 “毒”

“瘀”为理论基础，选用《太平圣惠方》中“秦艽丸”治

疗银屑病临床取得显著疗效。 因小鼠尾部鳞片表皮

角化缺少颗粒层形成的过程与银屑病表皮分化不

全相类似， 常在实验中模拟银屑病表皮分化的病

变。 本研究旨在通过观察中药秦艽丸对小鼠尾部鳞

片表皮颗粒层形成及血清

IL-2

水平的影响，探索秦

艽丸治疗银屑病的作用机理，为防治银屑病中药经

典方剂的开发奠定基础，也为中医“毒”“瘀”理论在

临床皮肤病治疗中的进一步深化提供佐证。

1

实验材料

1.1

动物

ICR

小鼠

60

只，雄性，体重

18～22g

，由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实验动物中心提供， 许可证号：

SCXK

（黑）

2013-004

。

1.2

药物与试剂 秦艽丸， 由黑龙江中医药大学

附属第一医院中药局提供 ；复方青黛丸 ，陕西医

药控股集团天宁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国药准字：

Z61020964

；生理盐水 ，哈尔滨三精艾富西药业有

限公司 ，批号 ：

20023690

；甲胺蝶呤 ，上海信谊药

厂有限公司，国药准字：

H31020644

；

IL-2

试剂盒，

北京诚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货号：

E-20010

。

1.3

主要仪器 酶标仪（

MK3

，德国

thermo

）；移液

器 （

ClipTip1000

，德国

Thermo

）；组织包埋机 （

His鄄

tostar

，德国

Thermo

）；石蜡切片机 （

HM340E

，德国

Thermo

）；研究型显微镜（

BX60

，日本

OLYMPUS

）；显

微摄像系统（

DP72

，日本

OLYMPUS

）；数码医学图像

分析系统 （

Med6.0

， 中国

Motic

）； 电垫鼓风干燥箱

（

101-YE

， 出厂编号：

10095

， 北京市光明医疗仪器

厂）；格兰仕微波炉（

MP-70209FW

，广东格兰仕集团

有限公司）； 实验器械 （上海浦伦医疗器械有限公

司，批号：

1010264

）。

2

实验方法

2.1

药物制备

2.1.1

秦艽丸的制备 秦艽丸处方由乌蛇

120g

、秦

艽

60g

、炒大黄

60g

、苦参

60g

、黄芪

60g

、漏芦

45g

、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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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观察中药秦艽丸对小鼠尾部鳞片表皮颗粒层形成及血清

IL-2

水平的影响，初步探讨经方秦艽丸治

疗银屑病的作用机理。方法：取

ICR

雄性小鼠

60

只，随机分为秦艽丸低、中、高剂量组和中药对照组、西药对照组、生理盐

水组

6

组。 秦艽丸低、中、高剂量组分别给予低、中、高浓度秦艽丸灌胃，中药对照组、西药对照组分别给予复方青黛丸悬

浊液、甲氨蝶呤悬浊液灌胃，生理盐水组给予生理盐水灌胃。观察并比较各组小鼠尾部鳞片表皮颗粒层形成情况，以及血

清

IL-2

含量。 结果：与生理盐水组比较，各给药组小鼠尾部表皮颗粒层细胞均明显增加（

P＜0.01

）；与中药对照组和秦艽

丸低、中剂量组比较，秦艽丸高剂量组颗粒层细胞增多更为明显（

P＜0.05

，

P＜0.01

）。 与生理盐水组比较，各给药组小鼠血

清

IL-2

的水平均明显降低（

P＜0.01

）；与中药对照组和秦艽丸低、中剂量组比较，秦艽丸高剂量组小鼠血清

IL-2

降低更

为明显（

P＜0.05

，

P＜0.01

）。 结论：秦艽丸治疗银屑病的作用机理与改善银屑病表皮细胞角化不全及降低血清

IL-2

含量有

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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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

45g

、防风

45g

组成。 药材加

8

倍量水浸泡

4h

，加

热煎煮

1h

，药渣再加

6

倍水，煎煮

1h

，过滤，两次滤

液合并，最后浓缩成生药浓度分别为

0.53g/mL

（低

剂量）、

1.07g/mL

（中剂量）、

2.13g/mL

（高剂量）的药

液。

2.1.2

复方青黛丸悬浊液的制备 复方青黛丸溶

于生理盐水中， 配成药物浓度为

234mg/mL

的混悬

液，

4℃

保存备用。

2.1.3

甲胺蝶呤悬浊液的制备 甲胺蝶呤溶于生

理盐水中， 配成药物浓度为

234mg/mL

的混悬液，

4℃

保存备用。

2.2

分组与给药 将

50

只小鼠随机分为秦艽丸低

剂量组、秦艽丸中剂量组、秦艽丸高剂量组、中药对

照组、 西药对照组和生理盐水组， 分别给予

0.99

、

1.98

、

3.96g/

（

kg

·

d

）剂量秦艽丸药液和

2.34g/

（

kg

·

d

）

复方青黛丸混悬液 、

234mg/mL

甲胺蝶呤混悬液 、

10mL/

（

kg

·

d

） 生理盐水灌胃， 每日

1

次， 共灌胃

15d

。

2.3

标本采集 连续灌胃

15d

后各组小鼠摘眼球

取血，离心取上清备用。取血后脱颈椎处死小鼠，取

距鼠尾根部约

1.5cm

处的背面皮肤一长条 ，

4%

多

聚甲醛溶液固定

12h

，脱水（室温梯度酒精

70%

—

80%

—

95%

—

100%

），二甲苯透明，石蜡包埋，常规

切片。

2.4

指标检测

2.4.1

小鼠尾部鳞片表皮颗粒层形成情况 石蜡

切片二甲苯脱蜡水化后 ，苏木素染色 （

10min

），盐

酸酒精分化，置于伊红染色液中（

1min

），梯度酒精

脱水，二甲苯透明，树脂封片，显微镜下观察。 光

镜下，凡是两个相邻的毛囊间表皮（即鳞状表皮）

具有连续成行之颗粒细胞者， 称为有颗粒层形成

之鳞片， 统计

100

个鳞片中有颗粒层形成的鳞片

数。

2.4.2

小鼠血清

IL-2

检测

IL-2

检测严格按照试

剂盒说明书操作 ， 室温使血液自然凝固

20min

，

3000r/min

离心

20min

，收集上清。 根据预先确定的

实验样本稀释倍数及标准曲线所使用的浓度对标

准品进行稀释，每个样本做双复孔，分别设空白孔、

待测样品孔。 在酶标包被板上待测样品孔中先加样

品稀释液

40μL

， 再加血清

10μL

， 封板膜封板后

37℃

温育

30min

，洗板

6

次。 浓缩洗涤液用蒸馏水稀

释备用。 除空白组外， 每组加入酶标试剂

50μL

，封

板膜封板后

37℃

温育

30min

，洗板

6

次。每孔先加入

显色剂

A 50μL

，再加入显色剂

B 50μL

，轻轻震荡

混匀，

37℃

避光显色

15min

， 每孔加入终止液

50μL

终止反应。 空白管调零，

450nm

波长依序测量各孔

的吸光度（

OD

）值。

2.5

统计学方法 使用

SPSS 17.0

软件对数据进

行统计分析，数据以（

x±s

）表示，多组间比较采用单

因素方差分析（

ANOVA

）进行处理，以

P＜0.05

为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3

实验结果

3.1

各组小鼠尾部鳞片表皮颗粒层形成情况比较

结果见表

1

、图

1

。 如图

1

所示，生理盐水组颗粒

层细胞较少， 而各给药组颗粒层细胞相对较多，且

比较完整， 其中秦艽丸高剂量组颗粒层细胞最多，

其次为西药对照组，再次为中药对照组、中药中剂

量组、中药低剂量组，说明高剂量的秦艽丸可显著

促进小鼠尾部鳞片中颗粒层细胞的形成，使其数量

增多，光镜下显示细胞体积变大、呈菱形，颗粒层细

胞深染，界限清晰。

表

1

各组小鼠尾部表皮

100

个鳞片中有颗粒层形成的鳞片数比较 片

生理盐水组

组别

10

动物数（只）

8.4±1.35

颗粒层鳞片数

/100

鳞片

中药对照组

10 16.9±3.48

**

西药对照组

10 21.5±3.57

**

秦艽丸高剂量组

10

24.4±3.5

**△△#&

秦艽丸低剂量组

10 15.00±1.89

**▲▲

秦艽丸中剂量组

10 16.4±1.78

**▲▲#

注：

**

与生理盐水组比较，

P＜0.01

；

△△

与中药对照组比

较，

P＜0.01

；

▲▲

与西药对照组比较，

P＜0.01

；

#

与秦

艽丸低剂量组比较，

P＜0.05

；

&

与秦艽丸中剂量组比

较，

P＜0.05

。

生理盐水组 中药对照组

西药对照组 秦艽丸低剂量组

秦艽丸中剂量组 秦艽丸高剂量组

图

1

各组小鼠尾部鳞片中颗粒层细胞（

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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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各组小鼠血清

IL-2

含量比较 见表

2

。

表

2

各组小鼠血清

IL-2

含量比较

生理盐水组

组别

10

动物数（只）

4.10±0.72

血清

IL-2

（

pg/mL

）

中药对照组

10 3.20±0.77

**

西药对照组

10 2.31±0.22

**△△

秦艽丸高剂量组

10 2.37±0.27

**△△#&

秦艽丸低剂量组

10 2.83±0.35

**▲

秦艽丸中剂量组

10 2.50±0.28

**△△#

注：

**

与生理盐水组比较，

P＜0.01

；

△△

与中药对照组比

较，

P＜0.01

；

▲

与西药对照组比较，

P＜0.05

；

#

与秦艽

丸低剂量组比较，

P＜0.05

；

&

与秦艽丸中剂量组比较，

P＜0.05

。

4

讨论

银屑病发病急骤， 常迁延不愈， 与中医 “毒”

“瘀”理论相符，“毒邪”是其重要的致病因素，“瘀”

邪是其发病的一个重要原因。 银屑病患者多由扁桃

体肿大而诱发全身皮损，发展迅速，进而成为风毒、

热毒，而银屑病病程长，日久致瘀。 现代医学对银屑

病的常规组织学和超微结构研究发现，银屑病中存

在毛细血管异常、血黏度增加等高聚、高黏、高凝的

病理状态

[3]

，符合中医血瘀证候。 “秦艽丸”出自《太

平圣惠方》，由秦艽、苦参、炒大黄、防风、漏芦、酒乌

蛇、黄连、黄芪八味药组成，炼蜜成丸，并以温酒送

服。 该方虽以秦艽命名，但方中乌蛇用量最大，用至

四两，具有搜风祛瘀、通经络解毒止痒之功，故应为

君药。 秦艽祛风除湿止痒，为“风药中之润剂，散药

中之补剂”，苦参清热燥湿祛风止痒，药理研究表明

秦艽提取物具有抗炎镇痛活性

[4]

，苦参中黄酮类具

有抗炎抗菌的作用

[5]

。 炒大黄、黄芪共为臣药，其中

炒大黄祛瘀生新止痒，黄芪补气升阳、祛瘀生肌。 漏

芦、黄连亦共为臣药，二者合用，共奏清热解毒之

效。 防风为佐药，佐助乌蛇以达疏外风、祛内风之

效，使得风邪有所出路。 蜂蜜甘缓，并以温酒送服，

可防止方中药物寒凉峻猛之性伤及脾胃。 秦艽丸为

丸剂，丸者“缓”也，对于进行期后静止期的患者最

为适合，笔者临床将本方用于进行期过后，皮损稳

定及时间较长的斑块型银屑病患者， 效果满意，复

发率低。

复方青黛丸主要作用为活血化瘀、 清热解毒、

祛风止痒等， 其中青黛具有清热解毒凉血的作用，

其所含靛玉红已证实可抑制多种细胞

DNA

合成，

组织学上观察发现青黛对增生的上皮细胞有抑制

作用

[6]

。 目前，复方青黛丸广泛应用于临床治疗银屑

病，故作为本实验的中药对照组。

国内外对本病的发病机制进行了不少研究，虽

取得一些成绩，但至今尚未完全清楚。 多数学者认

为银屑病是免疫或炎症介导的疾病，是辅助性

T

细

胞

1

（

Th1

）过度活化失常而引起的一种自身免疫性

疾病，主要病理表现是上皮角质形成细胞的过度增

殖和分化角化不全两个方面。 在正常情况下，小鼠

尾部鳞片表皮天然缺少颗粒层，而毛囊处有少量的

颗粒细胞，且表皮较薄，因此可以模拟银屑病表皮

角化不全的病变，是目前公认的实验性银屑病病理

模型之一

[7]

。 本研究结果表明，秦艽丸可促进小鼠尾

部鳞片中颗粒层细胞形成，其中高剂量疗效优于复

方青黛丸与甲氨蝶呤，中药各剂量组之间比较亦具

有统计学差异（

P＜0.05

），且随着中药浓度的增加对

颗粒层细胞的促进作用亦增强。 由此推断，秦艽丸

对银屑病患者有治疗效果，其作用机理或与促进颗

粒层细胞形成和改善银屑病表皮细胞角化不全有

关。

IL-2

由辅助性

T

淋巴细胞产生，是一种免疫调

节因子，能够刺激

B

淋巴细胞产生抗体及促进自然

杀伤细胞的活性，提高机体免疫力

[8]

。 在银屑病的发

病过程中，

T

细胞、角质形成细胞、树突状细胞等分

泌大量细胞因子，如

IFN-γ

、

TNF-α

、

IL-4

、

IL-8

等，

共同构成

TH1

型细胞因子网络，该网络中各细胞因

子相互作用，促进炎症级联反应的发生，最终导致

细胞因子网络失衡

[9]

。 本研究结果显示，秦艽丸各

剂量均能显著降低小鼠血清

IL-2

含量，各剂量组

间比较具有统计学差异 （

P＜0.05

），浓度越高对小

鼠血清

IL-2

含量的降低作用越强，秦艽丸高剂量

的效果与甲氨蝶呤相当， 而明显优于复方青黛丸

（

P＜0.05

）。 说明秦艽丸高剂量在临床疗效上与甲氨

蝶呤相当，但因甲氨蝶呤对胃肠道和骨髓有毒性反

应，同时可导致口腔溃疡、白细胞减少、恶心、腹痛

等不良反应

[10]

，因此对于需长期服药的慢性银屑病

患者，宜选用毒副作用小的中药制剂。 通过本实验

结果推测，秦艽丸治疗银屑病的作用机理可能与降

低血清

IL-2

含量有关，血清

IL-2

含量降低可改善

免疫功能状态，从而发挥对银屑病的治疗作用。 在

后续的研究中我们将运用小鼠尾部鳞片细胞、转基

因小鼠动物模型等来验证秦艽丸各剂量对银屑病

动物模型

IL-8

、

TNF-α

、

ET-1

等免疫因子的影响，

继续探索秦艽丸治疗银屑病的作用机理，为临床应

用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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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程度上改善高血压症状

[12]

。本研究发现，与葛根水

煎剂比较， 牡蛎配伍葛根能更加抑制

SHR

大鼠的

RAAS

系统， 降低血浆

Renin

、

AngⅡ

、

ALD

、

ET-1

含

量，更能改善

SHR

大鼠的血液流变学和左心室肥厚

程度。 另外，血管平滑肌细胞紧张度增高是高血压

病最重要的病理生理学改变，

Ca

2+

作为细胞内第二

信使物质及细胞兴奋

-

收缩耦联剂， 对血压调节起

关键作用

[13]

。与葛根水煎剂比较，牡蛎配伍葛根降低

SHR

大鼠

AVSMC

胞内的

Ca

2+

浓度作用更加明显，

尤以高剂量效果更好。 以上研究结果表明，牡蛎对

葛根降血压具有协同增效作用 ， 其机制与抑制

RAAS

、改善血管内皮功能、阻滞

AVSMC

胞内

Ca

2+

引

发的多种信号转导途径等作用相关。

目前中医药防治高血压的实验一般是对降压

疗效的简单观察，缺乏对包括改善并发症和靶器官

损伤等的作用机制研究， 未来需进一步从分子、基

因水平开展实验和临床研究，基于经典方药开发更

好的现代化抗高血压中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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