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中医 2 0 14 年 7月第 4 6卷第 7期

JO U RNA L O F N EW CH IN E S E M E D IC IN E Ju ly 2 0 1 4 V o
l 4 6 N

o 7

th e in d u c t io n o f a u t o P h a g y o ]
.

M o lB io lC e ll
,

2 0 0 3
,

14

(2 ) : 4 77
一

4 9 0
.

【7」 A n t o n i M H
,

Lu tg e n d o rf S K
,

C o le SW
, e t a l

.

T h e in
-

f lu e n c e o f b io
一

b e h a v io u ar l f a c t o 巧 o n t u m o u r bio lo
-

gy
一

Pa t h w a y s a n d m e c ha n is m s
o」

.

N a t R e v C a n c e r ,

2 0 0 6
,

6 (3 ) : 24 0
一

24 8
.

【8」 M c Ew e n B S
.

M o o d d is o dr e 巧 a n d a llo s t a t ic lo a d 口」
.

B 10 1 Ps y c h ia t ry
,

2 0 0 3
,

54 (3 ) : 2 0 0
一

2 0 7
.

[9 ] H u a n g J
,

K lio n s ky DJ
.

A u t o Ph a g y a n d h u m a n d is
-

e a s e 口」
.

C e ll C y c le
,

2 0 0 7 (6 ) : 18 3 7
一

184 9
.

【10] 刘江
,

李冉
,

崔建忠
,

等
.

m引 u
RI 蛋白诱导海马组织自

噬对脑血管痉挛小鼠学习记忆能力的影响 0 〕
.

中国老年

杂志
,

2 0 13
,

3 3 (2 ) : 3 4 0
一

34 2
.

【11 〕 方金林
,

吴春春
,

孙晓红
,

等
.

A kt m/ 下O R 信号通路在海

人酸损伤大鼠海马组织中的激活 0 〕
.

基础医学与临床
,

2 0 1 0
,

3 0 (6 ) : 6 3 0
一

6 3 3
.

【12] 刘昊
,

王海涛
,

徐爱军
,

等
.

抑郁症模型大鼠海马神经

元 自噬变化 及其机 制 0 ]
.

吉林大 学学报 : 医 学版
,

2 0 1 3
,

3 9 (4 ) : 6 7 2
一

6 7 5
.

【13] 敖海清
.

逍遥散抗心理应激损伤学习记忆神经机制的初

步研究【D]
.

广州 : 广州中医药大学
,

2 0 04
.

【14] 孙淇
,

敖海清
,

郭维
.

逍遥散抗慢性应激损伤研究进

展【J 」
.

新中医
,

2 0 1 1
,

4 3 ( 11 ) : 10 5
一

10 7
.

(责任编辑
:
黎国昌)

浅议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表型研究中体现的中医学辨证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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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表型研究是近年来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C o PD )研究的重要 内容之一
。

结合表型研究的特征及中医辨证理论的特点
,

从

中医辨证论治的视角认识表型研究
,

为 c O P D 表型研究与辨证论治的有机结合提供理论基础
。

〔关键词〕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c o P动 ; 临床表型 ; 辨证论治

[中图分类号 ] R 5 63 [文献标识码 ] A [文章编号 ] 0 2 56
一

74 15 ( 2 0 14) 0 7
一

0 0 03
一

0 2

D O I : 10
.

13 4 5 7 j
.

c n ki
.

in c m
.

2 0 14
.

07
.

00 2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c O p )D 是一种以不完全可逆性气流受

限为特征的疾病状态
,

气流受限呈进行性发展
,

多与肺部对有

害颗粒与气体的异常炎症反应相关 1[] 。

G ho m e A B团关于 C O p O

在印度流行病学的综述
,

表达了其对于在全球范围内日趋严峻

的 C O p O 流行趋势的看法
。

钟南山院士及同事在中国所进行

的研究结果亦表明 CO p O 日渐盛行
,

致残率
、

病死率逐渐上

升阶 4] 。

20 01 年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全球倡议 (G O L)D 的发表及

各国 C O p O 相关诊治指南的相继出现
,

为规范 C O p O 治疗提

供了参考
。

然而
,

伴随着气候环境的改变
,

来源于空气的污染

物在 C O p O 病原学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
。

复杂的病因
、

多样化的临床表现
,

为 C O p O 的有效治疗提出新的挑战
。

表型研究是近年来 C O p O 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
,

它通过

对 C O p O 综合征重要组成部分进行识别
、

分组
,

形成的亚组

(即表型 )可以从一定程度上反映疾病的特征和 (或 )疾病的严重

程度
、

疾病的预后
,

有助于为患者提供更具针对性的治疗吼

从这一过程来看
,

表型研究与中医学辨证论治理论不谋而合
。

笔者将尝试从中医辨证论治的视角对表型研究进行分析
。

1 表型的概念中体现了辨证理论
,

证候可作为 C O p O 的一种

l}贫床表型

表型又称表现型
。

对一个生物而言
,

表示它某一特定的物

理外观或成分
。

从疾病角度而言
,

凡能反映不同患者间差异

的一种或几种疾病特征
,

并且与临床预后相关
,

都可称之为

表型问 。

目前研究认为 CO p O 分为临床表型
、

1 秒用力呼气容

积 (「EV )快速下降表型
、

气道疾病和肺气肿表型
、

频发急性加

重表型
、

全身炎症反应
、

合并症
、

多维指标等 5[] ,

每一种表型

均体现一类独特的表现
,

各表型间又存在交叉和相互作用
。

结合中医学理论
,

在机体疾病发展变化的全过程中
,

存在

若干具有一 定独立性和规律性
、

能反映机体某阶段或某类型病

机的概括
,

即相应的
“

证
” 。

C O p O 发生
、

发展过程的不同阶

段
,

可以出现不同的
“

证
”

; 不同体质的人群发生 C O p O
,

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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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表现为不同的
“

证
”

; 受不同致病因素影响
,

C O p O 表现的
“

证
”

又会有所差异
。

可见
,

通过对四诊 (望
、

闻
、

问
、

切 )所

收集的症状
、

体征以及其他临床资料对病因
、

病变部位
、

病变

性质等进行综合分析
、

概括而得到的
“

证
” ,

同样反映的是疾

病的不同特征
。

一种
“

证
, ’

可以被看作一种临床表型
,

只是中

医学理论和现代医学的角度不同而已
。

2 表型的可塑性与证候的形成
、

演变有相似之处

表型是个体发生发展的结果
,

具有一定的可塑性
,

受生物

基因型和环境等因素影响
,

机体内存在的许多分子生物过程
、

机体所处的环境改变均会影响疾病的表型
。

在 C O p O 发生发

展过程中
,

每位患者均有各自的特点
,

或表现为肺气肿
、

或表

现为频繁的发作加重
、

或表现为 「EV :
的急速下降

。

从中医学

角度看
,

疾病的发生
、

发展同样受体质
、

环境等多方面因素影

响
,

一个疾病可能表现为不同的证候类型
,

疾病表现出不同的

证型时对健康的损害程度可能存在差异
,

且中医证候存在一定

的演变过程
,

环境
、

体质
、

遗传因素等均对证候表现有影响
。

傣问
·

六元正纪大锄 谓
“

初之气
,

地气迁
,

气乃大温
,

草乃

大荣
,

民乃厉
,

温病乃作
,

身热
,

头痛
,

呕吐 ……
” ,

表明病

证的发生发展与外界环境密切相关
。

有研究者就体质与糖尿

病
、

原发性高血压表型相关性的研究表明
,

疾病不同的表型特

征与体质类型有一定关联
,

体质类型对证候类型形成有一定影

响
,

亦可制约证候的转归和传化
,

而证候发生后的表现又受体

质类型的制约卜气

另外
,

对生物而言
,

部分基因结构的改变能引起复杂疾

病
、

影响疾病表型的改变
。

且具有同种基因型的生物在不同环

境下可表现出不同的表型
,

具有相同基因型的生物可因基因表

达谱和表达程度不同而呈现不同表型
,

所以表型本身是复杂

的
,

表型之间又存在着复杂的关系
。

如同证候的形成
、

确定需

同时具备几个必备的要素
。

一个症状不可能构成一种表型
,

也

不可能据此明确一个证型
,

多个互有联系的症状
、

体征等组合

成一种表型或一种证候
。

同时
,

证候类型亦会随着疾病的发展

而演变
,

证候之间也往往存在兼夹
,

使疾病的诊治更加复杂
。

所以
,

有必要将 CO p O 的证候研究与表型研究相联系
,

通过

对复杂问题的分析
,

梳理出更清晰化的脉络
。

3 基于表型异质性的个体化治疗与辨证论治个体化诊疗的良

好契合

医学对表型研究的最终目标是为了发现具有独特预后或治

疗特征的患者组别 9[] 。

C O p O 作为一种具有肺和多种肺外效应

的多系统疾病
,

在临床表现
、

生理学
、

影像学
、

对治疗的反

应
、

肺功能下降速度和死亡等方面存在明显的异质性 5[] 。

目前

普遍认为应根据不同的临床分型采取更具针对性的个体化治

疗
,

也就是以每个患者的信息为基础
,

通过一定的方法对患者

进行详细分类
,

然后针对不同类别实施个体化的治疗和预后判

断
。

深入认识 C O p O 的表型及其异质性
,

有助于制定具有针

对性的个体化治疗方案
。

中医学体现了一种个体化的医学模式
,

辨证论治是实现个

体化的重要手段
。

通过对每位患者四诊信息的采集和分析
,

将

C O p O 这个复杂疾病进行分型论治
,

在此同时
,

又针对每位患

者的实际情况进行方案调整
。

而且
,

与其他个体化诊疗不同
,

中医辨证论治方法的有效性经历了数千年的临床检验
,

这些先

验性的知识
,

为疾病治疗提供了丰富的方案和展示了实际的效

果
,

至少在短期内
,

是非常有价值的
。

因此
,

在表型研究的基

础上
,

进一步了解表型与中医辨证的相关性
,

并将表型与中医

证型有机结合起来
,

将会为个体化治疗提供更有力的支撑
。

4 小结

C O p O 表型的研究目前尚处于起步阶段
。

基于表型的整体

观
、

可塑性
、

异质性
、

个体化等特征
,

表型研究的方法可以借

鉴用于证候研究
,

为 C O p O 个体化辨证论治提供基础
。

同时
,

亦可将表型研究与证候相结合
,

制定兼有证候元素的表型
,

为

中医药更多地参与 C O p O 的诊治及预后判断奠定基础和依据
。

无论从哪个角度
,

都将更有利于 C O p O 临床诊治及预后的判

断
。

总之
,

从微观的基因角度认识表型的本质是现代医学采用

的方法
,

但随着对 C O p O 整体观治疗理念的提出
,

从中医学

整体观出发
,

从宏观
、

整体辨证角度出发
,

可为表型的认识提

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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