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部分 食管

辛开苦降法对反流性食管炎模型大鼠食管驯莫细胞间隙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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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摘要】 目的 : 观察辛开苦降法对反流性食管炎 (R )E 的治疗作用并与西药进行对照研究
。

方法 :

将 10 0只W is atr 大鼠随机分为甲
、

乙
、

丙
、

丁四组
,

每组 25 只
,

甲组为对照组只行腹腔开关术
,

后 3组均采

用改 良部分贪 门肌切开加外置幽门部分结扎术
,

制备 R E大鼠模型
。

术后 3天起
,

甲
、

乙组每天给予灌胃生

理盐水
、

丙组灌胃等量西 药混合剂 (奥美拉吐+ 吗丁琳+ 铝碳酸镁 )
,

丁组灌胃等量辛开苦降方汤剂
,

每

次均 .2 s nU
,

每天 2次
,

连续 14 天
。

于第7天
、

14 天观测各组模型大鼠食管下段p H值
、

粘膜大体标本
、

病理

组织学变化
,

并测量各组食管粘膜上皮细胞间隙进行对照研究
。

结果 : 治疗7天 :
中

、

西 药对模型大鼠损

伤 的食管粘膜均有迅速的修复作用
,

两组无明显差异 ( P> 0 .0 5 ) ; 中
、

西药均能提升模型大鼠食管下段 pH

值
,

西药组优于中药组 ( P < 0 .0 5) ; 中
、

西药均可缩小损伤食管粘膜的细胞间隙
,

两组无差异 ( P > 0 .0 5 )
。

治疗 14 天 : 中药对食管粘膜修复作用优于西药 ( P < 0 .0 5) ; 中
、

西药提升食管下段 p H值作用无明显差异

(>P .0 05 ) ; 对细胞间隙的改善作用
,

中药组优于西药组 ( P< 0 .0 5)
。

结论 : 辛开苦降法对RE 动物模型有

良好的治疗作用
,

并随疗程增加 效果更加 明显
,

其机制可能是通过对损伤粘膜 良好的修复作用
、

增加下食

管括约肌的压力及抑制 胃酸实现的
。

【关健词 I 反流性食管炎 ; 辛开苦降 ; 食管下段 pH ; 病理组织学 ; 食管私 膜细胞 间隙

辛开苦降法对反流性食管炎模型大鼠相关胃肠激素

与神经递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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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 观察辛开苦降法对反流性食管炎 (RE ) 的治疗作用并与西药进行对照研究
。

方法 :

将 100 只 w is atr 大鼠随机分为甲
、

乙
、

丙
、

丁四组
,

每组 25 只
,

甲组为对照组只行腹腔开关术
,

后 3组均 采

用改良部分贪 门肌切开加外置幽门部分结扎术
,

制备R E大鼠模型
。

术后 3天起
,

甲
、

乙组每天给予灌胃生



理盐水
、

丙组灌胃等量西 药混合剂 (奥美拉哇 +吗丁琳十铝碳酸镁 )
,

丁组灌胃等量辛开苦降方汤剂
,

每

次均 .2 5而
,

每天 2次
,

连续 14 天
。

于第7天
、

14 天肉眼观察各组大鼠食管粘膜变化
、

测定各组 大鼠血浆G A S
、

M O T
、

S P
、

vi P
、

N O 浓度并进行对照研究
。

结果 : 治疗7天 : 中
、

西药均能提升 RE模 型大鼠血浆G A S
、

M O T
、

S P水平
,

降低血浆V IP
、

N O 水平
,

两组无明显差异 ( P> .0 05)
,

中药组粘膜修复程度与西药组相

当 ; 治疗 14 天 : 中药组提升血浆M O T
、

降低血浆vi P
、

N O 的作用大于西药组 ( P0< .0 5)
,

中药组拈膜修

复作用 强于 西 药组
。

结论 : 辛开苦降法对反流性食管炎有良好的治疗作用
,

并随疗程增加效果更加明显
,

其作用机制可能是通过调节相 关胃肠激素及神经递质水平增加下食管括约肌的压 力以及粘膜保护作用实

现的
。

【关健词】辛开苦降 ; 半夏泻心汤 ; 反流性食管炎 ; 胃肠激素 ; 神经递质 ; 大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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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摘要】 目的 :
观察利胆平胃汤为主治胆 汁返流性 胃炎的疗效

。

方法 : 将 4 8 0例胆汁返流性 胃炎患者

随机分为中西医结合治疗组324 例和常规西 药治疗对照组 156 例
。

治疗组在对照组治疗的基础上
,

加服利胆

平 胃汤
。

结果 : 治疗组总有效率98
.

8%
,

对照组总有效率 71
.

8%
,

两组总有效率比较差异有显著性 ( P0<
.

0 1)
,

治疗组对症状的缓解明显优于对照组 (P < .0 01 )
。

结论 : 中西医结合治疗胆汁返流性 胃炎其疗效及对症状的

缓解优 于西 医组
,

值得在临床推广应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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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
评价泄肝和 胃法治疗肝 胃郁热型胃食管反流病的临床疗效

。

方法 : 纳入 60 例 中医辫证

为肝胃郁热证的胃食管反流病患者
,

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各 30 例
。

治疗组给予泄肝和 胃法治疗
,

对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