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 中 医 年 月 第 卷第 期

伤科健骨汤对大鼠四肢开放性骨折模型中

表达及局部组织学表现的影响

林小永 ， 陈党

中 山市 中医院骨二科 ， 广东 中山

摘要 目的 ： 观察在 大鼠四肢开放性骨折模型早期愈合过程中 ，
伤科健骨 汤对血 清中血管 内 皮生长 因子 （ 表达及骨

折端局部组织学改 变的影响 方法 ： 将 级 大鼠造成开放性股骨骨折模型 ， 术后将造模成功 的 大 鼠随机分为 实验组和对照

组各 只 实验组造模后 第 天即开始 以伤科健骨汤浓缩液灌服 ， 对照组仅给予 正常饲养 ， 术后 第 周 、 周 、 周
，
分批处死

动物取材行免疫组化 染 色及图像分析测 定 ，
酶联免疫吸 附双抗体夬心法 （

测 定血清 表达的 强度 结果 ： 实验组术后

第 周 、 周 的 浓度 与对照组相比
，
差异均 有显 箸性意 义 （ 局部组织免疫组化染 色及 图像分析测 定显示 ，

实验组

的表达在 、
、 周 时均 强 于对照组 ，

其 中在 第 周 时染 色 阳性 强 度最 高 ， 第 周 阳 性强 度 降低 ，
但仍 强 于对照组 ，

结

论 ： 伤 科健骨 汤在 大鼠四肢骨折愈合早期可 正向调 高 水 平
，
从 而促进骨折 断端微血 管新 生增 殖 ，

加快骨折端骨性连接形

成
，

起到促进骨折愈合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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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血管 内皮 生长 因子 在 骨创伤的正 常血管生成 、 骨 生 物工 程有 限 公 司 ） ，

超净工作 台 苏州 净化设备 有限公 司 ，

痂结构和矿化以及软骨改建中 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 但 目前 多 功能酶标仪 奥地利 公司 。

该类研究多停留在分子生物学领域 内 ， 中 医药治疗骨创伤有着 实验方法

悠久的历史和突出 的临床效果 ，
但对其具体作用机理的研究尚 造模 与分组 只 大鼠饲养于本院药学部实验动 物

不深入 ， 本研究将 二者通过实验设计进行结合 ， 建立大鼠四肤 中 心 ，
室温

°

相对湿度 ，
自 由摄食 、 饮水

， 每周监

开放性骨折模型进行对照试验 ， 观察在 四肢开放性骨折早期愈 测体质 量 。 用计算机随机数字生成法将大 鼠随机分 为造模 组

合过程中 ， 伤科健骨汤对体内血清 中 表达及骨折端局部 只和正常对照组 只。 组均 给予 全价营养颗粒饲料 含

组织学表现的影响 ， 探讨其治疗 四肢开放性骨折的作用机制 ， 脂肪 、 碳水化合物 、 蛋 白质 。

以进一步明确其促进骨折愈合的机理。 开放性骨折模型 的 建立 采 用腹腔注射麻 醉 的 方法 ，

材料 于大鼠右下腹部注射 戊巴比妥钠 ， 按每 体重 的

实验动物 健康 级 大鼠 ，
只

， 雌雄各 只
， 剂量 ， 计算药物浓度 ，

左后肤股骨部术区常规备皮 、 消毒 ， 取

体质量 ， 周龄 。 由广东省医学实验动物 中心 前外侧切 口
， 沿肌间隙尽量钝性分离骨面 ，

显露股骨干 ， 于股

提供 ，
遵循 中 国科学技术委员会颁发的 《实验动 物管理条例》 骨干中 处呈短斜形截断 ， 取 的克氏针做髓

进行实验。 内 固定以 固 定折端 ， 检查对位对线 良好 ，
固定稳固后 ， 冲洗缝

主要试 剂及仪器 伤科健骨汤是本院骨科经验方 ， 组成 合伤 口
， 安尔碘每天消毒伤 口 预防感染 。

怀牛膝 、 续断 、 透骨草 、 独活各 ， 补骨脂 、 三七 、 川芎 、 分组方 法 在造模成功 的大 鼠中选取健康状况 良好的

当 归 、 鸡血藤各 甘草 水浸泡 ，
煎 次

， 每 只 ，
用计算机随机数字生成法随机分为 实验组和对照组各

次煎开 后过滤取汁 ， 将 次汁液混合 ， 并统
一

浓缩为 只 。

质量浓度 的药液 ， 由 本院中 药房煎 制 ， 抗鼠 的 给药 方法 实验组造模后第 天 即开始以伤科健骨汤浓

酶联免疫吸附双抗体夹心法 试剂盒 武汉博士德生物工 缩液灌服 ， 按 倍成人剂量换算为 分 次给

程有 限公 司提供 ， 即 用型 免疫组化试剂盒 武汉博士德 药 。 对照组仅给予正常饲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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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清 中 的 测 定 术后第 周 、 周 、 周应用 随机 骼在骨折发生后的愈合过程 中 ， 受到诸 多 因素的 影响 ， 这之中

数字 生成法 ， 每组分别抽取 只 大鼠拍 线片 后处死
， 取 骨 骨折断端的血供是最基本的 因素 ， 也是最重要的 因素 ， 而创伤

折端局部组织标本固定保存后待测 。 心脏取血 ， 离 心 后血管 的 生成可通过很多 诱导 因子诱 导 ，
有研究显示 ，

唯有

分离血清 ，

°

低温保存 待 测 。 含 量 的 测 定 采 用 对 内皮细胞有特异性 ，
能促使其增殖及血管的生成 ， 同

。 时又能增加血管的通透性 类似的研究也证实 ， 在骨

免疫组织化 学检测 术后第 周 、 周 、 周 ， 取 骼生成及其代谢过程 中均起到极为 关键 的 作用 ，
如初同 伟等

大鼠的局部组织标本经 多聚 甲 醛溶 液固定 、 硝酸脱钙 ， 石 通过动 物实验发现 ，
使用 组骨折端局部血流量明 显高于

蜡切 片 。 采用 即 用 型 免疫组化试剂盒 武汉博士德生物 对照组 ， 而使 用 抗体组则 出 现 骨 不连及 不 愈合 。 文

工程有限公司
丨

，
二氨基联苯胺 丨

显 色 。 免疫组化染色 片 电 献 【 报道显示 ， 在骨折的 愈合过程 中 ， 能通过促进 骨折

子显微镜下计算免疫组化染色 的平均光 密度值和积分光密度值 端及其 周 围软组织血管的生成 ，

特异性增加局部 的血流量 ， 促

进行半定量分析 。 进 内皮细胞增殖 ， 调节软骨 的生成与成熟 ， 增进成骨细胞与软

统计 学 方 法 所得的 数据采用 软件进行统计 骨 内骨 化之 间 的相互 作用 ， 诱导成骨 ，
进而加 快骨折愈合过

分析 ， 计量数据 以 ： ：
、 表示

，

两样本均 数比 较采 用 检验 ， 程 。 国外有研究也发现 ， 在骨折部位应用 腺病毒转染的

多样本均数 比较采用单 因素方差分析 。 方法可促进骨折愈合 。

实验结果 伤科健骨汤 为 本院骨科应用 多年 的经验方 ， 临床效果 明

组各 时间 点血清 农度比较 见表 。 实验组术后 显
，
但其具体作用机理尚不 明确 ，

极大地制约 了对外学术交流

第 周 、 周 的 浓度与前 周 比较 ，
差异均有显著性意 及进

一

步现代化开发 ， 本次实验结果显示 ： 伤科健骨汤 在大鼠

义屮 组间第 周
、

周 的 浓度分别比较 ， 差 四肤骨折愈合早期可正向调高 水平 ， 从而促进骨折断端

异均有显著性意义 。 微血管新生增殖 ，
加快骨折端骨性连接形成 ，

起到促进骨折愈

合 的作用 。 尤其是术后第 周 ， 实验组骨折断端局部组织 中
表 ±

表达 明显高于 对照组 ’
提示伤科健骨汤能促进 的

‘ 别 “ 吊 胃
合成分泌 ’ 从而有效地促进 了骨修复过程 中血管的形成和骨生

实 验 ± ±

成 ， 这可能是其促进 骨折愈合 的重要机制 。 但必须指 出的 是 ，

对 照 组 土
曰 夕 圭卄 円念 广

与 本组第 周 比较 ，

‘

； 与 本组第 周 比较 ，

月 折 、 口 疋多 种因 素” 同参与 、 相互协同 的复水过

；
与 对照组同期 比较

， ③
是其 中 的 个 方面 ’ 关于伤科健骨汤是如何干预其他骨生长

因子的 ，
还需进

一

步研究。

局部组 织 学观察结果 见 图 、 、 。 实验组 的

表达在 、 、 周 时均强于对照组 ， 其 中在第 周 时染色 阳 参考文献

性强度最高 ，
第 周 阳性强度 降低 丨

日仍优于对 照组。 其 中术

后第 周 ， 组均 出现较强阳性染色 ， 实验组程度稍强于对照

组
，
但优势不明显 ； 术后第 周 ，

实验组局部组织染色 阳性 ’

：

强度高于对照组 ，
二者差异明 显 ， 且实验组局部软骨痂 、

成骨 ⑵

细胞 、 新生血管 内皮细胞密度明显高于对照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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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禾肖有下 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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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术后第 周 图 术后第 周 图

，

术后 第 周
：

讨论

随着人们对骨折愈合机制研究的深入 ， 逐渐认识到人类骨
（责任编辑 刘 淑 亭 吴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