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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芩为唇形科植物黄芩的干燥根!其有效成分

是黄酮类化合物!主要有黄芩苷'黄芩素'汉黄芩素'

汉黄芩苷等&研究表明黄芩黄酮具有广泛的生物学

效应!如抗炎'抗病毒作用!抗氧化'清除自由基作用

及其调节免疫系统等功能)

!

*

&

UP;T;A9P

等证实黄

芩苷的抗炎机制是通过抑制超级抗原激活的信号途

径起到抗菌效果!同时抑制细胞因子与人类白细胞

的结合或诱导一些细胞因子的表达而发挥作用)

#

*

&

3A

W

<<

等)

"

*认为中草药可以校正
56!

(

56#

细胞因子

紊乱引起的反复流产!增强
56#

型反应!而不造成

母胎免疫调节的紊乱&

!!

中药安胎具有悠久的历史!金元时期著名医家

朱丹溪称+黄芩'白术为安胎之圣药,!

D6>?

,

等)

(

*预

先经口给予小鼠黄芩'白术能对抗
.Z0

诱导的流

产!并降低母胎界面
56!

型细胞因子
5432

#

'

/.2#

的含量&本课题组前期工作证实黄芩单体成分黄芩

苷'黄芩素'汉黄芩素等对妊娠期间的免疫状态具有

调节作用!但不同黄芩成分之间差异较大&黄芩苷

能够降低溴隐亭引发的流产!并提高胚胎数!与蒸馏

水组'黄芩素组差异显著"待发#&本试验利用溴隐

亭流产模型)

)

*

!进一步研究黄芩苷促孕保胎的机理!

探讨黄芩苷对胚胎着床的影响及其对母胎免疫的调

控机制!为研究中药机理及临床筛选保胎药物提供

依据&

B

!

材料与方法

BCB

!

实验动物及处理

!!

选用纯种昆明系"

UC

#封闭群清洁级的
&

周龄

处女母鼠!体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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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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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龄雄小鼠!体重

"

"%[#

#

,

"购于石家庄市河北医科大学实验动物中

心#&小鼠适应环境
!

周后!外观结合阴道涂片镜

检!若全部为无核角化细胞或间有少量上皮细胞为

动情期!与公鼠合笼!次日检出阴栓或阴道涂片发现

精子作为孕
%

天&将怀孕母鼠随机分为
)

组!每组

#%

只!

J2-

组于孕
)*&

天分别皮下注射溴隐亭

%$%&)+

,

(只建立流产模型)

)

*

&其中
J

组为模型

组!于孕
!*&

天分别灌服蒸馏水
%$(+.

%

J

'

\

'

]

'

-

组在模型基础上于孕
!*&

天分别灌服含
%$!

'

%$)

'

!+

,

黄芩苷的蒸馏水
%$(+.

!每天
!

次!用药前后

观察小鼠有无异常情况&

1

组为对照组!孕
)

-

&

天

皮下注射
%$!+.&)̂

乙醇"溴隐亭溶剂#!

!

-

&

天

灌服
%$(+.

蒸馏水&于孕
"

'

)

'

&

'

!%

'

!#

天分别采

样"每组每次采样
(

只#&通过眼球采血!血样
(_

(%%%P

(

+<?

离心
!%+<?

!取血清保存于
*7%_

备

用&脱颈处死小鼠后!打开腹腔!观察子宫形态!记

录胚胎着床数及流产数!在冰盒上取出完整子宫!剪

下周围脂肪及系膜等!去除胚胎!在冰水环境中立即

进行子宫组织匀浆!分装上清液!

*7%_

保存备用&

BC!

!

药物及试剂

!!

黄芩苷购自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溴隐亭

为
4>K;PB<L

R

6;P;+

产品%小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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酶联

免疫试剂盒购自
]/1\.F4-

公司%小鼠孕酮酶联

免疫试剂盒为
C1YU-5/4\I01

公司产品&

BC$

!

测定指标及方法

!!

通过酶联免疫吸附法"

-./01

#测定血清和子宫

匀浆液
/342

!

'

/.2!%

和孕酮的含量!按照相应

-./01

试剂盒说明书操作!加终止液后!立即在
"!7

C\

型酶标仪"上海三科仪器有限公司#于
()%?+

处读
F]

值!按标准曲线计算样品中
/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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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和孕酮的含量&

BCD

!

统计学处理

!!

使用
-@N9:#%%%

和
0Z00!#

软件包进行统计!

数据以均值
[

标准差"

#

AB4

#表示!

C

$

%$%)

为差异

显著&

!

!

结果与分析

!CB

!

剖检结果

!!

孕
"

天时剖检!各处理组小鼠子宫均比未孕鼠

子宫增粗!子宫黏膜增厚!呈粉红色!有光泽&孕
)

天时!孕鼠子宫呈结节状!有明显的胚胎着床点&

&

天时!流产鼠子宫糜烂!内有死胚胎!呈暗红色!将要

排出!有的流产鼠胚胎已经排出!子宫比未孕的粗

大!淤血"

J

组#%各组未流产鼠胚胎粉红色!胎鼠比

小米粒稍大&孕
!%

天时!流产鼠有的子宫内还留有

死胚胎!大部分流产鼠子宫内死胎已全部排出%正常

孕鼠子宫粉红色!有光泽!胎鼠绿豆粒大小&孕
!#

天时!流产鼠子宫大部分已经恢复正常!呈白色或稍

带红色%未流产鼠子宫竹节状!胎鼠如红豆粒大小&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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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马爱团等$黄芩苷对小鼠的保胎作用及其对细胞因子的影响

将无胚胎存活者视为流产!流产率
`

流产鼠数目(处

理鼠数目
a!%%̂

&

!!

由于孕
"

天时胚胎未着床!无法计算流产率!因

此从孕
)

天开始统计&剖检结果显示!孕
)

天!溴隐

亭处理组流产率开始上升!孕
&

天!流产率仍保持上

升的趋势!至
!%

-

!#

天时!各组流产率出现变化&

其中模型组流产率最高!孕
!%

天时为
&)̂

!

!#

天仍

然维持在这个水平!与孕
)

天比较差异显著"

C

$

%$%)

#%不同剂量黄芩苷组中!

!+

,

组流产率最低!

)

天时为
%

!

!%

天时上升到
"&$)̂

!孕
!#

天降时为

#)̂

!与模型组相比有显著差异"

C

$

%$%)

#&

%$)

+

,

黄芩苷组孕
)

-

!#

天的流产率一直保持上升趋

势!在
!%

天为
()̂

!孕
!#

天时达到
)%̂

!但与黄芩

苷
!+

,

组相比差异不显著&黄芩苷
%$!+

,

组的

变化趋势与模型组相似而略低!

!%

-

!#

天的流产率

均与对照组差异显著"

C

$

%$%)

#&对照组的流产率

一直为零&详见图
!

&

图
B

!

不同孕期流产率的变化趋势

E*

F

C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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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

血清及子宫组织中
7EHI

"

的含量

!!

血清中
/342

!

含量在不同孕期波动很大!孕
)

天时各处理组
/342

!

含量与
"

天比较均显著上升

"

C

$

%$%)

#!

&

天时回落!不同剂量黄芩苷组的变化

趋势相近&组间比较$

!+

,

黄芩苷组在孕早期"

"*

&

天#时
/342

!

含量高于其他处理组!孕
!#

天显著

下降!但各组之间差异不显著&见表
!

&

表
B

!

不同孕期血清
7EHI

"

的含量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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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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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芩苷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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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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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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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芩苷组

%X)+

,

J;<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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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芩苷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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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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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

天
%X)("[%X#7!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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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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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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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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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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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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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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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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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

天
!X#)'[%X(%#

;

%X&&&[%X#)'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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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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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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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X##"[%X#%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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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7%7[%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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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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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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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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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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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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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列上标字母不同表示差异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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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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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同

]<MM9P9?BLA

R

9PL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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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N;?BQ<MM9P9?N9L

"

C

$

%$%)

#!

B69L;+9;LO9:>V

!!

子宫匀浆中
/342

!

的变化趋势与血清中相似!

各组孕
)

天时
/342

!

含量显著高于"

C

$

%$%)

#孕
"

'

&

天的含量!孕
!%

天后下降&组间比较$孕
"*&

天!各处理组之间没有显著差异%孕
!%

天!对照组与

模型组差异显著"

C

$

%$%)

#%孕
!#

天!对照组'

!+

,

和
%$)+

,

黄芩苷组均与模型组有显著差异"

C

$

%$%)

#!其中黄芩苷
!+

,

组孕
!#

天时
/342

!

的含

量最低&见表
#

&

表
!

!

不同孕期子宫匀浆中
7EHI

"

的含量

J+,50!

!

7EHI

"

3-()0()*(?)0.*(08?

:

0.(+)+()5

<

8+)0+)6*220.0()

F

08)+)*-(6+

<

R,

(

+.

孕期

G9LB;B<>?Q;

S

对照组

\>?BP>:

模型组

1O>PB<>?+>Q9:

%X!+

,

黄芩苷组

%X!+

,

J;<N;:<?

%X)+

,

黄芩苷组

%X)+

,

J;<N;:<?

!+

,

黄芩苷组

!+

,

J;<N;:<?

第
"

天
&X%#'[%X#%&

O

&X)7![%X"!)

N

&X)!#[%X!!'

N

&X(%'[%X""!

O

&X#"&[%X#&"

O

第
)

天
!%X%"7[%X(!#

;

!!X!#%[%X)')

;

!%X7()[%X!&'

;

!%X(""[%X"&#

;

!%X&%7[%X(!&

;

第
&

天
7X"!'[%X!8)

O

7X"&![%X#&"

ON

7X#"([%X#)'

ON

&X)7![%X!!'

O

&X8!)[%X!)&

O

第
!%

天
7X%#([%X(!&

O

'X&7%[%X"8#

O

'X#8)[%X!)&

;O

7X(&([%X(&#

O

7X&!)[%X#"7

O

第
!#

天
)X!%([%X!(7

N

'X8%7[%X(&#

O

7X&7([%X&"(

ON

&X&!7[%X)!'

O

(X(!'[%X7&&

N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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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

血清及子宫组织中
7KIB"

的含量

!!

各处理组血清中
/.2!%

含量均随孕期的延长而

缓慢上升!不同孕期和不同组别之间比较均没有显

著差异"

C

%

%$%)

#&见表
"

&

表
$

!

不同孕期血清中
7KIB"

的含量

J+,50$

!

7KIB"3-()0()*(80.?9+)6*220.0()

F

08)+)*-(6+

<

R,

(

+.

孕期

G9LB;B<>?Q;

S

对照组

\>?BP>:

模型组

1O>PB<>?+>Q9:

%X!+

,

黄芩苷组

%X!+

,

J;<N;:<?

%X)+

,

黄芩苷组

%X)+

,

J;<N;:<?

!+

,

黄芩苷组

!+

,

J;<N;:<?

第
"

天
#X"!)[%X#&" #X#%8[%X")7 #X7&"[%X()' #X7(8[%X#8! #X'(([%X"'7

第
)

天
"X!""[%X"&8 #X"8"[%X!#" "X"8&[%X"#7 #X'8)[%X(!8 "X%&([%X%8!

第
&

天
"X(%8[%X#%( #X#7'[%X##7 #X&&([%X"'7 "X#%%[%X!8" "X"#%[%X()%

第
!%

天
"X)"'[%X!%' #X7&'[%X"(& "X!(![%X)(# "X!!([%X!(7 "X#""[%X"#&

第
!#

天
"X&%![%X8#" "X%#%[%X(%! "X!%)[%X87% "X(%8[%X!#" "X!8([%X8&%

!!

子宫匀浆中
/.2!%

含量随孕期延长而上升!各

组孕
)

天时有一小高峰出现!对照组和
%$)+

,

黄芩

苷组孕
)

天与孕
"

天比较差异显著"

C

$

%$%)

#%

%$)

及
!+

,

黄芩苷组孕
)

天与孕
&

天比较差异显著"

C

$

%$%)

#&各处理组之间比较各孕期均没有显著差

异&见表
(

&

表
D

!

不同孕期子宫匀浆中
7KIB"

的含量

J+,50D

!

7KIB"3-()0()*(?)0.*(08?

:

0.(+)+()80.?9+)6*220.0()

F

08)+)*-(6+

<

R,

(

+.

孕期

G9LB;B<>?Q;

S

对照组

\>?BP>:

模型组

1O>PB<>?+>Q9:

%X!+

,

黄芩苷组

%X!+

,

J;<N;:<?

%X)+

,

黄芩苷组

%X)+

,

J;<N;:<?

!+

,

黄芩苷组

!+

,

J;<N;:<?

第
"

天
)X%%8[%X(8"

O

(X')([%X&#%

O

)X!)8[%X!##

O

8X%%#[%X!&)

O

8X%#([%X!#"

;O

第
)

天
8X'!7[%X8##

;

)X778[%X'")

;O

)X'"&[%X#()

;O

&X)!&[%X"&"

;

8X8&)[%X"%&

;

第
&

天
8X"#)[%X(!)

;O

)X"!"[%X)('

;O

)X78)[%X'!"

;O

8X"'&[%X")!

O

)X7('[%X#'#

O

第
!%

天
8X%('[%X()(

;O

8X!8)[%X"8%

;

8X"'"[%X)#&

;

8X)"%[%X'%8

;O

8X!8)[%X#'!

;O

第
!#

天
&X)&&[%X"'%

;

8X!(%[%X)##

;

8X)&'[%X"7"

;

8X7&%[%X8#(

;O

8X&#'[%X"7"

;

!CD

!

血清及子宫组织中孕酮的含量

!!

对照组血清中孕酮含量随孕期的延长而升高!

%$)

和
!+

,

黄芩苷组变化规律与对照组一致&模

型组和
%$!+

,

黄芩苷组孕酮含量在孕
"*!%

天上

升!

!#

天时下降&组间比较$孕
)

天!模型组和
%$!

+

,

黄芩苷组孕酮含量显著低于对照组"

C

$

%$%)

#!

%$)

和
!+

,

黄芩苷组与对照组差异不显著%孕
!#

天!模型组和
%$!+

,

黄芩苷组孕酮含量下降!与对

照组'

%$)

和
!+

,

黄芩苷组差异显著"

C

$

%$%)

#&

见表
)

&

表
L

!

不同孕期血清中孕酮的含量

J+,50L

!

M.-

F

08)0.-(03-()0()*(80.?9+)6*220.0()

F

08)+)*-(6+

<

R,

(

+.

孕期

G9LB;B<>?Q;

S

对照组

\>?BP>:

模型组

1O>PB<>?+>Q9:

%X!+

,

黄芩苷组

%X!+

,

J;<N;:<?

%X)+

,

黄芩苷组

%X)+

,

J;<N;:<?

!+

,

黄芩苷组

!+

,

J;<N;:<?

第
"

天
"X(%8[%X!8&

N

"X")#[%X#')

N

"X##%[%X(#8

Q

"X8"%[%X8%(

N

"X')&[%X")'

N

第
)

天
8X%!'[%X)&7

O

(X%8![%X))"

ON

(X(""[%X(!(

ON

(X&'%[%X#((

O

)X%#([%X!)#

O

第
&

天
8X7!"[%X##%

;O

)X%7([%X!!'

;O

)X!)%[%X!!"

O

)X#&![%X#"#

O

)X"7![%X!"'

O

第
!%

天
&X%%![%X#8"

;O

)X&##[%X##%

;

8X%7#[%X#))

;

8X"&'[%X%"&

;

8X)(![%X#%!

;

第
!#

天
7X!'![%X&""

;

(X%("[%X8!!

ON

(X"(&[%X"(8

N

8X''&[%X"&(

;

&X%"([%X#!!

;

!!

各处理组子宫组织中孕酮含量变化与血清中的

变化趋势非常接近!孕
"*!%Q

!各组孕酮含量均持

续上升&孕
!#

天时!对照组'

%$)

和
!+

,

黄芩苷组

继续升高!而模型组的孕酮含量显著下降!

%$!+

,

黄芩苷组稍有降低!组间比较$孕
"*&

天!各处理组

间差异均不显著%孕
!%

天!对照组与模型组有显著

差异"

C

$

%$%)

#%孕
!#

天!对照组与模型组和
%$!

+

,

黄芩苷组差异显著"

C

$

%$%)

#!与
%$)

和
!+

,

黄芩苷组差异不显著!见表
8

&

87'



!

'

期 马爱团等$黄芩苷对小鼠的保胎作用及其对细胞因子的影响

表
N

!

不同孕期子宫匀浆中孕酮的含量

J+,50N

!

M.-

F

08)0.-(03-()0()*(?)0.*(08?

:

0.(+)+()80.?9+)6*220.0()

F

08)+)*-(6+

<

R,

(

+.

孕期

G9LB;B<>?Q;

S

对照组

\>?BP>:

模型组

1O>PB<>?+>Q9:

%X!+

,

黄芩苷组

%X!+

,

J;<N;:<?

%X)+

,

黄芩苷组

%X)+

,

J;<N;:<?

!+

,

黄芩苷组

!+

,

J;<N;:<?

第
"

天
"X''#[%X"(%

N

"X&8&[%X8)8

N

(X#'7[%X""#

N

(X'("[%X8(7

N

(X7'8[%X)#'

N

第
)

天
8X7&)[%X&!!

O

)X%')[%X!'(

;O

)X(88[%X"")

O

8X!!7[%X()!

O

8X(%#[%X&!!

;O

第
&

天
8X'))[%X8#(

O

)X")%[%X!(!

;

)X)8'[%X(7&

O

8X##'[%X"7)

O

8X##"[%X!""

O

第
!%

天
&X!%7[%X###

;O

)X7!7[%X)(7

;

8X)%([%X!'(

;

8X'%![%X#"7

;O

8X)'%[%X#((

;O

第
!#

天
7X'"8[%X)()

;

(X)(%[!X#!%

ON

8X#%)[%X!8&

;

&X#)([%X("(

;

&X!)([%X#'&

;

$

!

讨
!

论

$CB

!

黄芩苷对流产小鼠的保护作用

!!

溴隐亭是多巴胺受体激动剂!能够降低母体促

乳素及孕酮水平!影响
56!

(

56#

细胞因子平衡而导

致流产!溴隐亭致流产模型是研究免疫调节异常流

产的良好模型)

)

*

&本试验中!对照组在各孕期!均无

流产发生!而应用溴隐亭造模后!各处理组孕鼠流产

率都有上升的趋势!停用溴隐亭后流产率仍然继续

增高!到孕
!#

天时!

!+

,

黄芩苷组流产率开始下

降&胚胎数的变化与流产率相对应!随着流产率的

上升!胎仔数减少"数据略#&各处理组以
!+

,

黄

芩苷组的流产率最低!胚胎数最多!与模型组比较差

异显著"

C

$

%$%)

#&

%$!

和
%$)+

,

组的流产率比

模型组下降!但差异不显著"

C

%

%$%)

#"见图
!

#&黄

芩苷可降低溴隐亭引起的流产!说明其能够调节细

胞因子的表达!影响激素分泌!调控内分泌
*

免疫网

络!并且具有剂量依赖性&

$C!

!

黄芩苷对
7EHI

"

$

7KIB"

含量的影响

!!

妊娠期间母体内分泌
*

免疫网络发生改变!其

中细胞因子发挥重要作用!它能够影响早期胚胎发

育'胚胎附植及胎盘形成等生殖过程&

!''"

年

b9

,

+;??

等)

8

*首次提出妊娠是以
56#

型细胞因子

为主的生理现象&即
56#

类细胞产生的
/.2(

'

/.2

)

'

/.28

'

/.2!%

等细胞因子有利于妊娠的维持!而

56!

类细胞产生的
/342

!

'

/.2#

'

5432

#

等对妊娠不

利)

&

*

&

!!

本课题组前期工作表明!子宫组织中
/342

!

的

变化与流产率密切相关!

/342

!

含量上升!流产率升

高%

/342

!

下降!则妊娠成功率上升)

)

*

&本试验孕

!#

天时!对照组和
!+

,

黄芩苷组流产率最低!与模

型组差异显著!同时子宫组织中
/342

!

含量降低!

也与模型组有显著差异"

C

$

%$%)

#&

C>L+;??

等

认为
/342

!

是最重要的
56!

型因子!它促进
56!

细

胞而抑制
56#

细胞的分化及分泌功能!降低
/.2(

'

/.2!%

的活性)

7

*

&另外
/342

!

还能诱导吞噬细胞到

胎盘部位!损伤胎盘滋养层细胞!影响胎盘功能而导

致流产)

'

*

&刘?等认为
/342

!

之所以有抗生育作

用!是因为
/342

!

抑制孕酮的分泌'诱导胎盘细胞

凋亡并最终导致妊娠终止)

!%

*

&黄芩苷降低溴隐亭

引起的流产!使
/432

!

含量降低到对照组水平!说

明黄芩苷影响妊娠期间
56!

型细胞因子的分泌!保

护胎盘功能而降低流产率!并且呈剂量依赖性&

!!

/.2!%

属于
56#

型细胞因子!试验证明!

/.2!%

在小鼠自发性流产模型中有保护胎儿的作用!注射

/.2!%

可降低小鼠流产率)

&

*

&本试验表明!对照组

及不同剂量黄芩苷处理组
/.2!%

含量在各孕期均比

模型组高!但差异不显著&总之!黄芩苷逆转了溴隐

亭引起的细胞因子的改变!使不利于妊娠的
56!

型

因子
/342

!

含量下降!

56#

型的
/.2!%

升高&表明

黄芩苷可调节母胎界面的免疫网络!有利于妊娠的

维持&

$C$

!

黄芩苷对胚胎着床的影响

!!

胚胎着床是成功妊娠的关键!母体接受带有异

体抗原的胚泡而不发生排斥!其免疫系统必然要发

生相应变化!另外胚胎附植要求胚泡与子宫内膜达

到时空上的同步协调!需要细胞因子'黏附分子及甾

体激素等协调作用共同完成胚泡的着床&

!!

应用黄芩苷后!孕
!#

天时血清和子宫组织中

/342

!

含量下降!流产率降低!与
b9

,

+;??

等的假

说一致&孕
)

天时!各处理组均出现
/342

!

分泌的

高峰"见表
!

'

#

#!推测孕
($)*)

天正处于胚胎着床

阶段!由于胚泡的植入!在植入点出现炎症反应!有

大量炎性因子参加!

/342

!

含量随之上升&

09>T2

V>>?

等)

!!

*证明着床期
/342

!

+Y41

表达增加!认

为与胚泡附植密切相关&这些提示着床期母胎界面

免疫状态发生变化!

56!

型细胞因子
/342

!

含量升

高以适应胚泡的植入!与
b9

,

+;??

等的假说出现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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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歧&

\6;>A;B

认为在胚胎着床阶段!有炎性分子

的参与!是逐渐发展的调节过程!用
56!

(

56#

模式

解释显得牵强)

!#

*

&近年来有人提出
/342

!

对小鼠

和人妊娠的维持是必不可少的!子宫自然杀伤细胞

刺激蜕膜分泌
/342

!

参与妊娠蜕膜血管的重建!对

保持蜕膜的细胞完整性是必须的&这些表明正常生

理剂量的
56!

型细胞因子对成功的妊娠也是必不

可少的)

!"

*

&本试验中!孕
)

天血清中
/342

!

含量以

!+

,

黄芩苷组最高!显著高于其他处理组!

!#

天时

显著下降&表明
!+

,

黄芩苷在着床期促进炎性分

子
/342

!

的分泌!利于胚泡附植!着床后又抑制

/342

!

的产生!通过调节妊娠期母胎界面的细胞因

子网络而发挥促孕保胎的作用&

%$!+

,

黄芩苷作

用不明显!与模型组无显著差异!说明黄芩苷对母胎

免疫的调控具有剂量依赖性&

$CD

!

黄芩苷对孕酮的影响

!!

除细胞因子在胚胎附植中发挥重要作用外!激

素也是必不可少的&对孕酮的检测结果表明!随着

妊娠的进行!体内孕酮含量不断上升!其中
%$)

和
!

+

,

黄芩苷组变化与对照组接近!孕
"*!#

天一直

呈上升趋势!孕
!#

天时!上述
"

组血清中孕酮含量

显著高于模型组及
%$!+

,

黄苓苷组"见表
)

'

8

#&

正常的激素水平促进子宫内膜容受性!利于胚泡的

植入及胎盘的形成发育!以维持胚胎持续生长发育&

%$)

和
!+

,

黄芩苷通过提高体内孕酮含量保证胚

胎的正常发育!说明黄芩苷既影响细胞因子产生!又

影响内分泌系统!共同发挥其促孕保胎作用&

!!

总之!随着床和妊娠的进行!体内激素水平和细

胞因子不断变化!在母胎界面形成调节网络!在动态

平衡中维持正常的妊娠&黄芩苷通过上调孕酮的含

量!调节着床和妊娠期子宫内膜
/342

!

'

/.2!%

的水

平!影响内分泌-免疫平衡网络!有利于胚胎着床及

胎儿的生长发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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