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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针介入时机对腰多裂肌损伤模型大鼠 Ｆｏｘｏ１、
Ｍｙｏｓｔａｔｉｎ、Ｍｙｏｄ蛋白表达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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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观察不同电针介入时机对腰多裂肌损伤大鼠多裂肌叉头蛋白（Ｆｏｘｏ１）、肌肉生长抑制素（Ｍｙｏｓｔａｔｉｎ）、成肌分
化因子（Ｍｙｏｄ）蛋白表达的影响。方法：雄性ＳＤ大鼠随机分为空白组、模型组、即刻电针组、２４ｈ电针组、４８ｈ电针组，每
组８只。以多裂肌肌注０５％布比卡因复制腰多裂肌损伤模型。各电针组分别在造模后即刻、２４ｈ、４８ｈ开始电针双侧
“委中”“肾俞”，连续干预７ｄ。以Ｗｅｓｔｅｒｎｂｌｏｔ检测各组多裂肌Ｆｏｘｏ１、Ｍｙｏｓｔａｔｉｎ、Ｍｙｏｄ蛋白表达水平。结果：与空白组比
较，模型组Ｆｏｘｏ１、Ｍｙｏｄ蛋白表达水平显著升高（Ｐ＜００１）；与模型组比较，即刻电针组、４８ｈ电针组 Ｆｏｘｏ１、Ｍｙｏｓｔａｔｉｎ蛋白
表达水平降低（Ｐ＜００１，Ｐ＜００５），２４ｈ电针组Ｆｏｘｏ１、Ｍｙｏｓｔａｔｉｎ蛋白表达水平显著降低（Ｐ＜００１），Ｍｙｏｄ蛋白表达水平
显著升高（Ｐ＜００１）；与２４ｈ电针组比较，即刻电针组 Ｍｙｏｓｔａｔｉｎ蛋白表达水平升高（Ｐ＜００５）、Ｍｙｏｄ蛋白表达水平显著
降低（Ｐ＜００１），４８ｈ电针组Ｆｏｘｏ１蛋白表达水平显著升高（Ｐ＜００１）、Ｍｙｏｄ蛋白表达水平显著降低（Ｐ＜００１）。结论：
电针促进多裂肌修复的最佳介入时机可能为损伤后２４ｈ。
关键词　电针；针刺时机；多裂肌损伤；叉头蛋白；肌肉生长抑制素；成肌分化因子；肌卫星细胞；骨骼肌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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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裂肌是附着面积最大的椎旁肌，对维持腰椎
稳定以及控制脊柱活动起到关键性的作用。近年来

越来越多国内外学者聚焦于多裂肌的康复和功能训

练［１２］，以期通过促进多裂肌损伤后修复改善腰背功

能障碍。骨骼肌损伤后修复主要依赖骨骼肌干细

胞肌卫星细胞（Ｍｕｓｃｌｅ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Ｃｅｌｌｓ，ＭＳＣｓ）的增殖
与分化。研究证明［３４］ＭＳＣｓ的增殖与分化过程有多
种细胞因子及蛋白的参与，其中叉头蛋白（Ｆｏｘｏ１）、
肌肉生长抑制素（Ｍｙｏｓｔａｔｉｎ）及成肌分化因子
（Ｍｙｏｄ）均与 ＭＳＣｓ的增殖密切相关。Ｆｏｘｏ１可调节
Ｍｙｏｓｔａｔｉｎ的表达，与ＭＳＣｓ的增殖呈负相关；Ｍｙｏｓｔａ
ｔｉｎ可负调节ＭＳＣｓ最重要的生肌调节因子 Ｍｙｏｄ的
表达进而调控肌细胞分化［５］。课题组前期研究［６７］

已证实电针可有效促进多裂肌损伤后修复，但电针

介入的最佳时机尚未明确。肌肉损伤后２４ｈ内为
炎性反应阶段，２４ｈ即出现生肌相关因子的募集，
４８ｈ后炎性反应减退。因此本实验以损伤后即刻、
２４ｈ、４８ｈ为介入时机，通过观察在大鼠多裂肌损伤
后即刻、２４ｈ、４８ｈ进行电针干预对多裂肌中Ｆｏｘｏ１、
Ｍｙｏｓｔａｔｉｎ、Ｍｙｏｄ蛋白表达的影响，进一步探讨电针促
进腰多裂肌损伤后修复可能的作用机制，并筛选电

针促进多裂肌损伤后修复的最佳介入时机。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材料
１１１　动物　ＳＰＦ级雄性 ＳＤ大鼠 ４０只，体质量
２８０～３２０ｇ，由北京维通利华实验动物中心提供，许
可证号ＳＣＸＫ（京）２０１６０００２。随机分笼饲养，自由
饮食饮水，明暗周期 １２ｈ，环境温度 ２４℃，湿度
４０％～５０％，适应性喂养１０ｄ。
１１２　试剂与仪器　主要试剂：布比卡因盐酸盐
（Ｓｉｇｎａ公司，美国，８０４７７ＤＫ）；１０％水合氯醛（北京
欧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批号７８０３７９）；４％多聚甲
醛溶液（北京兰博利德，批号９００９０５２５）；蛋白 ｍａｒｋ
ｅｒ（Ｔｈｅｒｍｏ公司，美国，批号 ＭＳ６１２Ｐ１ＡＢＸ）；ＲＩＰＡ
裂解液；一抗稀释液；电泳缓冲液；电转缓冲液（北京

普利莱基因技术有限公司，批号 Ｃ１５０３）；ＴＢＳＴ液
（北京索莱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批号 Ｔ１０８１５００）；
Ｆｏｘｏ１兔抗体、Ｍｙｏｄ鼠抗体（Ａｂｃａｍ公司，批号
ＥＰ９２７Ｙ）；Ｍｙｏｓｔａｔｉｎ（Ｐｒｏｔｅｉｎｔｅｃｈ公司，美国，批号
１９１４２１ＡＰ）；ＢｅｔａＡｃｔｉｎ抗体（Ａｂｃａｍ公司，美国，批
号ｍＡｂｃａｍ８２２６）；山羊抗兔二抗、山羊抗鼠二抗（北
京百诺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批号 ＺＢ２３０１）；ＰＶＤＦ
膜（ＭＬＩＰＬＥ公司，美国，批号 ＩＰＶＨ０００１０）；ＥＣＬ发
光液（ＧＥ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公司，英国，批号 ＲＰＮ２２３２）。

主要仪器：ＨＡＮＳ穴位神经刺激仪（北京华卫产业开
发公司，型号ＬＨ２０２Ｈ型）；蛋白质电泳及转膜系统
（ＢｉｏＲａｄ公司，美国，型号１７０４１５５ＴｒａｎｓＢｌｏｔＴｕｒｂｏ
ＳｔａｒｔｅｒＳｙｓｔｅｍ）；凝胶成像系统（ＡｌｐｈａＩｎｎｏｔｅｃｈ公司，
美国，型号ＦｌｕｏｒＣｈｅｎＦＣ２）。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分组与模型制备　分组采用完全随机方法
将４０只大鼠分为空白组、模型组、即刻电针组、２４ｈ
电针组、４８ｈ电针组，每组８只。采用一次性肌肉局
部注射０５％布比卡因制备大鼠腰部多裂肌损伤模
型。配制１０％的水合氯醛（３５０ｍｇ／ｋｇ），对大鼠进
行腹腔麻醉，背部备皮，选择 Ｌ４Ｌ５水平，在脊柱双
侧共４个点，使用一次性注射器紧贴脊柱进针，针达
骨面即止，回抽无血即可注射，每个点注射０５％的
布比卡因溶液１００μＬ，共４００μＬ，旋转针头拔出，操
作过程保持无菌。

１２２　干预方法　各电针组分别从造模后即刻、
２４ｈ、４８ｈ开始干预，将大鼠固定在操作台上，暴露
背部和后肢，参照《实验针灸学》（李忠仁，新世纪全

国高等中医药院校规划教材，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常

用实验动物穴位图谱，选取双侧委中穴、肾俞穴进行

干预。于大鼠膝关节背面正中取委中穴；于大鼠第

２腰椎旁开７ｍｍ取肾俞穴。针刺前以７５％乙醇消
毒，选用华佗牌１３ｍｍ一次性针灸针垂直刺入穴位
表面皮肤，针刺后连接韩式电针仪 ＨＡＮＳ２００Ａ，２／
１００Ｈｚ的疏密波，电流强度 １ｍＡ，持续 ２０ｍｉｎ，
１次／ｄ，连续干预７ｄ后取材；模型组、空白组不做任
何处理于实验最后 １ｄ取材。以 １０％水合氯醛
（３５０ｍｇ／ｋｇ）进行腹腔麻醉。使大鼠处于深度麻醉
状态后固定于鼠板上，充分暴露背部。剪开大鼠背

部皮肤，以组织剪、镊子剥离腰部筋膜，于 Ｌ４、Ｌ５两
侧取下大鼠的腰部多裂肌，置于－８０℃冰箱保存。
１２３　检测指标与方法　运用ＷｅｓｔｅｒｎＢｌｏｔ法测定
各组大鼠多裂肌中 Ｆｏｘｏ１、Ｍｙｏｓｔａｔｉｎ、Ｍｙｏｄ蛋白含
量。１）提取蛋白：将取材所得组织置于裂解液中，低
温下匀浆取上清液，并配置标准液测蛋白浓度，配平

后沸水煮５ｍｉｎ，室温下降温。２）电泳：将提前制好
的１０％丙烯酰胺凝胶置于电泳槽中，电泳缓冲液没
过胶块，ｍａｒｋｅｒ上样 ３μＬ，每组蛋白样品上样
１０μＬ，先在８０Ｖ的电压下电泳２０ｍｉｎ，再在１２０Ｖ
电压下电泳１００ｍｉｎ；３）电转：将电泳完毕的胶块修
切整齐，与ＰＶＤＦ膜利用三明治夹紧贴置于电转槽
内，在８０Ｖ的电压下电转７０ｍｉｎ，之后将膜封闭摇床
１ｈ以上；４）孵一抗：根据 ｍａｒｋｅｒ剪膜加入一抗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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闭，４℃过夜（Ｆｏｘｏ１、Ｍｙｏｓｔａｔｉｎ一抗按１∶１０００稀释；
Ｍｙｏｄ一抗按１∶５００稀释）；ＴＢＳＴ液摇床清洗３次，
１０ｍｉｎ／次；５）孵二抗：加入二抗（Ｆｏｘｏ１、Ｍｙｏｓｔａｔｉｎ二
抗按１∶２０００稀释；Ｍｙｏｄ二抗按１∶１０００稀释），摇
床１ｈ；ＴＢＳＴ液清洗６次，５ｍｉｎ／次；６）曝光及灰度
值分析：ＥＣＬ发光液显色并置于机器曝光，得到条带
图像用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ｏｎｅ软件定量分析 Ｆｏｘｏ１、Ｍｙｏｓｔａｔｉｎ、
Ｍｙｏｄ的灰度值，并取指标与 ＢｅｔａＡｃｔｉｎ的吸光度的
比值进行统计分析。

１３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２００统计软件进行
数据分析。每组样本数据用均数±标准差（珋ｘ±ｓ）表
示。服从正态分布的数据组间差异用单因素方差分

析（ＯｎｅＷａｙＡＮＯＶＡ）／独立样本 ｔ检验进行分析，
方差齐性时两两比较用 ＬＳＤｔ检验，方差不齐时采
用Ｗｅｌｃｈ检验，不服从正态分布的数据采用非参数
检验。以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ＷｅｓｔｅｒｎＢｌｏｔ检测各组大鼠多裂肌 Ｆｏｘｏ１表达
的比较　与空白组比较，模型组 Ｆｏｘｏ１蛋白表达水
平均显著升高（Ｐ＜００１）；与模型组比较，即刻针刺
组、４８ｈ针刺组 Ｆｏｘｏ１蛋白表达水平均降低（Ｐ＜
００１，Ｐ＜００５），２４ｈ针刺组Ｆｏｘｏ１蛋白表达水平均
显著降低（Ｐ＜００１）；与２４ｈ针刺组比较，即刻针刺
组Ｆｏｘｏ１蛋白表达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４８ｈ针刺组 Ｆｏｘｏ１蛋白表达水平显著升高（Ｐ＜
００１）。见表１，图１、图２。

表１　各组大鼠腰多裂肌Ｆｏｘｏ１、Ｍｙｏｓｔａｔｉｎ、
　　Ｍｙｏｄ蛋白表达比较（珋ｘ±ｓ，ｎ＝８）

组别 Ｆｏｘｏ１ Ｍｙｏｓｔａｔｉｎ Ｍｙｏｄ

空白组 ０８６±００９ １０１±０１３ ０８４±００６
模型组 ２３６±０８７ １００±０３０ １６０±０１９

即刻电针组 ０８９±０２３△△ ０６５±０２０△▲ １６３±０６５△▲▲

２４ｈ电针组 ０８９±０１３△△ ０４０±０１５△△ ３０４±０５８△△

４８ｈ电针组 １３１±０２１△▲▲ ０６１±０２０△ １７４±０２３△▲▲

　　注：与空白组比较，Ｐ＜００５；Ｐ＜００１；与模型组比较，△Ｐ

＜００５，△△Ｐ＜００１；与２４ｈ电针组比较，▲Ｐ＜００５，▲▲Ｐ＜００１

２２　ＷｅｓｔｅｒｎＢｌｏｔ检测各组大鼠多裂肌Ｍｙｏｓｔａｔｉｎ表
达的比较　与空白组比较，模型组 Ｍｙｏｓｔａｔｉｎ蛋白表
达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与模型组比
较，即刻针刺组、４８ｈ针刺组 Ｍｙｏｓｔａｔｉｎ蛋白表达水
平均降低（Ｐ＜００１，Ｐ＜００５），２４ｈ针刺组 Ｍｙｏｓｔａ
ｔｉｎ蛋白表达水平均显著降低（Ｐ＜００１）；与２４ｈ针
刺组比较，即刻针刺组 Ｍｙｏｓｔａｔｉｎ蛋白表达水平升高
（Ｐ＜００５），４８ｈ针刺组 Ｍｙｏｓｔａｔｉｎ蛋白表达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１，图１、图２。

图１　各组大鼠腰多裂肌Ｆｏｘｏ１、Ｍｙｏｓｔａｔｉｎ、Ｍｙｏｄ蛋白表达
ＷｅｓｔｅｒｎＢｌｏｔ条带图

　　注：１空白组；２模型组；３即刻电针组；４２４ｈ电针组；５４８ｈ

电针组

２３　ＷｅｓｔｅｒｎＢｌｏｔ检测各组大鼠多裂肌 Ｍｙｏｄ表达
的比较　与空白组比较，模型组Ｍｙｏｄ蛋白表达水平
均显著升高（Ｐ＜００１）；与模型组比较，即刻针刺
组、４８ｈ针刺组 Ｍｙｏｄ蛋白表达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２４ｈ针刺组Ｍｙｏｄ蛋白表达水平显著升
高（Ｐ＜００１）；与 ２４ｈ针刺组比较，即刻针刺组
Ｍｙｏｄ蛋白表达水平显著降低（Ｐ＜００１），４８ｈ针刺
组Ｍｙｏｄ蛋白表达水平显著降低（Ｐ＜００１）。见表
１，图１、图２。

图２　各组大鼠腰多裂肌Ｆｏｘｏ１、Ｍｙｏｓｔａｔｉｎ、

Ｍｙｏｄ蛋白表达比较（珋ｘ±ｓ）
　　注：与空白组比较：Ｐ＜００５，Ｐ＜００１；与模型组比较：△Ｐ

＜００５，△△Ｐ＜００１；与２４ｈ电针组比较：▲Ｐ＜００５，▲▲Ｐ＜００１

３　讨论
髂肋肌、最长肌及多裂肌共同维持脊柱稳定，其

中多裂肌与腰椎连接紧密且距中轴最近，在脊柱突

然失衡时可预先收缩，减少腰椎节段位移，对抗腰椎

旋转及滑动，维持脊柱正常力线。而多裂肌损伤导

致其预激活延迟、协调能力降低，维持腰椎稳定的功

能失常［８］。大量研究已证实电针干预可促进肌肉损

伤后线粒体聚集抑制肌肉瘢痕性修复［９］、显著上调

骨骼肌结蛋白（Ｄｅｓｍｉｎ）等成肌分化标志蛋白的表
达［１０］、使损伤局部炎性反应高峰期提前并加速其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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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１１］，进而发挥促进肌肉损伤后修复的作用。本课

题组根据多年临床经验，以局部、远端取穴相配，取

两侧“委中”穴、“肾俞”穴为治疗点，发挥针刺行气

活血、疏通经络的作用。而针刺时机作为针灸处方

重要组成部分，电针干预治疗骨骼肌损伤的最佳介

入时机尚未见统一论述。炎性反应在肌肉损伤２ｈ
即可出现，首先表现为损伤局部中性粒细胞浸润，在

６～２４ｈ可达高峰，其后逐渐下降；２４ｈ后Ｍｙｏｄ等生
肌因子表达开始肌肉修复，并出现巨噬细胞浸润在

４８ｈ达到高峰，其后逐渐降低；４８ｈ后炎性反应逐渐
消退。有研究认为炎性反应阶段电针介入会加重炎

性反应［１２］，而一些研究则认为电针早期介入会促进

ＭＳＣｓ增殖高峰期提前［１３］。究竟肌肉损伤后在何时

开始电针介入才能达到最佳治疗效果呢？本实验分

别以多裂肌损伤后即刻、２４ｈ、４８ｈ为电针介入时间
点，筛选电针治疗多裂肌损伤的最佳介入时机。

肌卫星细胞（Ｍｕｓｃｌｅ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Ｃｅｌｌｓ，ＭＳＣｓ）是具
有增殖和自我更新能力的成肌前体细胞，骨骼肌损

伤后修复主要依赖于 ＭＳＣｓ的增殖与分化［１４］。

Ｍｙｏｄ是参与 ＭＳＣｓ增殖的最重要的生肌调节因子，
直接反映ＭＳＣ增殖活性并促进成肌分化。Ｍｙｏｓｔａｔｉｎ
是一种负向调节骨骼肌发育的分泌型蛋白，大量研

究证实Ｍｙｏｓｔａｔｉｎ通过下调Ｍｙｏｄ的表达抑制了肌细
胞分化［１５１６］，调控 ＭＳＣｓ的增殖和分化［１７］。Ｆｏｘｏ１
是调控肌肉生长、代谢和细胞分化的重要转录因子，

其表达与 ＭＳＣ增殖呈负相关［１８］。研究显示 Ｆｏｘｏ１
可上调 Ｍｙｏｓｔａｔｉｎ的表达，抑制 ＭＥＦ２Ｃ、Ｍｙｏｄ和
ｍＴＯＲ的表达对成肌细胞的早期分化产生负调节作
用［１９］。而抑制 Ｆｏｘｏ１活性在下调 Ｍｙｏｓｔａｔｉｎ表达的
同时促进了Ｍｙｏｄ的表达，加速肌肉修复［２０］。因此，

本实验以多裂肌 Ｆｏｘｏ１、Ｍｙｏｓｔａｔｉｎ及 Ｍｙｏｄ蛋白表达
为观察指标，结合不同的电针介入时间点，进一步探

讨电针干预促进多裂肌损伤后修复的最佳干预时机

及起效机制。

本研究探索不同电针介入时机治疗腰部多裂肌

损伤的时效作用，采用ＷｅｓｔｅｒｎＢｌｏｔ定量检测Ｆｏｘｏ１、
Ｍｙｏｓｔａｔｉｎ及Ｍｙｏｄ蛋白表达的变化，证实电针可下调
腰部多裂肌损伤模型 Ｆｏｘｏ１、Ｍｙｏｓｔａｔｉｎ蛋白的表达，
且最佳时机针刺可上调Ｍｙｏｄ蛋白的表达，证实针刺
治疗可有效促进肌卫星细胞增殖实现腰多裂肌损伤

后修复。刘通［２１］等观察针刺血清可上调 Ｍｙｏｄ的表
达促进肌卫星细胞增殖，均与我们的研究证实针刺

通过调节Ｍｙｏｓｔａｔｉｎ、Ｍｙｏｄ蛋白表达发挥骨骼肌保护
作用相一致。本实验结果显示，多裂肌损伤后２４ｈ

针刺组其治疗效果优于即刻针刺组（Ｐ＜００５），并
明显优于４８ｈ针刺组（Ｐ＜００１）。结果表明多裂肌
损伤后２４ｈ针刺为最佳干预时机，对Ｆｏｘｏ１、Ｍｙｏｓｔａ
ｔｉｎ蛋白的抑制作用最优，更好的发挥针刺对肌生成
抑制因子的下调作用，进而上调Ｍｙｏｄ蛋白表达促进
多裂肌再生，实现肌肉损伤后修复。目前对针刺介

入时机治疗疾病的探讨多以脑卒中、周围性面瘫为

主，而对针刺治疗骨骼肌损伤的介入时机研究较少。

研究证实脑卒中、周围性面瘫［２２］在急性期早期针刺

介入疗效均优于恢复期介入效果，总体呈现为针刺

介入越早愈后越佳的趋势。本实验结果显示肌肉损

伤后即刻电针介入并非促进肌肉损修复的最佳时

机，损伤后２４ｈ电针介入疗效最优。我们认为其可
能原因是不同疾病最佳针刺介入时机确有不同，本

实验的开展为临床治疗骨骼肌损伤选择针刺介入时

机提供了思路及可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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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ｕｒｒｅｎｔ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ｆｒｏｍｕｌｔｒａｓｏｕｎｄｉｍａｇｉｎｇａｎｄｄｏｕｂｌｅｐｕｌｓｅｔｒａｎｓｃｒａｎｉ
ａｌ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Ｊ］．ＥｘｐＢｒａｉｎＲｅｓ，２０１６，２３４（４）：１０３３
１０４５．

［３］ＫｕａｎｇＳ，ＣｈａｒｇéＳＢ，ＳｅａｌｅＰ，ｅｔａｌ．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ｒｏｌｅｓｆｏｒＰａｘ７ａｎｄＰａｘ３ｉｎ
ａｄｕｌｔｒｅ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ｖｅｍｙｏｇｅｎｅｓｉｓ［Ｊ］．ＪＣｅｌｌＢｉｏｌ，２００６，１７２（１）：１０３
１１３．

［４］ＡｌｆａｒｏＬＡ，ＤｉｃｋＳＡ，ＳｉｅｇｅｌＡＬ，ｅｔａｌ．ＣＤ３４ｐｒｏｍｏｔｅｓ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ｃｅｌｌｍｏ
ｔｉｌｉｔｙａｎｄｅｎｔｒｙｉｎｔｏｐｒｏｌｉｆｅｒａｔｉｏｎｔｏｆａｃｉｌｉｔａｔｅ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ｋｅｌｅｔａｌｍｕｓｃｌｅ
ｒｅ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Ｊ］．ＳｔｅｍＣｅｌｌｓ，２０１１，２９（１２）：２０３０２０４１．

［５］阮井玲，甄鑫，刘娣，等．Ｍｙｏｓｔａｔｉｎ通过 Ｓｍａｄ３下调 ＭｙｏＤ的表达
来抑制骨骼肌卫星细胞的分化［Ｊ］．中国生物工程杂志，２００８，２８
（５）：９９１０３．

［６］卢宗孝，晏臖，于雪，等．多时间点观察电针“委中”对大鼠腰多裂
肌损伤后 ＩＧＦ１Ｒ和 ＩＧＦＢＰ３的表达［Ｊ］．世界中医药，２０１８，１３
（４）：９５４９５８．

［７］邹德辉，陈玉佩，刘通，等．电针“委中”对布比卡因致大鼠腰多裂
肌损伤后形态学及ＣＫ、ＩＬ１７表达的影响［Ｊ］．中国针灸，２０１７，３７
（９）：９７１９７６．

［８］贾涛．腰椎后路经多裂肌间隙入路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的临床疗
效观察［Ｊ］．广西医科大学学报，２０１７，３４（３）：３９０３９３．

［９］肖响，张茜，苏波，等．不同方法干预大鼠腓肠肌急性钝挫伤模型
的实验观察［Ｊ］．世界中医药，２０１３，８（９）：１０９１１０９３．

［１０］陈欢，彭博，李富运，等．电针对兔腰肌急性钝挫伤后组织修复与
碱性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细胞外信号调节激酶信号通路的影
响［Ｊ］．中国康复理论与实践，２０１４，２０（３）：２１５２２０．

［１１］李俊华，王正珍，唐云峰，等．针刺对大鼠骨骼肌挫伤后肌肉再生
的影响［Ｊ］．北京体育大学学报，２０１２，３５（６）：６１６５．

（下接第６０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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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２０１７，３６（７）：４０４４０８．

［５］白亦冰．珍珠烫伤膏保留灌肠治疗慢性非特异性溃疡性结肠炎

４０例临床观察［Ｊ］．河北中医，２０１６，３８（４）：５１６５１８，５９９．

［６］葛飞．金荞麦对溃疡性结肠炎的抗炎作用及机制研究［Ｄ］．南京：

南京中医药大学，２０１６．

［７］袁玲．美沙拉嗪联合中药灌肠疗法治疗溃疡性结肠炎的效果观察

［Ｊ］．当代医药论丛，２０１８，１６（２１）：１２１１２２．

［８］Ｍ．Ｍｕｒａｎｏ，Ｋ．Ｍａｅｍｕｒａ，Ｉ．Ｈｉｒａｔａ，ｅｔａｌ．Ｔｈｅｒａｐｅｕｔｉｃ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ｉｎｔｒａｃｏ

ｌｏｎｉｃａｌｌｙ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ｅｒｅｄｎｕｃｌｅａｒｆａｃｔｏｒκＢ（ｐ６５）ａｎｔｉｓｅｎｓｅｏｌｉｇｏｎｕｃｌｅｏｔｉ

ｄｅｏｎｍｏｕｓｅｄｅｘｔｒａｎｓｕｌｐｈａｔｅｓｏｄｉｕｍ（ＤＳＳ）ｉｎｄｕｃｅｄｃｏｌｉｔｉｓ［Ｊ］．Ｃｌｉｎ

ｉｃａｌ＆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Ｉｍｍｕ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０，２０（１）：５１５８．

［９］Ｇ．Ｍ．Ｅｋｓｔｒｍ．Ｏｘａｚｏｌｏｎｅｉｎｄｕｃｅｄｃｏｌｉｔｉｓｉｎｒａｔｓ：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ｂｕｄｅｓ

ｏｎｉｄｅ，ｃｙｃｌｏｓｐｏｒｉｎＡ，ａｎｄ５ａｍｉｎｏｓａｌｉｃｙｌｉｃａｃｉｄ［Ｊ］．Ｓｃａｎｄｉｎａｖｉ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ａｓｔｒｏｅｎｔｅｒｏｌｏｇｙ，１９９８，３３（２）：１７４１７９．

［１０］Ｍ．Ｂｏｉｒｉｖａｎｔ，Ｉ．Ｊ．Ｆｕｓｓ，Ｌ．Ｆｅｒｒｏｎｉ，ｅｔａｌ．Ｏｒａｌ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ｒｅ

ｃｏｍｂｉｎａｎｔｃｈｏｌｅｒａｔｏｘｉｎｓｕｂｕｎｉｔＢｉｎｈｉｂｉｔｓＩＬ１２ｍｅｄｉａｔｅｄｍｕｒｉｎｅ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ｔｒｉｎｉｔｒｏｂｅｎｚｅｎｅｓｕｌｆｏｎｉｃａｃｉｄ）ｃｏｌｉｔｉ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Ｉｍ

ｍｕ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１，１６６（５）：３５２２．

［１１］陈丽．葛根芩连汤对溃疡性结肠炎小鼠模型肠黏膜内 ＮＦκＢ、

ＴＮＦα、ＭＦＧＥ８及ｏｃｃｌｕｄｉｎ表达的影响［Ｊ］．实用医院临床杂志，

２０１８，１５（６）：１２１６．

［１２］翟金海．清肠化湿方对溃疡性结肠炎模型大鼠的影响及机制研

究［Ｄ］．南京：南京中医药大学，２０１３．

［１３］ＫｏｒｎｂｌｕｔｈＡ，ＳａｃｈａｒＤＢ．Ｕｌｃｅｒａｔｉｖｅｃｏｌｉｔｉｓ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ｉｎａ

ｄｕｌｔｓ（ｕｐｄａｔ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ＣｏｌｌｅｇｅｏｆＧａｓｔｒｏｅｎｔｅｒｏｌｏｇｙ，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Ｐａ

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Ｊ］．ＡｍＪＧａｓｔｒｏｅｎｔｅｒｏｌ，２００４，９９（７）：１３７１

１３８５．

［１４］张声生，沈洪．溃疡性结肠炎中医诊疗专家共识意见（２０１７）

［Ｊ］．中华中医药杂志，２０１７，３２（８）：３５８５３５８９．

［１５］袁宇婷，刘维明，曹丽．中医药治疗溃疡性结肠炎的研究进展

［Ｊ］．湖南中医杂志，２０１８，３４（４）：１６７１６９．

［１６］王敏勇，从脾失健运论中医对慢性溃疡性结肠炎的临床治疗

［Ｊ］．中国医院药学杂志，２０１６，３６：９０．

［１７］陈晓丽，费建平．辨证治疗慢性非特异性溃疡性结肠炎研究进展

［Ｊ］．河北中医，２０１４，３６（２）：３１６３１８．

［１８］殷洁．溃结灌肠液与柳氮磺吡啶栓治疗溃疡性直肠炎的临床对

比研究［Ｄ］．南京：南京中医药大学，２０１２．

［１９］许秀芬，何泮，李桂云，等．中药灌肠治疗溃疡性结肠炎的临床观

察［Ｊ］．光明中医，２０１８，３３（１）：５７５８．

［２０］杨勇，周源，赵娟，等．固肠止泻丸干预溃疡性结肠炎模型大鼠的

实验研究［Ｊ］．世界最新医学信息文摘，２０１８，１８（６５）：３５．

［２１］林明武，柯晓．中药灌肠治疗溃疡性结肠炎的研究进展［Ｊ］．北

京中医药，２００８，２７（２）：１４４１４６．

［２２］朱春洋，张声生教授治疗溃疡性结肠炎经验的数据挖掘及临床

疗效评价研究［Ｄ］．北京：北京中医药大学，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１２－１３收稿　责任编辑：杨觉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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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赵斌，田惠林，刘玉倩．电针对肌肉损伤修复作用的形态学研究

［Ｊ］．中国临床康复，２００２，６（２０）：３０４４３０４５．

［１３］覃巾毓，葛运雨．针刺对大鼠骨骼肌损伤后肌卫星细胞的影响

［Ｊ］．体育研究，２０１２，２（１２）：１６８１６９．

［１４］ＳａｎｄｒｉＭ．Ｓｉｇｎａｌｉｎｇｉｎｍｕｓｃｌｅａｔｒｏｐｈｙａｎｄｈｙｐｅｒｔｒｏｐｈｙ［Ｊ］．Ｐｈｙｓｉｏｌ

ｏｇｙ（Ｂｅｔｈｅｓｄａ），２００８，２３（３）：１６０１７０．

［１５］ＨｅｎｎｅｂｒｙＡ，ＢｅｒｒｙＣ，ＳｉｒｉｅｔｔＶ，ｅｔａｌ．Ｍｙｏｓｔａｔｉｎｒｅｇｕｌａｔｅｓｆｉｂｅｒｔｙｐｅ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ｓｋｅｌｅｔａｌｍｕｓｃｌｅｂｙ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ｎｇＭＥＦ２ａｎｄＭｙｏＤｇｅｎｅ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Ｊ］．ＡｍＪＰｈｙｓｉｏｌＣｅｌｌＰｈｙｓｉｏｌ，２００９，２９６（３）：Ｃ５２５

５３４．

［１６］ＧａｏＦ，ＫｉｓｈｉｄａＴ，ＥｊｉｍａＡ，ｅｔａｌ．Ｍｙｏｓｔａｔｉｎａｃｔｓａｓａｎａｕｔｏｃｒｉｎｅ／

ｐａｒａｃｒｉｎｅ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ｉｎｍｙｏｂｌａｓ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ｉｏｎｆｒｏｍｈｕｍａｎ

ｉｎｄｕｃｅｄｐｌｕｒｉｐｏｔｅｎｔｓｔｅｍｃｅｌｌｓ［Ｊ］．ＢｉｏｃｈｅｍＢｉｏｐｈｙｓＲｅｓＣｏｍｍｕｎ，

２０１３，４３１（２）：３０９３１４．

［１７］ＺｈａｎｇＦ，ＤｅｎｇＢ，ＷｅｎＪ，ｅｔａｌ．ＰＰＡＲγａｎｄＭｙｏＤａｒ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ｌｙ

ｒｅｇｕｌａｔｅｄｂｙｍｙｏｓｔａｔｉｎｉｎａｄｉｐｏｓｅｄｅｒｉｖｅｄｓｔｅｍｃｅｌｌｓａｎｄｍｕｓｃｌｅｓａｔ

ｅｌｌｉｔｅｃｅｌｌｓ［Ｊ］．ＢｉｏｃｈｅｍＢｉｏｐｈｙｓＲｅｓＣｏｍｍｕｎ，２０１５，４５８（２）：３７５

３８０．

［１８］史新娥，吴国芳，宋子仪，等．阻断 ＰＩ３Ｋ／ＡＫＴ通路通过激活

ＦｏｘＯ１抑制猪骨骼肌卫星细胞分化［Ｊ］．中国农业科学，２０１４，

（１）：１５４１６０．

［１９］ＸｕＭ，ＣｈｅｎＸ，ＣｈｅｎＤ，ｅｔａｌ．ＦｏｘＯ１：ａｎｏｖｅｌｉｎｓｉｇｈｔｉｎｔｏｉｔｓｍｏｌｅｃ

ｕｌａｒ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ｉｎｔｈｅ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ｋｅｌｅｔａｌｍｕｓｃｌ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ｆｉｂｅｒｔｙｐｅ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Ｊ］．Ｏｎｃｏｔａｒｇｅｔ，２０１７，８（６）：１０６６２

１０６７４．

［２０］ＫｉｔａｍｕｒａＴ，ＫｉｔａｍｕｒａＹＩ，ＦｕｎａｈａｓｈｉＹ，ｅｔａｌ．ＡＦｏｘｏ／Ｎｏｔｃｈｐａｔｈ

ｗａｙ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ｍｙｏｇｅｎｉｃ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ｆｉｂｅｒｔｙｐｅ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Ｊ］．ＪＣｌｉｎＩｎｖｅｓｔ，２００７，１１７（９）：２４７７２４８５．

［２１］刘通，于佳妮，邹德辉，等．电针血清对多裂肌卫星细胞增殖及

Ｐａｘ７、成肌分化抗原、磷酸化蛋白激酶 Ｂ表达的影响［Ｊ］．针刺

研究，２０１６，４１（５）：４０２４０９．

［２２］张冲，万军．周围性面瘫针刺时机临床循证分析［Ｊ］．中国针灸，

２０１１，３１（１）：９３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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