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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瘀血汤干预肝硬化大鼠的蛋白质组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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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  基于肝组织差异蛋白质组表达，解析下瘀血汤对硫代乙酰胺诱导的肝硬化进展期大鼠的作用及其机制。方法  
48 只 SD 雄性大鼠中的 18 只作为对照组，其余 30 只 ip 给予 40 mg/mL 的硫代乙酰胺水溶液 200 mg/kg 制备大鼠肝硬化模型，

每周 2 次，连续 8 周；于开始造模后第 4 周分别随机处死对照组和造模大鼠各 6 只，进行药物干预前的动态观察。其余模型

大鼠于开始造模后第 5 周首日随机分为模型组及下瘀血汤组，下瘀血汤组大鼠 ig 给予下瘀血汤 0.626 g/kg，对照组和模型组

大鼠 ig 生理盐水；于第 8 周末处死大鼠，双向凝胶电泳分离肝组织总蛋白，基质辅助激光解析电离飞行时间质谱分析鉴定

部分差异表达蛋白；蛋白质免疫印迹法检测层粘连蛋白受体（67 LR）、DJ-1 蛋白、Cu-Zn 超氧化物歧化酶（Cu-Zn SOD）蛋

白表达。结果  鉴定的 18 个蛋白中有 5 个氧化应激蛋白、5 个与物质代谢相关的蛋白、4 个细胞骨架蛋白、2 个与炎症反应

相关的蛋白、2 个与增殖凋亡相关的蛋白；验证的 3 个蛋白点（67 LR、Cu-Zn SOD、DJ-1）与双向电泳分析结果基本一致。

结论  过氧化损伤以及造成的物质代谢异常是硫代乙酰胺致大鼠肝硬化的重要病理环节，提高机体内在的抗氧化能力及逐步

恢复物质代谢能力是下瘀血汤逆转大鼠肝硬化的主要机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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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纤维化是指肝脏纤维结缔组织的过度沉积，

细胞外基质合成和降解不平衡的病理变化，是各种

慢性肝病向肝硬化发展所共有的病理改变和必经途

径。组织蛋白质组学分析可用于获得药物的作用模

式以及治疗机制相关信息[1-2]的研究。关于对乙酰氨

基酚致肝硬化小鼠和 CCl4 致肝硬化大鼠肝组织的

蛋白质组学研究已见报道[3-4]。下瘀血汤出自《金匮

要略》，由大黄、桃仁、地鳖虫组成，具有活血逐瘀、

攻坚破积之长，故凡瘀血内行、瘀阻经络之证均可

因证施治，适用于静止期肝硬化的肝血瘀阻症。下

瘀血汤对肝硬化具有干预作用[5-6]，但其具体机制尚

不清楚。本实验拟通过对下瘀血汤干预硫代乙酰胺

诱导的肝硬化大鼠的肝组织差异蛋白质组学研究，

探讨下瘀血汤抑制肝硬化的作用机制。 
1  材料 
1.1  动物 

SD 雄性大鼠，清洁级，体质量 120～130 g，
购于中国科学院上海实验动物中心，实验动物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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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号为 SCXK（沪）2003-0002。 
1.2  主要试剂与仪器 

硫代乙酰胺，分析纯，上海凌峰化学试剂有限

公司，批号：070301；丙氨酸转氨酶（ALT）、天冬

氨酸转氨酶（AST）、γ-谷氨酰转肽酶（γ-GT）、血

清总胆红素（TBil）、白蛋白（Alb）、总蛋白（TP）
试剂盒，南京建成生物工程研究所；二硫苏糖醇、

碘乙酰胺、三羟甲基氨基甲烷、甘氨酸、十二烷基

磺酸钠、24 cm 固相 pH 梯度干胶条，GE Healthcare
公司；30%丙烯酰胺溶液，BIO-RAD 公司；兔抗大

鼠层粘连蛋白受体（相对分子质量 67 000，67 LR）、
DJ-1 蛋白、Cu-Zn 超氧化物歧化酶（Cu-Zn SOD）

单克隆抗体，Abcam 公司；小鼠抗大鼠 GAPDH 单

克隆抗体，上海建成生物工程有限公司；荧光标记

山羊抗兔、抗鼠二抗，晶美生物技术公司；蛋白印

迹分析用蛋白标准品，Fermentus 公司。等电聚焦仪、

垂直电泳槽，GE Healthcare 公司。 
1.3  药物 

下瘀血汤组方药材大黄、桃仁、地鳖虫均购自

上海华宇药业有限公司，由温州医学院药学院王学

宝实验师鉴定。取大黄 2.0 kg、桃仁 2.0 kg、地鳖虫

1.2 kg 制成粗粉末；加 8 倍量 20%乙醇（原方用黄

酒，含乙醇为 16.5%）浸泡 1 h，回流提取 2 次，第

1 次加 20%乙醇回流提取 30 min，滤过取汁；药渣

再加 6 倍量 20%乙醇回流提取 1 h，滤过取汁，合

并 2 次提取液。回收乙醇，流浸膏备用。真空干燥

后冷藏保存[7]。 
2  方法 
2.1  模型制备、分组和给药 

48 只 SD 大鼠，根据随机排列表完全随机选取

18 只作为对照组，余下 30 只 ip 给予 40 mg/mL 硫

代乙酰胺水溶液 200 mg/kg，每周 2 次，连续 8 周，

制备大鼠肝硬化模型[8]。于造模第 4 周分别随机处

死对照组、造模大鼠各 6 只，作为药物干预前的动

态观察。其余 24 只模型大鼠于开始造模后第 5 周首

日随机分为模型组及下瘀血汤组，每组 12 只，下瘀

血汤组 ig给予下瘀血汤（用蒸馏水 10 mL稀释）0.626 
g/kg（相当于生药 3.2 g/kg，为 65 kg 体质量成人临

床用量的 8 倍）[9]，给药体积 10 mL/kg，对照组与

模型组 ig 等体积生理盐水，每日 1 次，连续 3 周。 
2.2  标本采集 

对照组、造模大鼠于造模第 4 周末随机抽取 6
只、其余各组大鼠均于造模 8 周末处死：所有大鼠

均 ip 戊巴比妥钠 50 mg/kg 麻醉后打开腹腔，观察

肝脏的大体形态，下腔静脉采血，于肝右叶切取 1.0 
cm×1.0 cm×1.0 cm 大小肝组织 2 块。血样 3 000 
r/min 离心 30 min，分离血清，−80 ℃保存；切取

的肝组织用 4%中性福尔马林固定，用于病理标本

制备；剩余肝组织分装，−80 ℃保存。 
2.3  观测项目 
2.3.1  肝功能检测  按肝功能检测试剂盒操作说明

检测血清 ALT、AST、γ-GT 活性及血清 TBil、Alb、
TP 水平。 
2.3.2  肝组织病理学观察  肝组织石蜡切片按常规

方法行 HE 及天狼星红染色，光学显微镜下（×200）
观察肝组织的病理变化。 
2.3.3  双向凝胶电泳检测大鼠肝组织总蛋白  肝组

织蛋白质的提取：将大鼠肝组织标本称质量后置研

磨管，加入组织裂解液，室温条件下研磨、裂解 1 h，
离心，吸取上清液即为肝组织总蛋白质。 

第一向固相 pH 梯度等电聚焦参照 IPGphor 等
电聚焦系统指南[10]。将已定量的组织总蛋白质提取

物与水化液（8 mol/L 尿素、4% CHAPS、40 mmol/L 
Tris、40 mol/L DTT、0.5% IPG buffer pH 3～10、痕

量溴酚蓝）充分混合，总体积 450 μL。设置程序：

水化和聚焦均在 20 ℃下进行，总电压时间积为 
69 920 V·h，其中于 30 V 低电压水化 14 h，然后经

过 500 V、1 h，1 000 V、1 h，最后稳定在 8 000 V
下进行等电聚焦。平衡：等电聚焦结束后，迅速取

出一向的 IPG 胶条先后置于 10 mL 平衡液 A（50 
mmol/L Tris-HCl，pH 6.8，6 mol/L 尿素，30%甘油，

1% SDS，0.2% DTT）和 10 mL 平衡液 B（50 mmol/L 
Tris-HCl，pH 6.8，6 mol/L 尿素，30%甘油，1% SDS，
3%碘乙酰胺，痕量溴酚蓝）中，在脱色摇床上振摇，

分别平衡 15 min。第二向垂直 SDS-PAGE 电泳：将

平衡后的胶条移至 0.75 mm 厚的 12.5%均匀分离胶

上端，电泳至溴酚蓝离胶最底端约 1 mm 处停止电

泳。胶体考马斯亮蓝染色：按照 Candiano 等[10]胶体

考马斯亮蓝染色方法染色。 
2.3.4  凝胶图像采集与分析  透射扫描凝胶获取图

像后，利用 Imagemaster 2D Platinum 6.0 软件对图像

蛋白质斑点自动检测，匹配，筛选出在两种组织中

差异水平相差 2 倍以上的 50 个蛋白质。 
2.3.5  质谱样品制备及质谱分析  切取差异蛋白质

点，脱色、还原、烷基化、酶解、样品回收及脱盐

处理，然后在 Voyage-DE STR 4700 基质辅助激光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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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电离飞行时间串联质谱（MALDI-TOF/TOF-MS）
仪上分析。 
2.3.6  数据库查询  选择 Mascot 数据库，搜索条件

设置肽片段质量最大误差控制在±1×10−4，酶切断

裂位点允许值为 1。 
2.3.7  差异蛋白的表达  大鼠肝脏组织样品于匀浆

器匀浆，分别提取总蛋白，100 ℃变性 5 min，12% 
SDS-PAGE 电泳，结束后半干转至 NC 膜。摇床上

封闭 1 h，杂交一抗，4 ℃过夜，洗膜。杂交二抗，

室温摇床上45 min，洗膜。用ECL发光剂浸膜3 min，
取出后置曝光匣中曝光。扫描曝光片后，应用复日

FR-200 生物电泳图像分析系统分析底片的目的条带。 

2.4  统计学方法 
计量资料采用统计分析软件 SPSS12.0 中的

ANOVA 程序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q 检验，并用

LSD 进行两两比较。 
3  结果 
3.1  对肝硬化模型大鼠肝功能的影响 

与对照组比较，模型组大鼠血清 ALT、AST、
γ-GT 活性显著增强（P＜0.05），Tbil 水平显著升高

（P＜0.05），Alb 水平显著降低（P＜0.05）。与模型

组比较，下瘀血汤组大鼠血清 ALT、AST、γ-GT 活

性以及 Tbil 水平均显著降低（P＜0.05），Alb 水平

显著升高（P＜0.05）。结果见表 1。

表 1  下瘀血汤对肝硬化模型大鼠血清中肝功能指标的影响 ( ±x s ) 
Table 1  Effects of Xiayuxue Decoction on liver function indices in serum of rats with liver cirrhosis ( ±x s ) 

组  别 动物 / 只 ALT / (U·L−1) AST / (U·L−1) γ-GT / (U·L−1) Tbil / (μmol·L−1) Alb / (g·L−1) TP / (g·L−1) 

对照 18 21.32±3.20 30.88± 4.50 21.70±2.40 12.55±1.22 33.02±3.20 61.75±2.42*

模型 4 周 6 43.60±5.50* 49.50± 7.60* 31.99±4.60* 21.67±2.50* 28.50±2.70* 52.14±3.35△

     8 周 12 70.30±6.70*△ 89.70±14.56*△ 55.90±6.80*△ 26.89±1.60*△ 23.99±3.50*△ 46.17±4.24 

下瘀血汤(0.626 g·kg−1) 12 40.02±4.60▲ 46.90± 6.80▲ 28.44±4.50▲ 18.89±3.50▲ 31.08±4.20▲ 54.09±4.40△▲

与对照组比较：*P＜0.05；与模型组造模 4 周比较：
△P＜0.05；与模型组造模 8 周比较：

▲P＜0.05 
*P<0.05 vs control group; △P<0.05 vs model group after four weeks modeling; ▲P<0.05 vs model group after eight weeks modeling 

3.2  对肝硬化模型大鼠肝组织病理学的影响 
大鼠正常肝组织仅在汇管区和中央静脉壁见少

量胶原纤维。模型组大鼠造模 4 周，胶原纤维广泛

增生并自汇管区向小叶内伸展，形成部分菲薄的不

完全间隔；造模 8 周时增生的胶原纤维分割肝小叶

形成较粗大、致密的完全间隔，正常肝小叶结构消

失，个别形成不完整假小叶。下瘀血汤给药组大鼠

纤维组织增生明显减轻，纤维间隔变窄、疏松，多

为不完全间隔。结果见图 1、2。 
3.3  大鼠肝组织蛋白凝胶图谱分析 

从每组胶中筛选出分辨率、重复性均较高的肝

组织 2-DE 图谱 3 张，进行图像分析。以对照组拟

合胶为参考胶。结果显示，对照组胶蛋白点为 1 008
个；造模 4、8 周后检测到模型组蛋白点数分别为 
1 019、1 111 个；下瘀血汤组检测到 1 123 个。造模

4 和 8 周后的模型组、下瘀血汤组 2-DE 胶与参考胶

匹配率分别为 89.34%、84.55%、87.67%。各组大鼠

从肝组织分离的蛋白质点双向凝胶图谱见图 3。 
3.4  大鼠肝组织蛋白质谱鉴定 

根据 2D 凝胶图谱分析软件 Image Master 2D 
Platinum 6.0 检测、分析得出的匹配蛋白质点平均表

达量的比值分析差异度，选取模型组大鼠造模 8 周

时有差异蛋白表达（与对照组相比，差异度在 1.2
倍以上），且下瘀血汤组有差异表达的 18 个蛋白点 

 
图 1  大鼠肝组织病理学观察 (HE 染色) 

Fig. 1  Pathological observation in liver tissues of rats (HE staining) 

 

对照组                     模型组 4 周                     模型组 8 周                   下瘀血汤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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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大鼠肝组织病理学观察 (天狼星红染色) 
Fig. 2  Pathological observation in liver tissues of rats (Sirius red staining) 

 
图 3  大鼠肝组织蛋白表达双向凝胶图谱 

Fig. 3  2-DE maps of protein expressions in liver tissues of rats 

（与模型组大鼠造模 8 周相比，差异度在 1.2 倍以

上），进行质谱鉴定。通过生物信息学检索相关蛋白

质功能，鉴定其中 5 个为氧化应激蛋白、4 个细胞

骨架蛋白、5 个与物质代谢相关的蛋白、2 个与炎症

反应相关的蛋白、2 个与增殖凋亡相关的蛋白。结

果见表 2 和图 4。与对照组相比，模型组大鼠亮氨

酸氨基肽酶、谷胱甘肽合成酶、Cu-Zn SOD、DJ-1
蛋白表达下降，下瘀血汤组 DJ-1 蛋白表达有所上

升；与对照组相比，模型组大鼠 γ-actin、67 LR、角

蛋白 18、果糖-1, 6-二磷酸酶 1、半乳糖激酶 1 大鼠

表达上升，而这些蛋白在下瘀血汤组大鼠中表达有

所下降。 
3.5  对肝硬化相关蛋白表达量的影响 
3.5.1  对 67 LR 蛋白表达的影响  与对照组大鼠相

比，模型组大鼠在造模 4 周和 8 周时 67LR 蛋白表

达显著上调（P＜0.01）；与模型组造模 8 周时相比，

下瘀血汤组 67 LR 蛋白表达显著下调（P＜0.01）。
结果见图 5 和 6。 
3.5.2  对 DJ-1 蛋白表达的影响  与对照组大鼠相

比，模型组大鼠在造模 4 周和 8 周时 DJ-1 蛋白表达

显著下调（P＜0.01）；与模型组造模 8 周时相比，

下瘀血汤组 DJ-1 蛋白表达显著上调（P＜0.05）。结

果见图 5 和 6。 
3.5.3  对 Cu-Zn SOD 蛋白表达的影响  与对照组

大鼠相比，模型组大鼠在造模 4 周和 8 周时 Cu-Zn 
SOD 蛋白表达显著下调（P＜0.01）；与模型组造模

8 周时相比，下瘀血汤组 Cu-Zn SOD 蛋白表达显著

上调（P＜0.01）。结果见图 5 和 6。 
4  讨论 

本实验结果显示，与对照组相比，肝硬化模型

组大鼠肝组织中鉴定出 18 个差异蛋白质点，其中

10 个蛋白点表达上升，8 个蛋白点表达下降。经鉴

定有 5 个氧化应激蛋白、5 个与物质代谢相关的蛋

白、4 个细胞骨架蛋白、2 个与炎症反应相关的蛋白、

2 个与细胞增殖、凋亡相关的蛋白。氧化应激蛋白

有：血红素加氧酶 1、过氧化还原蛋白 6、DJ-1 蛋

白、Cu-Zn SOD、谷胱甘肽合成酶；与物质代谢相

关的蛋白有：果糖-1, 6-二磷酸酶 1、半乳糖激酶 1、
亮氨酸氨基肽酶 3、过氯酸可溶性蛋白；细胞骨架

蛋白有：67 LR、γ-actin、角蛋白 18、波形蛋白；炎

症相关蛋白有：触珠蛋白、高迁移组蛋白；细胞增

殖与凋亡相关蛋白有：磷脂酰乙醇胺结合蛋白、

Caspases-12。提示肝纤维化的发生、发展与氧化应

激及物质代谢密切相关[11]。DJ-1 蛋白与肿瘤的生成

有关，参与细胞应激反应，是一个强有力的抗氧化

剂[12]。内源性 DJ-1 蛋白的下调可加强氧化应激反

应对神经元的损伤[13]。DJ-1 保护细胞对抗缺氧诱导

的细胞死亡，对癌细胞的存活起重要作用。SOD 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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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分
子
质
量

 1
1←

17
0 

蛋白质等电点 4←→7 

    

 

  

 

     

对照组                      模型组 4 周                     模型组 8 周                   下瘀血汤组 

 

对照组                       模型组 4 周                   模型组 8 周                    下瘀血汤组 



中草药  Chinese Traditional and Herbal Drugs  第 43 卷 第 1 期 2012 年 1 月 

   

·135·

表 2  蛋白质质谱鉴定结果 
Table 2  MS identification of proteins 

登录号 蛋白质 相对分子质量 / 等电点 细胞定位 功能 表达

P06762 血红素加氧酶-1 33 006/6.09 微粒体、内质网 血红素降解成胆红素的限速酶 －

O35244 过氧化物还原酶 6 24 819/5.64 细胞质、溶酶体 分解过氧化氢及有机过氧化物 －

O88767 DJ-1 蛋白 20 190/6.32 细胞质、细胞核 在受精过程中发挥作用 －

P07632 Cu-Zn SOD 16 177/5.74 细胞质 催化过氧化物生成过氧化氢和分子氧，参与氧

化应激 
－

P46413 谷胱甘肽合成酶 52 597/5.48  催化谷氨酰基半胱氨酸与甘氨酸合成谷胱甘肽 －

P38983 67 LR 32 917/4.8 细胞膜、细胞质、

细胞核 

参与肠上皮细胞发育和分化 ＋

P63259 γ-actin 42 108/5.31 细胞骨架 参与细胞迁移，广泛表达在真核细胞中 ＋

Q5BJY9 细胞角蛋白 8 52 677.6/5.49 核基质、细胞质 参与白介素-6 介导的屏障保护 ＋

P31000 波形蛋白 53733/5.06 核基质 III 型中间丝，在间叶细胞等非上皮细胞中表达 ＋

Q68FS4 亮氨酸氨基肽酶 3 56 514/6.77 细胞质 切下多肽 N 端氨基酸 －

P19112 果糖-1, 6-二磷酸

脂酶 1 
40 040/5.54  在糖原异生中催化果糖-1, 6 二磷酸水解 ＋

Q5RKH2 半乳糖激酶 1 42 806/5.24  在半乳糖代谢中催化ATP 和D-半乳糖生成ADP 和

D-半乳糖-1-磷酸 
＋

Q5U2N3 磷脂酰肌醇转移

蛋白 1 
13 4984/5.64 细胞质、高尔基体 参与细胞骨架重塑，完成胞质分裂，维持高尔

基体的甘油二酯水平 
－

P52759 高氯酸可溶性蛋白 14 303/7.8 线粒体 内切核糖核酸酶，通过切断 mRNA 抑制翻译 ＋

P06866 触珠蛋白 38 563/6.1 分泌蛋白 与血红素结合，防止铁经肾脏代谢而丢失 ＋

P63159 高迁移组蛋白 1 24 894/5.62 细胞质、染色体 肝素结合蛋白，促进神经突分枝并生长 ＋

P31044 磷脂酰乙醇胺结合

蛋白 1 
14 857/5.14 细胞质、细胞膜 丝氨酸蛋白酶抑制剂，抑制凝血酶、糜蛋白酶、

前溶酶原激活物、弹性蛋白酶活性 
＋

Q920D5 Caspases-12 47 837/5.55  参与 Caspases 活化级联反应，负责执行细胞凋

亡过程 
－

登录号：相应蛋白在 EXPASY 数据库中对应的编号；＋：模型组造模 8 周蛋白表达量上调，与对照组的比例＞1.2；－：模型组造模 8 周蛋白

表达量下调，与对照组的比例＞1.2 

Registration number: corresponding mumber in EXPASY database; +: up-regulation of model group after eight weeks modeling, ration > 1.2 vs control 

group; －: down-regulation of model grouip after eight weeks modeling, ratio > 1.2 vs control group 

泛存在于生物体有氧代谢的细胞内，能将具有高度

反应活性的超氧阴离子歧化为分子氧和 H2O2
[14]。

Cu-Zn SOD 是 SOD 中量最多（90%）的一种，该酶

在肝细胞活性最强，在肾上腺及红细胞的量次之。

迄今为止发现的 SOD 按金属辅基不同分为 3 种类

型，即 Cu-Zn SOD、Mn SOD、Fe SOD。 
本研究发现，与对照组相比，在造模 8 周时模

型组大鼠肝组织与氧化应激相关的蛋白血红素加氧

酶 1、过氧化物还原酶 6、DJ-1 蛋白、Cu-Zn SOD、

谷胱甘肽合成酶表达均上调。这些蛋白生成的减少

可能导致活性氧（ROS）被清除的速率减慢，而生

成增多，造成活性氧的蓄积，ROS 直接或间接作用

于肝细胞，改变其细胞膜和亚细胞器的结构使其变

性、坏死进而造成肝细胞损伤、坏死、凋亡及肝组

织炎症反应，产生大量的炎症介质及细胞因子，导

致肝纤维化乃至肝硬化。 
与对照组相比，在造模 8 周时，模型组大鼠肝

组织与糖类代谢相关的蛋白果糖-1, 6-二磷酸酶 1、
半乳糖激酶 1 表达上调，而与脂质转运相关的蛋白

磷脂酰肌醇转移蛋白 1 表达下调，提示葡萄糖高度

合成，表明肝纤维化期肝细胞被激活以供能，代偿

性减缓大量肝细胞损伤所致的肝脏功能减弱。提示

肝脏血液中脂质转运受阻，脂肪在肝脏内蓄积，一

同参与肝硬化的形成。 



中草药  Chinese Traditional and Herbal Drugs  第 43 卷 第 1 期 2012 年 1 月 

   

·136·

 
箭头所指的蛋白点表示不同组别中的某一蛋白的差异表达 
Arrows show protein differential expression in different groups 

图 4  下瘀血汤对肝硬化模型大鼠肝组织中相关蛋白表达的影响 
Fig. 4  Effects of Xiayuxue Decoction on related proteins expression in rats with liver cirrho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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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大鼠肝组织部分差异蛋白的局部 2D 放大图 

Fig. 5  Partial 2D images of liver differential proteins in rats 

与对照组相比，模型组大鼠肝组织催化多肽水

解的亮氨酸氨基肽酶 3 表达下调，提示肝脏功能在

下降；抑制蛋白质合成的过氯酸可溶性蛋白表达上

调，表明蛋白质合成被抑制、异常蛋白质在细胞内

蓄积、蛋白功能消失，最终细胞功能逐渐丧失，坏

死，促进纤维化进程。与模型组大鼠造模 8 周相比，

下瘀血汤组 5 个氧化应激蛋白表达上调，2 个糖类

代谢相关的蛋白表达下调，与脂质转运相关的蛋白

磷脂酰肌醇转移蛋白 1 表达上调，催化多肽水解的

亮氨酸氨基肽酶 3 表达上调，抑制蛋白质合成的过氯

酸可溶性蛋白表达下调，充分显现出下瘀血汤在提高

抗氧化应激、继而恢复物质代谢异常方面的优势。 

 

与对照组比较：**P＜0.01；与模型组造模 4 周比较：
△P＜0.05  △△P＜0.01；与模型组造模 8 周比较：

▲P＜0.05  ▲▲P＜0.01 
**P<0.01 vs control group; △P<0.05  △△P<0.01 vs model group after four weeks modeling;  
▲P<0.05  ▲▲P<0.01vs model group after eight weeks modeling 

图 6  下瘀血汤对肝硬化模型大鼠肝组织中 67 LR、DJ-1、Cu-Zn SOD 蛋白表达的影响 
Fig. 6  Effects of Xiayuxue Decoction on 67 LR, DJ-1, and Cu-Zn SOD protein expression in rats with liver cirrhosis 

综上所述，过氧化损伤继而物质代谢紊乱是硫

代乙酰胺致大鼠肝硬化发生、发展的重要病理环节，

提高肝组织抗氧化应激相关蛋白的表达，继而恢复

物质代谢相关蛋白的表达可能是下瘀血汤有效治疗

硫代乙酰胺所致大鼠肝硬化的主要作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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