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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研究左归丸( 右归丸和玉屏风散的抗哮喘作用及其作用机制差异’ 方法!雄性gC>?6 K>C?3;大鼠随机分
为 ’ 组& 卵清白蛋白诱导慢性哮喘模型& 给药组分别灌胃给予左归丸( 右归丸( 玉屏风散& 正常组和模型组给予生理
盐水& 每日给药 " 次& 连续给药 "% @’ 测定大鼠Y/6T值& 血清辅助性.淋巴细胞亚群.T"( .T# 炎症细胞因子水平及
皮质酮 "NE[.# 和促肾上腺皮质激素 "GN.O# 蛋白水平’ 处死大鼠& 取肺组织切片定量测定气道重塑病理变化’
E.+YNE法测定下丘脑促肾上腺皮质激素释放激素 "0JU# 及肺组织)4FD!!( #8+,E 2EKG表达水平’ 结果!玉屏风
散组( 右归丸组Y/6T值显著低于左归丸组’ 玉屏风散组.T" 因子显著高于左归丸组& .T# 因子显著低于左归丸组’ 右
归丸组仅白细胞介素VU+’ 显著低于左归丸组’ 玉屏风散组血清NE[.( GN.O蛋白及下丘脑0JU2EKG显著高于左归
丸组& 右归丸组GN.O蛋白及0JU2EKG显著高于左归丸组’ 玉屏风散组肺组织转化生长因子)4FD!!( #8+,E 2EKG

表达水平与左归丸组无显著差异& 右归丸组 #8+,E 2EKG表达水平显著低于模型组’ 玉屏风散和左归丸对气道重塑具
有显著抑制作用’ 右归丸杯状细胞数显著低于左归丸组’ 结论!左归丸( 右归丸( 玉屏风散均具有显著抗哮喘作用’
玉屏风散对.T"H.T# 平衡( 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 "OYG轴# 及 .LM+#"HA23@$ 通路的调节作用均较强$ 右归丸对
.LM+#"HA23@$ 通路调节作用弱于左归丸& 对OYG轴调节作用强于左归丸’
关键词! 左归丸$ 右归丸$ 玉屏风散$ 哮喘$ 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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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哮喘是一种以气道高反应为特征的常见呼吸系
统疾病’ 据统计& 目前全球有近 #F$’ 亿人患有哮
喘& 且发病率仍呈上升趋势)"* & 在发展中国家及
不发达国家其死亡率较高)#* ’ 传统抗炎药物 "如
皮质类固醇药物( 白三烯受体拮抗# 及支气管扩
张药物 "如## 受体激动剂# 每年挽救了成千上万
哮喘患者的性命& 但仍有 ’’!的患者哮喘控制并
不理想)$* ’ 由于哮喘发病机制的复杂性& 多靶点
药物 "包括复方药物# 被认为是理想的研发方向
之一& 但鲜有多靶点的新分子实体药物和复方药物
上市)%* ’

中药复方制剂按照君臣佐使的原则组方& 重视
整体观念& 具有多靶点协同作用的特点)’* ’ 但关
于中药复方制剂抗哮喘作用机制的研究多为单一机
制的研究& 难以揭示其完整的作用机制))* ’ 左归
丸( 右归丸( 玉屏风散分别是补肾阴( 补肾阳及补
气类典型方剂& 临床均用于治疗哮喘’ 其中左归
丸( 右归丸组方相似度极高’ 目前关于玉屏风散及
右归丸的抗哮喘作用研究较多),+** & 而关于其作用
机制的报道较少’ 左归丸抗哮喘作用及机制的研究

尚未见报道’ 左归丸o玉屏风散及右归丸o玉屏风
散是我国沈自尹院士治疗哮喘的常用组方’ 该研究
以大鼠建立慢性哮喘模型& 并对左归丸( 右归丸(
玉屏风散的抗哮喘作用及其机制进行研究& 以期为
临床联合用药提供科学依据’
IJ材料与仪器
"F"!实验动物!AYM级雄性 gC>?6 K>C?3;大鼠&
* a"( 周龄& 体质量 #(( a#%( 7& 购自上海斯莱克
实验动物有限责任公司 )许可证号 ANRc "沪#
#("#+(((#*’ 实验动物购入后检疫 " 周& 饲养于
AYM环境& "# TH"# T 明暗循环& 饲喂不含卵清白
蛋白 "[_G# 的灭菌鼠饲料 "北京华阜康生物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批号 #("’"(##(-#"# 和去离子
水’ 实验方案经本单位实验动物伦理委员会批准&
实验动物饲养及实验操作符合实验动物伦理学
要求’
"F#!试剂及仪器!左归丸( 右归丸( 玉屏风散药
材饮片购自同仁堂药店牡丹江店& 本院药剂科制
备& 按原方用量比例水煎 # 次& 药液合并浓缩至
*F’ 7生药H2U’ 卵清白蛋白 ">\30Z:246& [_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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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酰胆碱( 戊巴比妥钠 "美国 A4723公司#$ 百日
咳菌苗 "兰州生物制品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 .C+
48>0试剂 "加拿大V6\4WC>7/6 公司#$ 异丙醇( 乙醇
"山东禹王实业有限公司化工分公司#$ 全身式吸
入暴露箱 "美国 K3W:C/L/6/N>CB#$ K1+e", 型欧
姆龙超声波喷雾器 "日本 c;>W>公司#$ geRN[小
动物肺功能无创气道机制检测系统 "美国g:S=>公
司#$ V̂NE[̂ Ô $"’ 病理切片机 "美康仪器设
备 )北京* 有限公司#$ ÂD$大鼠超灵敏试剂盒
"美国 /̂9>A=30/D49=>\/C;公司#$ 大鼠V711UVAG
试剂盒 "加拿大L/6J3;g4>W/=T 公司#$ 大鼠皮质
酮 "=>CW4=>9W/C>6/& NE[.# 及血浆促肾上腺皮质
激素 "3@C/6>=>CW4=>WC>B4=T>C2>6/& GN.O# 1UVAG
试剂盒 "美国 A4723公司#$ K+"*(^双目生物显
微镜 "宁波永新光学股份有限公司#’
KJ方法
#F"!造模及给药!将大鼠随机分为 ’ 组& 每组 )
只& 苦味酸标记编号’ 参考文献方法略作修改建立
慢性哮喘模型)-+"(* ’ 模型组和给药组分别于第 ((
,( "% 天皮下注射含 (F" 27[_G( "(( 27G0
"[O# $ 的生理盐水 #(( "U致敏& 同时腹腔注射) n
"(- 热灭活百日咳菌苗佐剂’ 第 #"( #* 天通过超声
波雾化器雾化吸入 [_G气溶胶进行激发’ [_G气
溶胶混悬于生理盐水& 质量浓度 "( 27H2U& 气溶
胶微粒直径 (F’ a$( "2& 雾化器输出速度
(F# 2UH246& 每次吸入 $( 246’ 正常组以生理盐
水致敏激发’

第 #-天开始& 各组动物给药如下! 正常组及模
型组小鼠灌胃生理盐水$ 给药组分别灌胃左归丸(
右归丸( 玉屏风散水提取液& 按生药计算剂量分别
为 "%F%( ")F#( -F)$ 7H]7"相当于人体临床日剂量
的 ,F,倍#$ 每日给药 "次& 连续给药 "% @’
#F#!气道反应性测定!末次给药后 #% T& 参考文
献方法)""*测定气道反应性’ 将大鼠置于 g:S=>密
封腔内 ’ 246& 清醒状态下记录增强呼吸间歇 "/6+
T36=/@ B3:9/& Y/6T# 基线值& 然后雾化吸入不同
剂量乙酰胆碱 "%( 27H]7& 雾化吸入 " 246& 记录
$ 246# 测定 Y/6T 值’ 气道反应性以雾化吸入后
Y/6T值H基线Y/6T值n"((!表示’
#F$!肺组织病理学观察!末次给药后 #% T& 各组
大鼠腹腔注射戊巴比妥钠 "*( 27H]7# 麻醉处死&
分离肺组织和脑组织’ 取右上肺叶 "(!福尔马林
固定& 常规切片 "厚度 % "2#& 分别进行 O1染
色( YGA染色和 3̂99>6 染色)"#* & 用于观察肺组织

炎症及气道重塑相关病理改变’ 切片由病理技术人
员盲法阅片& 观察气道杯状细胞数量( 胶原沉积面
积以及平滑肌和基底膜厚度’ 杯状细胞数量以每
’(( 个细胞中的杯状细胞个数表示 "/H’((#’ 胶原
沉积面积以胶原沉积面积 ""2## H气道上皮长度
""2# 表示’ 平滑肌和基底膜厚度测定过程中每
个气道取 ’ 个观察点& 取平均值’ 其余肺组织
h,( d保存备用’
#F%!大鼠血液指标检测!末次给药后 #% T& 大鼠
麻醉处死前& 参考文献方法尾静脉采血)"$* & 采用
试剂盒检测血清 .T" "VU+"#( .KM+%( VMK+&# 炎
症因子( .T# 炎症因子 "VU+%( VU+’( VU+"$#( 皮
质酮 "=>CW4=>9W/C>6/& NE[.# 及促肾上腺皮质激
素 "3@C/6>=>CW4=>WC>BT4=T>C2>6/& GN.O# 水平’
#F’!大鼠肺组织及下丘脑 E.+YNE检测!取各组
大鼠剩余肺组织和下丘脑组织& 参考文献方法及引
物)"%+"’* & E.+YNE法检测肺组织 )4FD!!( #8+,E 及
下丘脑促肾上腺皮质激素释放激素 "=>CW4=>WC>B46
C/0/39467T>C2>6/& 0JU# 2EKG含有量’ 取 ’( 27
组织样品剪碎& " 2U.C48>0试剂裂解 * 246& 加入
氯仿静置 "( 246& 异丙醇+乙醇沉淀收集 EKG& 加
入D1YN处理水& 无EKG酶的 DKG酶处理样品以
除去污染的 DKG’ =DKG扩增引物包括! )4FD!!
"正向引物 ’. +.LNLNN.LNGLGLG..NGGL.NGG+
$ .& 反向引物 ’ . +GGGLGNGLNNGN.NGLLNL+
.G.NG+$ .& #,- ZB #( #8+,E "正向引物 ’ . +
.LGLN..LGLGGGLNNG.NG+$.& 反向引物 ’ . +
.L.L.NNNGN.LG.N.GNNL+$ .& #") ZB #( 0JU
"正向引物 ’ . +L.LLN.N.L.NLNNN.L.N.+$ .&
反 向 引 物 ’ . +GLNGLNLLLGN..N.L..LG+$ .&
#,, ZB#( !D+$.-/ "正向引物 ’ . +NN.L.GNLN+
NGGNGNGL.LN+$.& 反向引物 ’. +G.GNNN.LN.+
.LN.LN.LG.NN+$.& #(, ZB#’ E.+YNE共进行 %(
个循环& 循环条件如下! -’ d预变性 ’ 246& 然后
-’ d变性 "’ 9& )( d退火 $( 9& ,# d延伸 # 246’
# h’’NW法定量分析’
#F)!统计分析!数据以平均值 i标准差 "Ki2#
表示& AYAA "$F( 进行统计处理’ 组间比较采用 .
验’ 7j(F(’ 视为差异显著& 7j(F(" 视为极差异
显著’
LJ结果
$F"!气道反应性测定结果!采用无创法测定各组
大鼠气道反应性’ 由表 " 可见& 模型组大鼠 Y/6T
值显著高于正常组 "7j(F("#’ 给药组 Y/6T 值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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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IJ各组大鼠气道0&-5值 $!M"% #NZ&
<,4PIJ0&-5],6+&)"%2,()#-!#%%&2&-(.2"+8)$! M"% #N

Z&

组别 Y/6TH!
正常组 "F() i(F$#pp$$

模型组 #F’% i(F,-!!$

左归丸组 "F,$ i(F)(!!p

右归丸组 "F’’ i(F"%!!pp$

玉屏风散组 "F#* i(F#"!pp$$

!!注! 与正常组比较&!7j(F(’&!!7j(F("$ 与模型组比较&
p7j(F(’&pp7j(F("$ 与左归丸组比较&$7j(F(’&$$7j(F("

著低于模型组 "7j(F(’ 或 7j(F("#’ 其中玉屏
风散组 "7j(F("# 和右归丸组 "7j(F(’# 显著
低于左归丸组’
$F#!肺组织病理学观察结果!各组大鼠肺组织病

理学染色结果见图 "& 模型组大鼠肺组织存在显著
的炎性细胞浸润& 平滑肌( 基底膜厚度和胶原沉淀
显著增加’
!!显微镜下定量测定各组大鼠道杯状细胞数量(
胶原沉积面积以及平滑肌和基底膜厚度’ 结果见表
#’ 玉屏风散组平滑肌( 基底膜厚度( 胶原沉淀面
积和杯状细胞数显著低于模型组 "7j(F("#& 其
中平滑肌( 基底膜厚度和杯状细胞数显著高于正常
组 "7j(F(’ 或 7j(F("#’ 左归丸组上述指标均
显著高于正常组 "7j(F("#& 显著低于模型组
"7j(F("#’ 右归丸组杯状细胞数显著低于左归丸
组 "7j(F(’#& 其他指标显著高于左归丸组 "7j
(F(’#’

图 IJ各组大鼠肺组织病理图片 $ VKOO&
W#.PIJ*#)("6".#’,6#3,.&)"%6+-. (#))+&)"%2,()#-!#%%&2&-(.2"+8)$ VKOO&

表 KJ各组大鼠气道显微结构数据 $!M"% #NZ&
<,4PKJ9#21,S 3#’2")(2+’(+2&!,(, "%2,()#-!#%%&2&-(.2"+8)$!M"% #NZ&

组别 平滑肌厚度H"2 基底膜厚度H"2 胶原沉积面积H""2#-"2h"# 杯状细胞数H" n’(( h"#

正常组 $F", i(F)%pp$$ (F,, i(F#"pp$$ (F%) i(F"$pp$$ "F($ i(F#-pp$$

模型组 -F)" i#F"$!!$$ #F#* i(F$-!!$$ "F"’ i(F##!!$$ "-F"% i%F(*!!$$

左归丸组 )F"’ i(F$,!!pp "F%’ i(F#-!!pp (F,) i(F",!!pp -F"# i(F%*!!pp

右归丸组 *F## i(F’-!!p$ "F,% i(F$#!!p$ "F(- i(F#%!!$ ,F(" i(F’$!!pp$

玉屏风散组 %F#* i(F%"!pp$$ "F#( i(F"$!pp$ (F’( i(F(#pp$ $F-% i(F*"!!pp$$

!!注! 与正常组比较&!7j(F(’&!!7j(F("$ 与模型组比较&p7j(F(’&pp7j(F("$ 与左归丸组比较&$7j(F(’&$$7j(F("

$F$!血清炎症细胞因子测定结果!各组大鼠血清
.T"( .T#炎症细胞因子的水平& 结果见表 $’ 模型
组大鼠血清 .T" 炎症细胞因子显著低于正常组
"7j(F(’或7j(F("#& .T#炎症细胞因子显著高于
正常组 "7j(F("#$ 玉屏风散组大鼠血清.T" 炎症
细胞因子显著高于模型组 "7j(F(’ 或 7j(F("#&
血清 .T# 炎症细胞因子显著低于模型组 "7j

(F("#$ 左归丸( 右归丸组VU+"#与模型组无显著差
异& 右归丸组VU+’ 显著低于左归丸组 "7j(F(’#&
#组其他炎症细胞因子水平无显著差异 "7k(F(’#’
$F%!血清 NE[." GN.O水平及下丘脑 0JU2E+
KG测定结果!采用1UVAG试剂盒测定大鼠NE[.(
GN.O水平& 采用 E.+YNE测定大鼠下丘脑 0JU
2EKG表达水平’ 模型组 NE[.( GN.O水平和

##""

#(", 年 ) 月
第 $- 卷!第 ) 期

中 成 药
NT46/9/.C3@4W4>630Y3W/6Ŵ /@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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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LJ各组大鼠血清炎症细胞因子蛋白水平 $!M"% #NZ&
<,4PLJ;&2+382"(&#-6&]&6)"%#-%6,33,("2S ’S(" #̂-&)"%!#%%&2&-(.2"+8)$!M"% #NZ&

组别
.T" 炎症细胞因子H"B7-2Uh"# .T# 炎症细胞因子H"B7-2Uh"#

VU+"#!! .KM+% VMK+&! VU+%! VU+’! VU+"$
正常组 *"F, i-F$p$ ’$F( i)F*pp$$ ##F* i$F#pp$$ "F# i(F$pp$$ ’(F" i,F’pp$$ (F, i(F"pp$$

模型组 )-F" i,F)! ")F) i$F#!!$ %F" i"F#!!$ ,F’ i"F%!!$$ #"’F, i"*F,!!$$ %F’ i(F’!!$

左归丸组 ,#F- i"(F#! ##F, i"F-!!p *F) i"F,!!p %F’ i(F*!!pp ","F’ i"(F"!!pp $F% i(F)!!p

右归丸组 ,$F’ i-F"! #’F% i#F*!!p -F$ i#F$!!p %F" i(F’!!pp "%$F) i"#F*!!pp$ $F# i(F%!!p

玉屏风散组 ,,F" i"(F*!p $,F# i%F)!!pp$$ ")F% i#F(!pp$$ #F, i(F#!pp$ ""%F- i"’F#!!pp$$ "F* i(F%!pp$$

!!注! 与正常组比较&!7j(F(’&!!7j(F("$ 与模型组比较&p7j(F(’&pp7j(F("$ 与左归丸组比较&$7j(F(’&$$7j(F("

0JU2EKG显著低于正常组 "7j(F(’ 或 7j
(F("#$ 玉屏风散组 NE[.( GN.O水平和 0JU
2EKG显著高于模型组 "7j(F("# 和左归丸组
"7j(F(’ 或 7j(F("#& 与正常组无显著差异
"7k(F(’#’ 左归丸组NE[.水平和0JU2EKG显
著高于模型组 "7j(F(’#& 右归丸组 GN.O水平
和0JU2EKG显著高于左归丸组 "7j(F(’#’ 结
果见表 %’
表 XJ大鼠血清 >=A<’ 9><*水平及下丘脑$%&3=E9

水平 $!M"% #NZ&
<,4PXJ;&2+382"(&#-6&]&6)"%>=A<’ 9><*,-!5S8"7

(5,6,3+)$%&3=E9"%2,()#-!#%%&2&-(.2"+8)
$!M"% #NZ&

组别
0JUH
!D+$.-/

NE[.H
""7-2Uh"#

GN.OH
"B7-"Uh"#

正常组 %F%) i(F’$pp$$ "F,# i(F#)pp$ $F"- i(F%%pp$$

模型组 "F-- i(F""!! "F(% i(F"-!!$ #F() i(F#-!!

左归丸组 #F’" i(F%(!!p "F’’ i(F#$!p #F"’ i(F")!!

右归丸组 $F$, i(F%"!pp$ "F)# i(F")pp #F%, i(F#(!p$

玉屏风散组 $F-# i(F$#pp$$ "F-, i(F#-pp$ $F#’ i(F#,pp$$

!!注! 与正常组比较&!7j(F(’&!!7j(F("$ 与模型组比较&
p7j(F(’&pp7j(F("$ 与左归丸组比较&$7j(F(’&$$7j(F("

$F’!肺组织 )4FD!!" #8+,E 2EKG的表达!E.+
YNE测定大鼠肺组织)4FD!! 和 #8+,E 2EKG表达
水平& 结果见图 #’ 模型组大鼠肺组织 )4FD!! 和
#8+,E 2EKG表达水平显著高于正常组 "7j
(F("#& 左归丸组和玉屏风散组 )4FD!! 和 #8+,E
2EKG显著低于模型组 "7j(F("#& 右归丸组
#8+,E 2EKG显著低于模型组 "7j(F(’#& 显著
高于左归丸组 "7j(F(’#’
XJ讨论及结论

气道高反应( 慢性炎症( 气道重塑是哮喘的典
型特征’ 其中& 气道重塑主要表现为气道平滑肌和
基底膜增厚( 胶原沉淀以及杯状细胞增多)")* ’ 近
年研究显示& .T"H.T# 失衡( OYG轴抑制以及
.LM+#"HA23@$ 通路均参与了哮喘的发生和发
展)"%+"’&",* ’ 哮喘患者 OYG轴抑制被人为是导致
.T"H.T# 失衡的原因之一)"** ’ 也有报道显示在慢

注! 与正常组比较&!7j(F(’&!!7j(F("$ 与模型组比较& p7j

(F(’&pp7j(F("$ 与左归丸组比较&$7j(F(’&$$7j(F("

图 KJ各组大鼠肺组织’()*!+’ ,-./0 3=E9表达水平
W#.PKJ$R82&))#"-6&]&6)"%’()*!+ ,-!,-./0 3=E9#-

6+-. (#))+&)"%2,()#-!#%%&2&-(.2"+8)

性炎症状态下& 促炎症因子首先会增强 OYG轴功
能& 随着炎症的延长& 才会对 OYG轴功能产生抑
制& 进而减少促肾上腺皮质激素和糖皮质激素水
平)"-* ’ 而.LM+#"HA23@ 信号通路是气道重塑的重
要机制之一& 同时.LM+#" 也对 .T"H.T# 失衡和炎
症的发生发展具有调节作用)#(+#"* ’ 可见 $ 种机制
在哮喘发生发展中存在复杂的相互关系’

该研究以气道反应性和气道重塑病理改变为指
标评价了左归丸 "补肾阴方#( 右归丸 "补肾阳
方#( 玉屏风散 "补气方# 对哮喘的治疗效果’ 其
中左归丸和右归丸均含同等比例的山药( 山茱萸(
枸杞子( 菟丝子和鹿角胶& 二者组方存在相似性’
因此& 研究中& # 种组方的剂量以山药( 山茱萸(
枸杞子( 菟丝子和鹿角胶为基准进行了标准化’ 而
玉屏风散与左归丸( 右归丸不存在相同的药材& 因
此以临床剂量的同等倍数与左归丸( 右归丸进行对
比研究’ 另外& 由于气道反应性测试中有创测定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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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中机械通气对肺组织 .LM+#"HA23@ 信号通路存
在影响& 因此选用了无创测定方法)##* ’ 由表 "(
图 " 和表 # 可见& $ 种组方均可降低模型大鼠的气
道高反应& 抑制气道重塑’ 其中玉屏风散对气道反
应性和气道重塑的抑制作用最强& 右归丸对气道高
反应的抑制作用高于左归丸& 但对气道平滑肌厚
度( 基底膜厚度( 胶原沉积面积的改善作用低于左
归丸’ 提示三者对哮喘的抑制作用和作用机制可能
存在差异’

实验进一步对比了 $ 种组方对 .T"H.T# 平衡(
OYG轴及.LM+#"HA23@$ 通路的影响& 以比较三者
的抗哮喘作用机制差异& 初步探究左归丸o玉屏风
散 "适于肾阴虚哮喘患者#( 右归丸 o玉屏风散
"适于肾阳虚哮喘患者# 联合用药的分子机理’ 造
模后模型组出现 OYG轴抑制和 )4FD!!( #8+,E
2EKG表达水平降低& 与文献报道一致)#(&#$* ’
[_G激发后& 大鼠 .T" 炎症细胞因子显著降低&
.T# 炎症细胞因子显著升高& 出现 .T"H.T# 失衡&
与文献报道结果一致)",* ’

由表 $ a% 及图 # 可见& 玉屏风散对 .T"H.T#
平衡( OYG轴及.LM+#"HA23@$ 通路均具有调节作
用& 其中对 .T"H.T# 平衡( OYG轴的调节作用均
高于左归丸和右归丸& 对.LM+#"HA23@$ 通路的调
节作用与左归丸无显著差异’ 其中玉屏风散对
OYG轴的调节作用与文献报道结果一致)#%* ’ 已有
研究显示& 黄芪具有广泛的药理作用& 对过敏性疾
病.LM+#"HA23@$ 通路具有调节作用)#(&#’* & 因此推
测玉屏风散中对.LM+#"HA23@$ 的调节作用可能与
方中的黄芪有关’

对比左归丸和右归丸对 .T"H.T# 平衡( OYG
轴及 .LM+#"HA23@$ 通路的影响可见& 左归丸对
OYG轴的调节作用显著低于右归丸& 对 .T# 炎症
细胞因子中 VU+’ 的下调作用显著低于右归丸’ 但
右归丸对.LM+#"HA23@$ 通路无显著调节作用& 该
组大鼠 )4FD!!( #8+,E 2EKG水平显著高于左归
丸组’ 已有文献报道& 左归丸对 .LM+#" 具有下调
作用& 与本研究结果相符)#)* ’

中医理论认为& 哮喘是由气机不畅所致& 属于
本虚标实之证& 常用宣畅肺气( 补肾纳气等方法进
行治疗’ 肾虚即是哮喘的发病基础& 也是哮喘久病
不愈的转归’ [_G激发建立的哮喘大鼠存在 OYG
轴抑制现象& 其行为学表现符合中医肾阳虚证的特
征)#$* ’ 而现代中医研究也认为肾阳虚是哮喘最根
本的发病机制)#,* ’ 因此右归丸对 OYG轴的调节作

用高于左归丸符合中医学理论’ 但左归丸作为补肾
阴药物& 对OYG轴也具有显著调节作用)#** & 其原
因尚不清楚’ 从中医理论角度分析可能与阴阳互根
及左归丸组方的 /阴中求阳0 特征有关)#*+#-* ’ 从
组方构成推测& 二者组方中均含有同等比例的 ) 味
药材& 可能是其具有相似OYG轴调节作用的原因&
但仍需进一步的拆方研究进行对比分析’

综上可见& 玉屏风散抗哮喘作用较强& 且对
.T"H.T# 平衡( OYG轴及 .LM+#"HA23@$ 通路均具
有调节作用& 而左归丸和右归丸在 OYG轴调节作
用及.LM+#"HA23@$ 通路调节作用方面存在显著
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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