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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0 目的 0 温胆汤 改 良方含药脑脊液及含药血清对 � ∀ 细胞模型凋亡及凋 亡相 关蛋 白 #∃ 卜

 
、

#&∋ 表达的影响
。

方法 0 温胆汤改 良方含药脑脊液和含药血清分别作用于 � �
 ! 一
、 诱导 12. ,3

一 巧

细胞建立的 � ∀ 细胞模型
,

镜下观察细胞生长状况
,

流式细胞术检测细胞凋亡
,

免疫组化检刚 #∃ 卜

 
、

4&
、 蛋 白的表达

。

结果 0 与模型组比较
,

含药脑脊液组和含药血清组 细胞凋亡 率降低)� 5 ,6 ,! /
,

#7%一 表达 无显 著性差异 )8 9 ,
6

, ! /
,

#&∋ 蛋 白表达减弱 )� 5 ,
6

, . /
,

# 7 %一 : #&∋ 比值升高)� 5 ,
6

, . /
。

结

论
0 温胆汤改 良方能有效地抑制 �∀ 细胞模型凋亡

,

其 作用机理 可能与其 干预 调亡相关基因 #&∋ 的

表达
,

升高 # 7 %一  儿& ∋ 比值有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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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 脑脊液 12 .,3
一 .! 细胞 凋亡 温胆汤

细胞凋亡 是 � ∀ )�%; 47 <= 7 > ’ ! ∀ <? 7 & ? 7 /发病过程

中神经元丢失的主要方式
,

并受到 #∃ %一 基因家族

调控...
。

实验拟建立 � � 蛋白片断所致的 � ∀ 细胞模

型
,

参考中药脑脊液药理学阴的方法
,

观察温胆汤含

药脑脊液及含药血清对 � ∀ 细胞模型的影响
,

从而

探讨温胆汤改 良方的药效与作用机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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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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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 12 .,3 一巧 细胞株 由武汉 大学 中国典

型培养物保藏中心 )ΦΦΓΦ Φ /提供
。

+
‘

药物 温胆 汤改 良方 由竹节人参
、

石营蒲
、

天麻
、

积实
、

陈皮
、

白芥子等药物组 成
,

由湖北 中医

学 院老年医学研究所提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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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选敛 � �
二 一二 、

∀ ΗΙΗ 培养基
、

碘化 丙陡

)Εϑ /购 自 Κ< Α=
& 公 司 Λ 胎牛血清 )ΜΝΚ/ 由武汉三利生

物技术 有限公司提供 Λ兔抗 大鼠 #∃ %一 多克隆抗体
、

兔抗大 鼠 #& ∋
多克隆抗体

、

即用型 Κ� Ν Φ 免疫组化

染色试 剂盒购 自武汉博士德公司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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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奎丝 墨 恒温 ΦΟ 0
培养箱 )美国 /

、

倒置相

差 显微镜 )ΦΠΘ
,

日本 ΟΡΣ ΗΕΤ Κ/
、

流式细胞仪 )Μ�Φ
Υ

(

( (

温胆汤改 良方对 �% ;4 ∃< = 7 0 病 细胞模型神经细胞周期影响的实脸研究
,

负责人
0 王平

。

联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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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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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
,

博士 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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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脑病及老年病的中医药证治规律及方 药筛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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ΚΦ&% <# α > 型
,

美国 Ν∀ 公司 /

二
、

方 法

.
6

鱼遗的哇」鱼 家兔适应性 喂养 +] 后
,

随机

分 为空 白组 和 中药 组
。

中药 组 给 予 中药浓 煎 液

)∗
6

! Β : ≅Α
·

] /灌胃
,

每 日  次
,

连续 + ]
,

空白组灌 服相

同体积的生理盐水
。

末次灌 胃 %4 后
,

水合氯醛麻醉
,

无菌心脏采 血 ∗ , = %% 只
,

收集血液 ∗℃过夜
,

+,, ,>� = ?

离心 巧= <Ξ
,

收集 血清
,

!− ℃
、

+, = <Ξ 灭活
,

过滤除菌
,

一 ,℃保存
。

 
,

踵直遮的业皇 动物 采血后
,

迅 速用一次性

%=% 注射器连接 ς 号针头
,

于无菌条件下从家兔枕

骨大孔处垂直缓慢进针
,

穿刺小脑延髓池缓慢抽取

脑脊液
,

每只家兔收集脑脊液 3,,
一 .,, , 卜Ρ

, 一
ς, ℃冻

存 备用
。

+
6

查旦细暄篷型鱼
β

建盛 ‘+ , 1 2 ., 3 一 .! 细胞接种

于 ! , = %培养瓶
,

加 ?= %含 ., χ胎 牛血 清的 ∀ Η Ι Η

培养基
,

在 + ς℃
、

! χ ΦΟ 0 培养箱 中培养
。

根据细胞 生

长情况
,

每 卜  ] 更换培养液
,

 一+] 传代一次
。

� � 先

于 + ς℃孵育 ∗] 促 其老化
,

选 择传代后进入对数生

长期 的细胞
,

加人终 浓度 为 !林 = [% 几 的 � �
 ! 一+! 片

断
,

继续培养 %] 后
,

即建成 � ∀ 细胞模型
。

∗
6

全丝互丝丝 实验 分 − 组 0 空 白组
、

模型

组
、

空 白脑脊 液组
、

含药脑脊 液组
、

空 白血清组
、

含

药血清组
。

脑脊液组分 别加人空 白脑脊液
、

含药脑

脊液 .,, 林Ρ
,

然后补 加完全 培养基 至 ?=%
。

血 清组 分别 以含 ., χ 空 白血 清
、

>[ χ 含药

血 清 的培 养 基更 换原 培 养 液
。

除 空 白组

外
,

其余各组 均预 先建 立 � ∀ 细 胞模 型
。

各 组进行相 应处理  ∗4 后
,

倒置 相差 显微

镜下观察细胞 生长状 态并摄 片
,

检测 相关

指标
。

!
6

选式丝业主丝迩业丝卫鱼遇全 收集各

组 细胞 )Θ ∋ ., −
/

,

ς, χ 冰 乙 醇 固定
,

Εϑ 染 色

液染色 + , = <Ξ 后
,

上 流式 细胞 仪检测
,

用

Φ ΙΡΡδ
α 7 ? ⊥ 软件分 析

,

计 数 在 2 ϑ 峰 前 出

现 亚二倍体峰 的细 胞 数
,

计算细 胞 凋亡

率
。

−
6

用 Κ� Ν Φ 免 疫组化法检测 #∃ %一 
、

#&
∋
蛋 白 的

表达
,

计算 #∃ %一 : #&∋ 比值 在 高倍镜 )∋ ∗ )Χ/ /下 随

机 ! 个视野计数阳性神经元表达数
,

取平均值用于

比较
。

ς
6

远吐宣选 使用 ΚΕΚ Κϑ .
6

! 软 件进行 统计 处

理
,

组间 比较应用单因素方差分析
。

三
、

结 果

.
6

过丝卫鱼型查兰鱼堕 如图 .
,

细胞在无 � �
 ! 二

的空 白组生长背景清晰
,

胞体饱满折光性好
,

胞浆均

匀
、

透亮
,

细胞表 面无 明显斑点及沉积物
。

在 � � 蛋

白片断神经毒性作用下
,

其余各组 细胞生长背景不

良
,

可见若干死亡细胞和细胞碎片漂浮
,

12 ., 3 一巧

细胞数 目明显减少
,

多积聚成簇状
,

大部分神经元胞

体缩小
,

胞浆较暗淡
,

有斑点
,

有 较多细胞脱 壁漂浮

现象
。

而其 中含药脑脊液和含药血清组细胞生长态

势较好
,

死亡
、

碎裂细胞相对较 少
。

 
6

过鱼堕通立的鱼喧 如图  
,

在流式细胞分

析直方图上
,

除空白组外 的其余各组均可见正常二

倍体细胞 ∀ 1� 峰 )2 % 峰 /前 出现 一个 亚二倍体的凋

亡峰 )� � 峰 /
。

结 果表明 � �Θ?
一 +! 片断 的神经毒性 能诱

导 1 2 ., 3一 巧 细胞异 常凋亡
。

各组细胞凋亡率见表

%
。

与模型组 比较
,

含药脑脊液和含药血清组 细胞凋

亡率均 减少 )� 5 ,
6

,. /
,

且 含药脑脊液组神经 元凋亡

率小于含药 血清组 )� 5 ,
6

, ! /
。

图 % 各组细胞生长情况 ) , ∋ %, /

� 空白组 Λ Ν 模型组 ΛΦ 空白血清组 Λ

∀ 含药血清组 Λ Ι 空 白脑脊液组 Λ Μ含药脑脊液组

了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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Ξ

[_ 乃叹艺<⊥<[
Ξ以 Φ4 <汉?7 旅]< [ <% , 似%] Η山7

血旅] <∃ 司



世界科学技术一中医药现代化 ( 中医基础研究

+
6

对凋 亡 相 关基因 #∃ %一 
、

# &∋ 蛋 白表达的 影

喧 细胞胞质 呈棕黄色
,

有棕黄色颗粒为 #∃ %一  阳

性细胞
。

Ν &∋ 免疫组化染色方式为胞浆
,

以细胞浆呈

不均匀棕黄色细颗粒状或棕褐色 团块状 为 #&∋ 的阳

性 染色
。

各组 #∃ %一  
、

#&∋ 染色 阳性细胞 数及 #∃ 卜 :

#& ∋ 比值见表  
。

与空 白组 比较
,

有 � �
 ! 一 + !

作 用的各组 #∃% 一 表

达下 降
,

而 # &∋ 的表达 升高 )� 5 ,6 ,! /
。

与模 型组 比

较
,

各血清组 和脑脊液组 神经元 #∃ %一  阳性表 达数

无显著性 差异 )� 9 ,
6

,! /
,

而 含药脑 脊液组 和含药

�%%ΗϑΗΘΗ+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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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流式细胞直方分析图

� 空 白组 ΛΝ 模型组 Λ ∃ 空 白血清组 Λ ∀ 含药血清组 ΛΙ 空 白脑脊液组 ΛΜ 含药脑脊液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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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清 组 #&∋ 的表 达有 极其 显 著性降低 )� 5 ,
6

,. /
,

#∃ 卜Θ%# &∋ 比值升高
。

两组 间比较无显著性 差异 )� 9

,
6

, ! /
。

四
、

讨 论

细胞 凋亡作为许多生理
、

病 理 现象的最 终结

局
,

其 调节也 比较 复杂
。

Ν∃% 一  
、

#&∋ 基 因表达 与细

胞 凋亡有密切 关系
,

#∃ %一 是 一个 公认 的凋亡 抑制

基 因
,

#&∋ 是 #∃ %一 家族 中与 #∃ %一 功能 相 反 的一

个基 因
,

可促进细胞凋亡
。

它们组 成一个 平衡体系
,

#&∋ 表 达过 剩可 加 速细 胞 凋亡
,

#∃ 卜  表 达 过 多则

可抑制细 胞凋亡
,

因此
,

#∃ %一 : #&∋ 比值水平是 决定

细胞存活 的重要 因素ϑ∗Δ
。

实验结果表 明温胆汤改 良

方 能 显 著性 的 升 高 1 2 ϑΟΚ 一 .! 细 胞 #∃ 卜 :# &∋ 比

表 , 沮胆汤改良方对12 ϑ咚.! 细脸凋亡率)χ γ的影晌η又土?, Ξι3 γ

组别 细胞调亡率

空白组 .
6

+− 士,6 . 

模型组  ∗
6

. − 士 
6

. ∗ ( (

空白血清组  ,
6

 + 士+ . , ( (

含药血清组 . 
6

+ − 士 .
6

,Β ((
6

空白脑脊液组 .Β6 ,ς 士 .
6

 .
6 (

含药脑脊液组 ς6 3 Β 土,6 χ“
△

注
0
与空白组比较

0 ★ � 5, 6, !
、

★ ( � 5, 6, . Λ 与模型组比较
0 ▲Ε5

,6 ,! Λ与含药血清组比较
0 △Ε5 & ,!

。

值
,

降低细胞 凋亡率
。

另外
,

与模型组 比较
,

各血清

组 和脑 脊液组 细胞 #∃ %一 阳性 表达数无 明显差 异
,

含 药脑 脊液 组和 含药 血 清组 #& ∋ 的表达 有 显 著性

意义降 低
,

提示 温 胆 汤改 良方保护 由 � � 引起 的

12 .,3
一巧 细胞凋亡 的作用

,

可能与其 下调 #&∋ 基

因 的表 达有关
。

临床疗效观察温胆汤改 良方能 明显提高 � ∀ 病

人学习认知能力
、

记忆能力
,

改善生 活质量
,

我们 以

前的研究结果显示
0 温胆汤改 良方对动物记忆的巩

固
,

提取和主动适应能力及方 向辨别能力有 明显改

善
,

能系统调节 Κ�Η 一Ε% %[ 老化痴呆大 鼠脑皮层
、

海

马
、

纹 状体内与学 习记忆关系 密切 的氨基酸水平阎
。

本次实验结合以上结 果
,

为温胆汤改 良方在 � ∀ 防

治中的运用提供 了依据
。

梅建勋等人 提出
“

脑脊液药理 学概 念
” % ϕ

,

认为

对于血脑屏 障以内的细胞
,

如果采用 含药脑脊液替

代含药血清作为干预手段
,

由于脑脊液中含有真正

通透血脑屏障的成分
,

比较接近药物在脑内环境 中

产生药效 的真实过程
,

可以删除体外实验和血清 中

各种干扰因素的影响
,

增加 了实验结 果的可信度
。

本

实验流式细胞术结果显示
,

与含药血 清组 比较
,

温胆

汤改 良方含药 脑脊液能显著性 的降低� ∀ 细胞 的凋

亡率
,

可见利用含药脑脊液进行 中药对中枢神经系

统 的药效观察优于血清药理学方法
。

参考文献
0

衰  温胆汤改 良方对 12. ,3 一巧 细胞 玩卜 
、

#& ∋

蛋白衰达及 #∃ 卜Θ% # &∋
比值的影晌《三七

, Ξ 二3/

组别 Ν∃ %一 阳性细胞毅 Ν?∋ 阳性细胞数 Ν] 一 几&∋ 比值

空白组  ,
6

.ς均
6

., ς
6

! !功
6

 + +
6

. 印
6

 3

模型组 Β
6

,! 扔
6

− ! 6 .3
6

Β−功
6

!− ( , !∗劝
6

+− (

空白血清组 Β
6

. 切6, !( .ς6  Β 功63 ∗( 众ς− 印
6

的
,

含药血清组 Β
6

!ς功
6

+ 3 6 Β +  曰
6

!Β 6 ‘ .
6

.3功
6

+ς“

空白脑脊液组 Β
6

3 +印
6

− + ( .3
6

 +印
6

 . ( ,
6

−∗ 印
6

  (

含药脑脊液组 .,
6

.!功
6

+Β ( Β
6

 −印
6

! .“ .
6

 !印一 6 ‘

注
0
与空白组比较

0 ★ � 5 ,6 ,! Λ 与模型 组比较
0 ▲ � 5 ,6 ,! Λ ▲ ▲

Ε5 ,
6

, .

% 王润生
,

冯征
,

张 均田
6

细胞凋亡的分子生化机制及 其在病发病中的

作用
6

中国药学杂志  ,, .
,

+那/0  3Β
一 Β 

6

 梅建勋
,

张伯礼
,

陆融
6

中药脑脊液药理学研究方法 的初建一对中药

影响星形胶质细胞神经 营养作用的观察
6

中草药  以减/
,

%)ς/
0!  +

β !  −6

+ 钟振 国
,

刘茂才
,

赖世隆
,

等
6

补肾益智方对由 ��片段神经 毒性诱 导

12 .,3
一 .! 细胞老年性痴 呆模型神经递质释放影响 的研究

6

中国中

西医结合杂志 ΘϑΧ/  Λ   )一/
0 ! , 一! +

6

∗ 卿晨
,

丁健6Ν ] 一 基 因家族在调节细胞凋亡中的作用
6

国外医学分子

生物学分册  仪刃,  ) .卜.ς
一 .

6

! 王平
,

刘玲
,

张六通
,

等
6

加味温胆汤对 Κ�Η一Ε% %[ 老化痴呆 鼠气个脑

区递质氨基酸的影响
6

中国实验方剂学杂志  )Χ/ .
,

ς) ∗ /
0

 ∗
一  ς6

)责任编辑
0
许有玲 /

∗, 〔Ω
[

而 决动Ξ∃
。 山“泣Γ7 ∃4 Ξ[ %昭州喻山 , 众以衍 Ξ

[_ 升司。勿耐 ∃4 <Ξ7 ?7 腕]<∃ <Ξ7 朗] Η山沁><& 添]<∃ 司



世界科学技术一中医药现代化★英文摘要

争

[ #φ
7 7 ⊥<87 Γ & ≅<Ξ Α _[ > 7 ∋ & = � %7 ΓΦΗ ?= &% % 7 [ = � [ α Ξ ] � > 7 ? 7 ><� ⊥<[ Ξ ? _[ > ⊥47 ⊥>7 & ⊥= 7 Ξ ⊥ [ _ 7 %<= & 7 ⊥7 >< 7 ?ΖΞ ] >[ = 7 ? <Ξ

� 7 > <= 7 Ξ [ � & α ?7 ⊥47 7 [ = � & > & ⊥<8 7 ? ⊥α ]Ζ [ Ξ ⊥47 [ � ⊥<= & % 7 [ = � & ⊥<#<%<⊥Ζ & Ξ ] ] [ ? 7 > & ⊥7 [ _ ΓΦΗ ? = & %% 7 [ = � [ α Ξ ] � >7 ? 7 > <� ⊥<[ Ξ ?

<Ξ ⊥47 ? 7 7 [ Ξ ] � > 7 7 %<Ξ <7 Ε4 & ? 7 .! 7 [ Ξ ] α 7 ⊥7 ] ⊥[ ?7 ⊥ α Ε & � %& ⊥_[ >= _[ > ⊥47 74 [ <7 7 [ _ Γ ΦΗ ? = & %% 7 [ Ξ Ε[ α Ξ ] Ε> 7 ?7 ><� ⊥<[ Ξ ?
6

Η7 ⊥4[ ] Γ[
? 7%7 7 ⊥ ⊥47 # 7 ?⊥ � > 7 � &>& ⊥<8 7 ⊥7 7 4Ξ [ %[群 _> [ = & = [ Ξ Α ⊥4> 7 7 ?α 74 [ Ξ 7 ? #Ζ ⊥4 7 = 7 ⊥4[ ] [ _ ] <?& ? ? 7 = #%<Ξ Α � >7

Υ

? 7 > <� ⊥<[ Ξ ? & Ξ ] ? 7 ⊥⊥<Ξ Α & Ξ 7 ∋ 7 7 � ><[ Ξ & % 7 ∋ � 7>< = 7 Ξ ⊥ [ Ξ �4&

>=
& 7 [ ]Ζ= & = <7 ? & ? ⊥47 <Ξ ] 7 ∋ [ _ <⊥? & ? ?7 ? ? = 7 Ξ ⊥ & Ξ ] 7 &

仰
[ α ⊥

7 [ = � & >& ⊥<8 7 ? ⊥α ]Ζ [ _ ⊥47 [ � ⊥<= &% 7 [ = � & ⊥<#<%<⊥Ζ & Ξ ] ] [ ? 7 > & ⊥7 [ _ ΓΦΗ � >7 ?7 > <� ⊥ <[ Ξ ? #Ζ ⊥47 = 7 ⊥4[ ] [ _ α Ξ <_[ > = ] 7 ? <Α Ξ
6

ε 7 ? α %⊥ � = [ Ξ Α ⊥4 7 ? & <] ⊥4>7 7 ⊥7 7 4Ξ [ %[ Α <7 ? ⊥4 7 # 7 ? ⊥ [ Ξ 7 .! ⊥4 7 7 ∋ ⊥>& 7 ⊥<[ Ξ = 7 ⊥4[ ] [ _ = [ ] 7 >Ξ � 4&

>=
& 7Ζ 7 4[ ? 7 Ξ <Ξ & 7 Υ

7 [ > ] & Ξ 7 7 [ _ ⊥47 �4Ζ?<7 & % & Ξ ] 7 47 = <7 & % �>[ � 7 >⊥ <7 ? [ _ = 7 ] <7 <Ξ 7 ? <Ξ 8 [ %8 7 ]
, & Ξ ] ⊥47 7 ∋ Ε7 >< = 7 Ξ ⊥& % & Ξ ] ⊥4 7 [ >7 ⊥ <7 & % 8 &%α 7 [ _

⊥47 [ Ε⊥<= &% 7 [ = � & ⊥<#<%<⊥Ζ & Ξ ] ] [ ? 7 >& ⊥7 [ _ ΓΦΗ � >7 ? 7 >< � ⊥<[ Ξ ? .! & 74<7 8 7 ] #Ζ ⊥4 7 = 7 ⊥4[ ] [_ α Ξ <_[ >= ] 7 ? <Α Ξ
6

Φ [ Ξ 7 %α ? <[ Ξ

Γ4 <? ?⊥α ]Ζ = 7 ⊥4[ ] [ %[群 .! � > & 7 ⊥<7 & %%Ζ _7 & ? <# %7 <Ξ # [ ⊥4 ⊥4 7 [ 巧 & Ξ ] � > & 7 ⊥<7 7
6

Π 7Ζ Ω [ >] ? Γ ΦΗ ? = &%% 7 [ = � [ α Ξ ] � > 7 ? 7 >< � ⊥<[ Ξ ,

Φ4[ [ ? <Ξ Α = 7 ⊥4[ ]
, 7%<= & 7 ⊥7>< 7 ?ΖΞ ]>[ = 7 ? <Ξ � 7 ><= 7 Ξ [ � & α ? 7

争

Κ ⊥α] Ζ [ _ Η [ ] 7 %%<Ξ Α & Ξ ] Ο Ε⊥<= <; & ⊥<[ Ξ & Ξ ] ⊥4 7 <> �ΕΕ% <7 & ⊥<[Ξ <Ξ Ε> [ ] α 7 ⊥<[Ξ Ε> [ ∃ 7 ??
Ο_ Γ ΦΗ

Ρ< ∴ 7 Ξ
)Γ)

”%7少 2 >[ 叩 Ρ ⊥]
6 ,

Γ< &Ξφ
<Ξ

,

+ ,,∗ ,  /

Κ 4&[ Χ <α %<)Κ
7 4[ [ % [_ %%功

, >= &⊥ <[ Ξ ,

刀‘刀乙≅成 ΤΞ <0 7 >? <⊥Ζ
,

Γ< &Ξ φ< Ξ ,

+ , , , ς ./

ϑΞ ⊥4<? & >⊥ <7%7 ⊥47 ? ⊥α ] Ζ 7 4[ [ ?7 ? ⊥47 [ � ⊥<= <; &⊥ <[ Ξ [ _ ⊥47 � >[ ] α 7 ⊥<[ Ξ � >[ 7 7 ? ? [ _ ΓΦ Η ] >[ � ? & ? <⊥? [
4φ

7 7 ⊥<8 7 & Ξ ] ⊥47

� > [ ] α 7 ⊥<[ Ξ Ε>[ 7 7 ? ? [_ ] > [ Ε ? [ _ & %& 吧7 一? 7 & %7 Γ ΦΗ 7 Ξ ⊥7印
> <?7 & ? <⊥? # & 7 ≅ Α >[ α Ξ ] & Ξ ] ⊥& ≅ 7 ? ⊥4 7 = [ ] 7%<Ξ Α

, [ � ⊥<= <; & ⊥<[ Ξ

羲 & Ξ ] ∃ [ Ξ ⊥>[ % [ _ ⊥47 � > [ ] α ∃ ⊥<[ Ξ � > [ ∃ 7 ?? [ _ Γ ΦΗ ]>[ � ? & ? <⊥? ∃ [ Ξ ⊥7 Ξ ⊥ ⊥[ & Ξ & %ΖΘ 7 ,

= [ ] 7% & Ξ ] = [ Ξ <⊥[ > ⊥47 �>[ ] α ∃ ⊥<[ Ξ

Ε>[ 7 7 ? ? [ _ ΓΦΗ ] >[ Ε? # Ζ = [ ] 7 >Ξ ? 7 <7 Ξ 7 7 & Ξ ] ⊥7 74Ξ [ %[群 ! , & ? ⊥[ <= � >[ 8 7 ⊥47 κ α &%<⊥Ζ 7 [ Ξ ⊥> [ % [ _ ] >[ � ? & Ξ ] 7 ∋ � %[ > 7 ⊥47

Ε[ ?? <#<%<⊥Ζ [ _ ⊥47 ] <Α <⊥&%<; & ⊥ <[ Ξ [ _ ⊥47 Ε>[ ] α 7 ⊥<[ Ξ � > [ 7 7 ? ? [ _ Γ ΦΗ ] > [ � ? <Ξ # [ ⊥4 ⊥47 [钾 & Ξ ] & � � %<7 & ⊥<[ Ξ
6

Γ 47 & >⊥ <7 %7

7 ? >& #%<?47 ? & 允Ω = [ ] 7 %? [_ = 7 7 4& Ξ <? = ?

_[> ⊥4 7 �>[ ] α 7 ⊥<[ Ξ Ε> [ 7 7 ? ? [ _ Γ ΦΗ ] > [ Ε? & Ξ ] ⊥47 = [ ] 7%? [ _ ] & ⊥ & #Ζ ⊥47 Ω &Ζ [ _

<] 7 Ξ ⊥<_< 7 & ⊥<[ Ξ , & Ξ & %Ζ; 7 ? ⊥47 Ε>[ 7 7 ? ? [ _ ]>[ � �>[ ] α 7 ⊥<[ Ξ & Ξ ] ⊥47 Ξ � >[ � [ ? 7 ? & ? 7 47 = 7 [ _ [ � ⊥<= <; & ⊥<[ Ξ [ _ ⊥4 7 Ε> [ 7 7 ? ? Λ Εα ⊥?

_[ >Ω
& >] & Ξ &%Α [ ><⊥4= _[ > ? [ _⊥ = 7 & ? α >7 = 7 Ξ ⊥ [ _ ]>[ � � <Ξ Α ⊥7 = � [ ,

⊥47 ≅ 7 Ζ � & >& = 7 ⊥7 > Ω 4 <74 .! κ α <⊥7 ] <__< 7 α %⊥ ⊥[ = 7 & ? α >7

] <>7 7 ⊥%Ζ
, & Ξ ] ?α Α Α 7 ?⊥ ? ⊥4& ⊥ ⊥47 & %Α [ >< ⊥4= [ _ � & >⊥ <7%7 7 %α ? ⊥7 > 7 [ α %] # 7 α ? 7 ] ⊥[ [ � ⊥<= <; 7 _α ; ; Ζ 7 [ Ξ ⊥>[ %%7 > ! , & ? ⊥[ 7 ? ⊥& #%<?4

& _7 & ? <#%7 ?Ζ? ⊥7 = [ _ _α ; ; Ζ 7 [ Ξ ⊥>[ % [ _ ]>[ � 8<Ξ Α ⊥7 = � [ Λ & Ξ ] ] 7 ? <Α Ξ ? & Ξ ] ? 7 ⊥? α � & � %& ⊥_[ >= _[ > ⊥47 7 [ %%7 7 ⊥<[ Ξ & Ξ ] &Ξ &%Ζ? <?

[ _ ] & ⊥& & ? Ω 7%% & ? & ?Ζ?⊥7 = [ _ 7 [ Ξ ⊥>[ %%<Ξ Α ⊥47 �>[ ] α 7 ⊥<[ Ξ � >[ 7 7 ? ? [ _ Γ ΦΗ ] > [ � ?
·

Π 7Ζ Ω [ >] ? = [ ] 7%<Ξ Α
,

� %& ⊥_[ >=
,

� & >⊥ <7 %7 � & > & = 7 ⊥7 >

手
Ι __7

7 ⊥ [ _ ϑ= Ε> [ 8 7 ] Ε>7 ?∃ >< Ε⊥<[ Ξ [ _ ∴ 7 Ξ ] & Ξ
∀7

7 [ 7 ⊥<[ Ξ [ Ξ Ι ∋ Ε>7?
?<[Ξ [ _ Ν 7 %一

& Ξ ]

Ν & ∋ <Ξ � �β Κ 7Α = 7 Ξ ⊥ [ _ ϑΞ ] α∃ 7 ] Φ 7 %%α %& >
Η

[
]7 % [ _ � %; 4 7 <= 7 > ’

! ∀ <?7 & ?7

Κ4< λ 7φ α
&Ξ

,

∴ ‘刀堵只ΞΑ, λ α Σ[ Ξ 邵%<&Ξ &Ξ ] δ<α Χ <>%留访%

厂知占⊥<>α ⊥7 [_ 2 7 > <&⊥
>
<7 ? ,

λ α # 7 < ϑΞ?
><>α ⊥7 [_ ς’>口] <⊥<[ Ξ 滋 Φ4<Ξ7 ? 7

Η7 ] <7 <Ξ7
,

∴ α 4&Ξ ∗了,, − ./

Ο #φ
7 7 ⊥<8 7

Γ[ 7∋ � %[ >7 ⊥47 7
__7

7 ⊥ [_ ] 7 7 [ 7 ⊥<[ Ξ 一7 [ Ξ ⊥&< Ξ <Ξ Α 7 7 >7 #>[ ? � <Ξ & % _% α <] & Ξ ] ? 7 >α = [ _ <= Ε> [ 8 7] ∴ 7 Ξ ] & Ξ

〔Ω
[ >% ] ? 7 <∃ Ξ∃

7

&Ξ 己 Γ7
74 Ξ [ %娜

: 肠女 >Ξ 众&⊥ <[ Ξ [_ Γ> Ξ] <⊥<[ Ξ 以 Φ4 <Ξ 7? 7

肠 ]<∃ <Ξ7 &Ξ 己脚以
7

><& Η7 ] <∃ &

〕 夕;



 ,)/ ! 第七卷 第六期 ★ ⎯ 6/ .
6

ς 1 [ 石

� > 7 ? 7 ><Ε⊥<[ Ξ [ Ξ ⊥47 & � [ � ⊥[ ?<? & Ξ ] ⊥μ%7 7 ∋ � > 7 ? ?<[ Ξ [ _ � >[ ⊥7 <Ξ #7%一
 & Ξ ] # & ∋ & ? ? [ 7 <& ⊥7 ] Ω <⊥4 & � [ � ⊥)一! .! <Ξ )

·

7 %%α %& > Ξ 一。)%7 % 一
/
_

� %; 47 <= 7 >
’

! ] <? 7 & ? 7
6

Η 7 ⊥4[ ] ? Γ[ >7 ? � 7 7 ⊥<8 7%Ζ & � � %Ζ ] 7 7 [ 7 ⊥<[ Ξ 一 7 [ Ξ ⊥& <Ξ <Ξ Α 7 7 > 7 # Ξ , ? � <Ξ & % _% α <] & Ξ ] ] 7 ∃ [ )0 ⊥<。/ Ξ 一、
·

[ >一⊥& <Ξ
Υ

<Ξ Α ? 7 >α = ⊥[ 7 7 %%α %& > = [ ] 7% [ _ �%; 47 <= 7 > ’! ] <? 7 & ? 7 7 ? ⊥& #%<?47] # Ζ � �
二二! <Ξ ] α 7 <Ξ Α 1 2

,, 一 ! 7 7 %%? & Ξ ] ⊥47 Ξ ‘〕
# ? 7 [ 7 ⊥4

7

Α >, ∴ ⊥4 [ _ ) 0 7 %%? α Ξ ] 7 > = <7>[ ?7 [ � 7 ,
⊥7 ? ⊥<Ξ Α ⊥47 & � [ � >[ ? <? [ _ )。7 %%? #Ζ _% [ Ω 7 Ζ⊥[ = 7 ⊥> <)

·

& Ξ &%Ζ? <? & Ξ ] ⊥47 7 ∋ � >7 ? ? <[ Ξ [ _ ⊥4
7

� >[ ⊥7 <Ξ # 7 %一
 & Ξ ] %

/& ∋ #Ζ ⊥47 = 7 ⊥4[ ] [ _ <= = α Ξ [ 4 <?⊥[ 74 7 = <?⊥理
6

ε 7 ? α %⊥ ? ϑΞ ∃ [ = � & ><? [ Ξ Ω <⊥4 ⊥4 7 ϑΞ [ ] 7 % Α >) , α 【. ⊥4[ >& ⊥7

[ _ 7 7 %% & � [ � ⊥[ ? <? .! %[ Ω 7 >

)� 5 ,
6

, !/
,

⊥47 7 ∋ Ε>7 ? ? <[ Ξ [ _ # 7 %一
0 & ? ? α = 7 ? Ξ [ & � � & >7 Ξ ⊥ ] <__7

> 7 Ξ 7 7
)� 9 ,

6

, !/
,

⊥47 7 ∋ %〕, ! , ., , . , .

# & ∋ � >[ ⊥7 <Ξ # 7 7 [ = 7 ? Ω 7 & ≅ 7 > )� 5 ,
6

./
& Ξ ] ⊥4

7 >& ⊥<[ [ _ # 7 %一少# & ∋ Α [ 7 ? α � )� 5 ,
6

./ <Ξ ⊥4 7 Α > [ α � ? [ _ [
%7
〔 6 /〔0 ⊥<[ Ξ 一 )

·

〔, Ξ ⊥& <Ξ <Ξ Α

7 7 > 7# >[ ?Ε<Ξ & % _% α <] & Ξ ] ] 7 7 [ 7 ⊥<[ Ξ 一7 [ Ξ ⊥& <Ξ <Ξ Α ? 7 > α =
6

Φ
)/ Ξ 7 %α ? <[ Ξ

Γ4
7 <= � >[ 8 7 ] � >7 ? 7 ><� ⊥<)/ Ξ [ _ ∴ 7 Ξ ] 7 Ξ )%7 7 )、)

、

⊥<)/ >一 .!

& #%7 ⊥[ 7
_Γ7

7 ⊥<8 7 %Ζ <Ξ 4<#<⊥ ⊥47 & �一/� ⊥[ ? <? [ _ 7 7 %%α %&
> = [ ] 7 % [ _ � %; 47 <= 7 > ’ ! ] <? 7 & ? 7 & Ξ ] <⊥? _α Ξ 7 ⊥<[ Ξ & % Ξ < 7 7

4 & Ξ <、Ξ , ? 0 Ξ & Ζ ⊥
〕7

& ? ? [ 7 <& ⊥7 ] Ω <⊥4 <⊥? <Ξ ⊥7 >8 7 Ξ ⊥<[ Ξ <Ξ ⊥47 7 ∋ � > 7 ?? <[ Ξ [ _ ⊥47 Α 7 Ξ 7 # & ∋ >7 %& ⊥7 ] ⊥[ & � [ � ⊥[ ? <? & Ξ ] ⊥47 > <? 7 [ _ # 7 %一 : ./&
∋

>& ⊥<),
6

Π 7Ζ ∴ [ > ] ? � %; 47 <= 7 > ’!
] <?7 & ? 7 ,

Φ 7>7 #>[ ? � <Ξ & % _% α <]
,

1 2
0璐一巧 7 7 %%

, & � [ Ε⊥[ ? <?
,

∴ 7 Ξ ] & Ξ ] 7 7 [ 7 ⊥ <[ Ξ
,

梦

Γ > 7& ⊥= 7Ξ ⊥ [ _ Φ & > ] <[ 一8 & ?7α %& > ∀ <?7 & ?7 ? 8 <& Ε> [ = [ ⊥<Ξ Α Ν %[ [ ] Φ <> 7 α %& ⊥<[ Ξ & Ξ ] ε 7= [ 8 <Ξ Α

Ν %[ [ ] Κ ⊥& ?<? � ?
∴ 7 %% � ? Η

[ # <%<; & ⊥<[ Ξ [ _ Κ ⊥7 = Φ 7 %%? [ _ Ν [ Ξ 7
Η

& > > [ Ω _[ > Γ 47 =

Κ α λ 瓦 &Ξ ] Γα ε “ Ξ 邵 α

田
7尸&>⊥ =7

Ξ ⊥ [_ λ
7

&>⊥ ∀ <? 7 &? 7 ? [φ
’

⊥47 Κ7 7 [ Ξ ] λ [ 胡<⊥成
,

Κ∃ 4[ [ % [_ Η7 ] <∃ 以 Κ
7 <7 Ξ 7 7 ?

[_ 八>&% < ∃ 4 ] Ξ Α ΤΞ 动7 >? <⊥了
,

1&
Ξ 7 4&
铭 了了,, , −少

Γ4
7 >7 ?7 & > 7 4 [ _ ? ⊥7 = 7 7 %%? 4& ? # 7 7 [ = 7 & 4[ ⊥� [ <Ξ ⊥ <Ξ ⊥47 & >7 & [ _ = 7 ] <7 & % ? 7 <7 Ξ 7 7 ? <Ξ 此7 7 Ξ ⊥ Ζ7 & > ?

6

Κ [ >Ξ 7 > , , 、7 & >) 4

> 7 ? α %⊥? 4& 8 7 ?4[ Ω Ξ ⊥4 & ⊥ ? ⊥7 = 7 7 %%? [ _ # [ Ξ 7 Ξ , & >> [ Ω ? 7 & Ξ # 7 ⊥>& Ξ ? 87 > ?7 %Ζ ⊥> & Ξ ?_[ >= 7 ] <Ξ ⊥[ 7 & > ] <[ ∃ Ζ⊥7 ? & Ξ ] 8 & ? )
】

α %& > 7 >一

] [ ⊥47 %<&% 7 7 %%? ⊥[ >7 7 [ 8 7 > <Ξφα >7 ] = Ζ[ 7 & >] <α = & Ξ ] <⊥ .! _[ α Ξ ] <Ξ ⊥4 7 %& ?⊥ Ζ7 & > ? ,

<Ξ � & >⊥ <7 α %&>
,

⊥4& ⊥ ?[ = 7 = 7 ] <[ <Ξ 7 ? & >7

& #%7 ⊥[ = [ #<%<; 7 ⊥4 7 ? ⊥7 Ξ % 7 7%%? [ _ # [ Ξ 7 = & >>[ Ω ⊥[ >7 & 74 � 7 ><� 4 7>& % #%[ [ ). & Ξ ] ⊥4 7 Ξ <Ξφ α > 7 ] = Ζ[ 〔& >] <α =
6

Κα )
·

4 Ξ 7 Ω )..
! Υ

7 [ 8 7 ><7 ? 4& 8 7 � > [ 8 <] 7 ] ⊥4 7 ? ⊥α ]Ζ [ _ ⊥>& ] <⊥<[ Ξ & % Φ 4<Ξ 7 ? 7 = 7 ] <7 <Ξ 7 Ω <⊥4 & Ξ 7Ω ⊥>& <Ξ [ _ ⊥4[ α Α 4⊥
6

1 [ Ω ⊥4& ⊥ 7 %<Ξ <7 & % %/> & )一

⊥<〔
·

7 4& ? 7 [ Ξ _<
>= 7 ] ⊥4& ⊥ ⊥47 ⊥> 7 & ⊥= 7 Ξ ⊥ [ _ � >[ = [ ⊥<Ξ Α #%[ [ ] 7 <> 7 α %& ⊥<[ Ξ & Ξ ] > 7 = [ 8 <Ξ Α #%

)/ [ ] ? ⊥& ? <? 4& ? Α [ [ ] ) 0 α >& ⊥<8 7 7
依

)
、

⊥

_# > <? 7 47 >Ξ <7 7 & > ] <[ 8 & ? 7 α %& > ] <? 7 & ? 7 ? ,
⊥47 ? α

#φ
7 7 ⊥ [ _ Ω 4 7 ⊥47 > ⊥4<? ≅<Ξ ≅ [ _ ⊥> 7 & ⊥= 7 Ξ ⊥ 7 & Ξ Εϑ即 ? α 7 4 & > [ %7 & ? ⊥‘/ = 6 /

#<%<
, 7

⊥47 ?⊥7 = 7 7 %%? [ _ # [ Ξ 7 = & >> [ Ω .! Ω [ >⊥ 4 ] 7 7 � ? ⊥α ] <7 ?
6

ϑΞ ⊥4<? & >⊥ <7%7 ⊥4 <? ? α
#φ

7 7 ⊥ .! ] 7 7 � %Ζ ] <?7 α ? ? 7 ] <Ξ ⊥4 7 4 [ � 7 ⊥4& ⊥

⊥47 = 7 7 4& Ξ <? = ? [ _ ⊥47 ⊥> 7 & ⊥= 7 Ξ ⊥ [ _ � > [ = [ ⊥<Ξ Α # %[ [ ] 7 <> 7 α %& ⊥<[ Ξ & Ξ ] > 7 = [ 8 <Ξ Α #%[
[
] ? ⊥& ? <? _[ > 7 & > ] <[ 8 & ? 7 α %&

>
] <? 7 & ? 7 ?

7 & Ξ # 7 _α >⊥ 47 > 7 ∋ � [ α Ξ ] 7 ] [ Ξ ⊥4 7 # & ? <? [ _ ⊥47 %& ⊥7 ? ⊥ >7 ? 7 & > 74 >7 ? α %⊥? [ _ = [ ] 7 >Ξ ? 7 <7 Ξ 7 7 ?
6

Π 7 Ζ ∴ [ > ] ? Φ & > ] <[ 8 & ?7 α %&
>
] <? 7 & ?7 ? ,

� >[ = [ ⊥<Ξ Α #%[ [ ] 7 <>7 α %& ⊥<[ Ξ & Ξ ]
>7 = [ 8 <Ξ Α # %[ [ ] ? %& ?<? ,

# [ Ξ 7 Ξ 一&>>) /Ω
, ? >7 Ξ %

7 7 %%
,

= [ #<%<
; & ⊥<[ Ξ

零

增

Κ ⊥α ]Ζ & Ξ ] � ΕΕ%<∃ & ⊥<[ Ξ [ _ � ∀ 7 8 <7 7 <Ξ ⊥7 Α > & ⊥<Ξ Α Ε> 7??α > 7

&
Ξ] Ν 一α %⊥> &? [ α Ξ ] _[ > � ∃ κ α? <⊥< [ Ξ [ _ Εα% ?7 Η 7?? & Α∃ <Ξ Γ > & ] <⊥< [ Ξ & % Φ 4<Ξ 7 ?7 Η 7] <7<Ξ 7

)Ν
。
∗’< ΞΑ

ΣΟ Ξ Α Δ< 7 ,

1<
α Χ <Ξ

,

Χ α Σα 口Ξφ <ΞΑ &Ξ ] 1<
α Κ4α

][ ΞΑ

ΤΞ 动7 >? <妙 [_ 升] ] <⊥<[ Ξ 以 Φ4 <Ξ 7 ? 7

Η7 ] <7 <Ξ 7 ,

Ν 7红<鳍 . , ,,  Β/

Β  〔Ω
[

>%] 反<7 。7 。

阴己 Γ7
7 4 Ξ ‘,肠邵 : 肠山>Ξ 众&⊥ <[ 。 [_ Γ> 口]<,<[ Ξ 以 Φ4 <Ξ 7? 。

娥] <∃ <Ξ 。 &Ξ 己 Η口之7 ><& 服己幼&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