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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湿热是溃疡性结肠炎的主要病机，而铁死亡与溃疡性结肠炎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铁死亡参与溃疡性结肠炎的发

生发展。 黄芩汤、香连丸等体现湿热内蕴的中药方剂治疗溃疡性结肠炎小鼠效果显著，具有抗氧化应激作用，同时可影

响环氧酶 － ２（ｃｙｃｌｏｏｘｙｇｅｎａｓｅ － ２，ＣＯＸ － ２）、长链脂酰辅酶 Ａ 合成酶 ４（ ｌｏｎｇ － ｃｈａｉｎ ａｃｙｌ － ＣｏＡ ｓｙｎｔｈｅｔａｓｅ ４，ＡＣＳＬ４）、谷胱

甘肽过氧化物酶 ４（ｇｌｕｔａｔｈｉｏｎｅ ｐｅｒｏｘｉｄａｓｅ ４，ＧＰＸ４）、铁蛋白重链（ ｆｅｒｒｉｔｉｎ ｈｅａｖｙ ｃｈａｉｎ １，ＦＴＨ１）、肿瘤蛋白 ５３（Ｔｕｍｏｒ Ｐｒｏｔｅｉｎ
５３，Ｐ５３）等铁死亡相关指标的表达，推测黄芩汤作用于溃疡性结肠炎的机制与抑制铁死亡相关，而清热利湿之法将会对

溃疡性结肠炎铁死亡产生影响。 今后可通过建立动物、细胞实验模型，以黄芩汤进行干预，以期从铁死亡的角度进一步

丰富中医“湿热”的科学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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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溃疡性结肠炎是一种慢性非特异性肠道炎症，
主要累及结肠和直肠，多反复发作，临床主要表现为

腹痛、腹泻、里急后重、黏液脓血便等，因其治愈难度

大、复发率高、较高癌变率等特点，被世界卫生组织

列为现代社会最难治疗疾病之一。 目前，我国溃疡

性结肠炎发病率呈上升趋势。 既往研究主要集中在

免疫反应、肠道菌群失调、遗传易感性等方面，但溃

疡性结肠炎的发病机制至今尚未明确［１ － ２］。
铁死亡是一种不同于细胞凋亡、坏死、自噬、焦

亡等的一种新型细胞死亡模式，以铁依赖性脂质过

氧化和脂质活性氧堆积为特点［３］。 中医认为，溃疡

性结肠炎的发病与湿热关系密切，而中医理论的

“湿热”与西医的“铁死亡”存在着诸多相似之处，基
于此，本文试从中医“湿热”与西医“铁死亡”的关系

探讨溃疡性结肠炎的发病机制。

１　 湿热是溃疡性结肠炎的主要病机

中医古籍中虽无溃疡性结肠炎这一病名，但载

有诸如腹痛、泄泻、里急后重、脓血黏液便等溃疡性

结肠炎主要症状的论述［４］。 早在《素问·太阴阳明

论》即有记载：“入六腑则身热不时卧，上为喘呼；入
五脏则 满闭塞，下为飧泄，久为肠澼。”此处“肠
澼”与溃疡性结肠炎患者排便时澼澼有声症状类

似。 《素问·至真要大论》载：“呕逆烦躁，腹满痛，
溏泄，传为赤沃。”“赤沃”即便血之意［５］。 《难经》则
首现“里急后重”一词。 《伤寒杂病论》中将泻、痢统

称为“下利”，并提出“热利下重者，白头翁汤主之”，
以白头翁汤凉血止痢［６］。 隋代巢元方《诸病源候

论》中首次出现“痢”，并提出“冷痢” “热痢” “赤白

痢”等 １０ 余种。 宋代《太平惠民和剂局方》提出了

“痢疾”这一病名［７］。 朱丹溪从病因病机、症状特

点、治法等方面将泄泻与痢疾进行了区别，使得后世

医家对“痢疾”这一疾病有了更深的认识。 当代医

者在前人基础上进行总结归纳，根据溃疡性结肠炎

的病因病机及临床表现，将其归属于“痢疾”“肠癖”
“下利”“久痢”等疾病范畴，分为活动期和缓解期，
活动期多属实证，其发病与“湿热” “热毒”等相关，
病机主要为湿热蕴结于肠道，导致肠道传导失司、气
机不通、气血壅滞、肠络受损，而致下痢赤白脓

血［８ － ９］。
湿为阴邪，易伤阳气，阻遏气机，导致脏腑气机

升降失常，溃疡性结肠炎患者湿阻中焦脾胃，脾胃气

机升降失常，纳运失司，患者可出现腹痛，排便有声；
湿性重浊，湿滞大肠，患者常出现大便里急后重、便
脓血黏液；湿性黏滞，阻遏气机，气机不畅则湿邪不

化，胶着难解，导致溃疡性结肠炎患者病程长、反复

发作，缠绵难愈；湿性趋下，易袭阴位，正所谓“伤于

湿者，下先受之”，故溃疡性结肠炎多由湿邪所

致［１０］。 热为阳邪，“阳胜则热”，故溃疡性结肠炎患

者会出现肛门灼热不适，小便短赤；火热与心相通，
热入营血，易扰心神，轻者会出现心神不宁、烦躁失

眠，有研究发现，溃疡性结肠炎可导致患者出现不同

程度的焦虑、抑郁，约 ５０％ 患者会出现精神心理异

常［１１］。 热邪易生风动血、伤津耗气，“热毒侵入肠中

肌肤，久至腐烂，亦犹汤火伤人肌肤至溃烂也……肠

中脂膜腐败，由腐败而至溃烂，是以纯下血水杂以脂

膜，即所谓肠溃疡”。 热邪蕴结于肠道，侵犯血脉、
灼伤脉络、腐蚀血肉、迫血妄行，患者会出现便血、脓
血［１２］。 湿为阴邪，热为阳邪，湿热之邪兼具阴阳二

性，湿热侵犯人体，相互胶结难解，故认为“大抵痢

之病根，皆由湿蒸热壅，以致气血凝滞，渐至肠胃之

病”。 由此可见，湿热是溃疡性结肠炎的主要病机。

２　 铁死亡参与溃疡性结肠炎的发生发展

２０１２ 年，有学者研究发现，小分子化合物 Ｅｒａｓ⁃
ｔｉｎ 可通过抑制胱氨酸 ／谷氨酸逆向转运体（ ｔｈｅ ｃｙｓ⁃
ｔｉｎｅ ／ ｇｌｕｔａｍａｔｅ ａｎｔｉｐｏｒｔｅｒ ｓｙｓｔｅｍ，Ｓｙｓｔｅｍ ｘｃ － ）减少半

胱氨酸依赖的谷胱甘肽（ｇｌｕｔａｔｈｉｏｎｅ，ＧＳＨ）合成，从
而导致一种不同于细胞凋亡、坏死、自噬、焦亡等的

新型细胞死亡模式，并将其命名为铁死亡［１３］。 与其

他程序性细胞死亡模式相比，铁死亡在形态学特征、
生物化学指标及遗传学等方面均存在明显不同，其
形态特征主要表现为细胞核膜完整、线粒体萎缩、线
粒体膜密度增加及线粒体嵴缩小或消失；生物化学

方面，表现为铁离子水平升高、细胞内合成 ＧＳＨ 原

料减少、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 ４（ ｇｌｕｔａｔｈｉｏｎｅ ｐｅｒｏｘｉ⁃
ｄａｓｅ ４，ＧＰＸ４）活性降低、活性氧增多、脂质代谢产物

的堆积等；遗传学方面，其具体作用机制尚不明确，
研究认为其与铁代谢、氧化应激、脂质代谢异常等关

系密切［１４ － １７］。 目前，已知铁死亡涉及肿瘤、神经退

行性疾病、缺血再灌注损伤等疾病，就其与溃疡性结

肠炎之间的联系，早在 ２０００ 年曾有研究报道指出，
使用铁螯合剂可以缓解溃疡性结肠炎患者的临床症

状，改善患者内镜下表现，而对溃疡性结肠炎患者及

溃疡性结肠炎小鼠使用铁补充剂则会加重溃疡性结

肠炎症状［１８ － ２２］。 最新的多项研究亦证实，铁死亡与

溃疡性结肠炎之前存在着密切联系［２３ － ２６］。
铁死亡是一种依赖于细胞内铁和脂质活性氧积

累而导致的细胞程序性死亡。 在溃疡性结肠炎小鼠

结肠组织及血液中，铁离子含量显著升高。 活性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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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生理氧代谢过程中产生的最常见的活性小分子。
一般情况下，低等至中等浓度的活性氧参与蛋白磷

酸化、细胞免疫、细胞分化等一系列生理过程，对病

原体起防御作用。 但当机体积聚大量活性氧时会导

致炎症反应的发生，引起脂质和蛋白质变性，产生细

胞毒效应，并最终对机体造成不可逆的损伤。 研究

发现，溃疡性结肠炎患者肠道长期炎症与过量的活

性氧产生有关，活性氧的过量积累是溃疡性结肠炎

发生的中心环节［２７ － ３１］。 ＧＳＨ、ＧＰＸ４ 是体内抗氧化

系统中的重要成员，其中 ＧＰＸ４ 的氧化还原反应需

与 ＧＳＨ 协同进行。 ＧＳＨ 在空肠和结肠上皮细胞中

含量较高，可与谷胱甘肽还原酶、谷胱甘肽 Ｓ － 转移

酶等在肠黏膜中形成保护屏障，消除有害过氧化物，
防止肠黏膜受损，在溃疡性结肠炎患者中的表达水

平降低［３２ － ３４］。 ＧＳＨ 降低可导致 ＧＰＸ４ 活性降低，而
当 ＧＳＨ 耗尽时，ＧＰＸ４ 失活，可诱发铁死亡［３５］。 Ｓｙｓ⁃
ｔｅｍ ｘｃ － 由胱氨酸 ／谷氨酸逆向转运蛋白溶质载体

家族 ７ 成员 １１ （ ｓｏｌｕｔｅ ｃａｒｒｉｅｒ ｆａｍｉｌｙ ７ ｍｅｍｂｅｒ １１，
ＳＬＣ７Ａ１１）和溶质载体家族 ３ 成员 ２ 组成，正常情况

下，Ｓｙｓｔｅｍ ｘｃ －可将胞外的胱氨酸转运至细胞内，参
与 ＧＳＨ 的合成，帮助机体清除多余的活性氧［３６ － ３７］。
肿瘤蛋白 ５３（ｔｕｍｏｒ ｐｒｏｔｅｉｎ ５３，Ｐ５３）参与调控细胞的

生长、凋亡及 ＤＮＡ 的修复，研究发现 Ｐ５３ 突变后可

抑制 ＳＬＣ７Ａ１１ 转录，从而阻断 Ｓｙｓｔｅｍ ｘｃ － ，介导细

胞发生铁死亡，而在溃疡性结肠炎相关癌症中，其常

作为一种生物学诊断标志物［３８ － ４０］。 核因子 Ｅ２ 相

关因子 ２（ｎｕｃｌｅａｒ ｆａｃｔｏｒ － ｅｒｙｔｈｒｏｉｄ ２ －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ｆａｃｔｏｒ
２，Ｎｒｆ２） 是机体防御氧化应激损伤的重要基因之

一，可调节众多抗氧化基因、磷酸化酶类以及铁储存

蛋白 ｆｅｒｒｉｔｉｎ 的表达，影响 ＧＳＨ 合成的重要分子

ＳＬＣ７Ａ１１、谷氨酸半胱氨酸连接酶催化亚基也是

Ｎｒｆ２ 的靶基因，可抑制铁死亡［４１ － ４２］。 在溃疡性结肠

炎患者及动物模型中，Ｎｒｆ２ 表达常降低，且葡聚糖硫

酸钠（ｄｅｘｔｒａｎ ｓｏｄｉｕｍ ｓｕｌｆａｔｅ，ＤＳＳ）诱导的结肠炎模

型与 Ｎｒｆ２ 野生型小鼠相比，Ｎｒｆ２ 基因敲除小鼠更易

表现出溃疡性结肠炎的组织学特征［４３ － ４４］。 此外，最
新多项研究证实，与正常结肠组织相比，溃疡性结肠

炎患者及小鼠结肠组织中的 ＧＰＸ４、长链脂酰辅酶 Ａ
合成酶 ４ （ ｌｏｎｇ － ｃｈａｉｎ ａｃｙｌ － ＣｏＡ ｓｙｎｔｈｅｔａｓｅ ４，
ＡＣＳＬ４）、铁蛋白重链（ｆｅｒｒｉｔｉｎ ｈｅａｖｙ ｃｈａｉｎ １，ＦＴＨ１）、
活性氧等铁死亡特征性指标发生显著改变，运用铁

死亡抑制剂后，溃疡性结肠炎小鼠的体质量、结肠长

度等明显改善。 以上研究结果表明，铁死亡参与溃

疡性结肠炎的发生发展［２３ － ２６］。

３　 湿热与铁死亡

“湿热”属中医学范畴，“铁死亡”属西医学范

畴，虽然两者源于不同的医学体系，但在诸多方面有

着相关性。 湿、热（火）属六气，是正常的自然界气

候，《素问·五运行大论》所载“湿以润之” “火以温

之”及《素问·宝命全形论》所载“人以天地之气生，
四时之法成”，表明正常的气候变化是万物生长化

收藏的条件［４５ － ４６］。 当出现六气太过或不及、非其时

而有其气等变化时，六气则变为六淫，导致疾病的发

生。 铁死亡同样具有双面性，在某些疾病中发生铁

死亡（如肿瘤），可清除病理状态细胞（癌细胞），相
当于湿、热之气，有助于机体恢复 ／维持正常生理状

态；在某些疾病中发生铁死亡（如溃疡性结肠炎），
则相当于湿、热之邪，会诱导或加重疾病的进程［４７］。
湿热证是中医临床常见证型之一，湿为阴邪，热为阳

邪，湿热为同时具备阴阳二性之邪，胶柱鼓瑟，胶结

为患，可熏上、下注、旁达、着落，蕴结体内，致病广

泛。 湿与热合，如油入面，缠绵难愈，涉及中医脏腑、
经络等 ７ 个系统的 ４３ 种疾病，是肿瘤、心血管、消化

系统等疾病的常见病机［４８ － ５１］。 铁死亡的调控机制

极为复杂，涉及多种途径，目前尚未明确，认为与肿

瘤、心脑血管疾病、神经退行性疾病、呼吸系统等临

床疾病密切相关，似湿热之邪的致病特点。
３． １　 湿热与铁代谢的关系　 铁死亡的特点为铁离

子的大量堆积及脂质过氧化，其发生机制主要涉及

铁代谢、脂质代谢、氨基酸代谢三大途径。 铁是人体

所必需的元素，铁的过量聚集则引发铁死亡，人体内

的铁代谢受到严密的监控。 铁的吸收主要在小肠，
铁蛋白的存储离不开肝、脾等脏，铁代谢的“阀门”
铁调素由肝脏分泌。 从中医学角度来看，铁代谢离

不开“脾胃之运化”，而湿热证病变之中心多在脾

胃。 现代医学研究发现，脂肪肝与铁代谢有着显著

的相关性，脂肪肝的病程进展（湿热之邪的加重：肝
郁脾虚 － 痰浊内阻 － 湿热内蕴）普遍存在铁超载现

象［５２］。 对 ６０ 例慢性肾衰竭湿热证患者进行研究发

现，与单纯使用西药相比，采用西医结合中医清热利

湿之法进行治疗，可明显改善患者铁调素、血清铁、
总铁结合力、转铁蛋白饱和度、可溶性转铁蛋白受体

及铁蛋白水平等铁代谢相关指标［５３］。 乳铁蛋白可

通过铁转蛋白受体，介导铁摄取，促进铁死亡。 研究

发现，炎症性肠病患者中乳铁蛋白较正常人含量显

著增加（Ｐ ＜ ０． ０１），活动期溃疡性结肠炎患者中乳

铁蛋白含量较缓解期溃疡性结肠炎患者显著增多

（Ｐ ＜ ０． ０５），使用清热祛湿方剂可有效降低乳铁蛋

·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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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水平［５４］。 中药黄芩具有清热燥湿之功效，尤善清

肺、胃、胆及大肠之湿热，其主要成分黄芩素在人体

内可直接螯合铁离子，减少人体铁离子的沉积，抑制

芬顿反应，具有显著的抗铁死亡活性，在调节机体的

铁稳态中发挥重要作用。 黄芩素可抑制铁累积，降
低脂质过氧化水平，对铁死亡的抑制作用优于铁死

亡抑制 Ｆｅｒｒｏｓｔａｔｉｎ － １，是一种天然的铁死亡抑制

剂［５５ － ５７］。
３． ２　 湿热与脂质代谢的关系　 湿邪易困脾土，阻遏

气机，而脾胃是人体气机升降之枢纽，脾主运化水谷

精微，脾胃功能失调，运化无力，日久水谷堆积而成

膏脂。 梁叶莺［５８］ 以健康成人为对照组，对 ６８ 例非

酒精性脂肪性肝病湿热蕴结型患者进行研究发现，
湿热蕴结型患者普遍存在腹型肥胖，血清中的胆固

醇、三酰甘油、低密度脂蛋白显著升高，丙二醛、白细

胞三烯 Ｂ４、８ －异前列腺素 Ｆ２α 等脂质过氧化损伤

代谢产物亦明显升高，推测湿热蕴结型脂肪肝患者

体内存在脂质过氧化损伤。 殷婷婷等［５９］ 采用指纹

图谱研究发现，与强直性脊柱炎其他中医证型相比，
湿热证患者体内以甘油磷脂酰胆碱类、三酰甘油类

为主的脂类代谢物发生明显改变，与健康对照组相

比，痛风性关节炎及强直性脊柱炎湿热证患者体内

溶血甘油磷脂酰胆碱类明显下降，认为风湿性疾病

湿热证实质与脂质代谢密切相关。 此外，亦有诸多

动物实验表明，湿热证与脂质代谢相关［６０ － ６２］。
３． ３　 湿热与能量代谢的关系　 脾胃为“后天之本”
“气血生化之源”，脾开窍于口，主忧思。 现代人饮

食偏于滋腻，运动较少，饮酒过多，思虑过度，导致脾

胃受损，水谷精微物质运输障碍，阻碍了物质间的能

量转化，酿生湿热，故湿热证多以脾胃为病变中

心［６３ － ６４］。 线粒体是广泛存在于多数真核生物细胞

中的细胞器，细胞 ９０％以上腺苷三磷酸由线粒体产

生，是细胞内的“能量工厂”。 发生于线粒体的三羧

酸循环是糖、脂、氨基酸三大营养物质的共同代谢枢

纽和最终通路，有学者认为，线粒体相当于“后天之

本”脾，提出“脾 －线粒体”学说，认为线粒体的损伤

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人体内 “湿” 邪的严重程

度［６５ － ６６］。 铁死亡在形态学上则表现为线粒体改变。
综上所述，中医“湿热”与西医“铁死亡”之间存在着

一定的联系。

４　 总结

溃疡性结肠炎因病程长、治疗难度大、难以根

治、易反复、可癌变等特点，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现

代难治病之一。 中药治疗溃疡性结肠炎有千余年历

史，临床疗效确切，可多靶点、多途径综合干预，具有

不良反应小、疗效稳定等独特优势［６７］。
溃疡性结肠炎的发病机制尚未明确，目前普遍

认为肠上皮细胞的死亡是溃疡性结肠炎发生发展的

关键，铁死亡是最近研究发现的一种新型程序性细

胞死亡方式，其本质是铁离子依赖的脂质过氧化产

物超量蓄积引起的以线粒体改变为主的氧化损伤。
上文已阐述了铁死亡与湿热之间的联系，湿热证是

溃疡性结肠炎的主要证型，研究证实黄芩汤、香连丸

等湿热内蕴中药方剂对溃疡性结肠炎小鼠结肠有显

著的抗氧化作用［６８ － ６９］。 课题组前期研究表明，中医

“湿热”方剂黄芩汤治疗溃疡性结肠炎小鼠效果显

著，具有抗氧化应激作用，同时可影响铁死亡相关指

标表达（环氧酶 ２、ＡＣＳＬ４、ＧＰＸ４、ＦＴＨ１、Ｐ５３），推测

黄芩汤作用于溃疡性结肠炎的机制与抑制铁死亡相

关［７０ － ７１］。 基于此，笔者认为，清热利湿之法将会对

溃疡性结肠炎铁死亡产生影响。 后期将进一步通过

建立动物、细胞实验模型，并加入黄芩汤进行干预，
以期从铁死亡的角度进一步丰富中医“湿热”的科

学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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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ｔｉｖｅ ｃｏｌｉｔｉｓ ｒａｔ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ＰＩＮＫ１ ／ Ｐａｒｋｉｎ ｍｉｔｏｃｈｏｎｄｒｉａｌ ｐａｔｈｗａｙ［Ｄ］．
Ｈａｒｂｉｎ：Ｈｅｉｌｏｎｇｊｉａ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２０２１．

［５］季芳． 《黄帝内经》络病理论与溃疡性结肠炎相关性研究［Ｄ］． 沈
阳：辽宁中医药大学，２０１９．
ＪＩ Ｆ． Ｔｈｅ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ｏｌｌａｔｅｒａｌ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ｕｌｃｅｒａｔｉｖｅ
ｃｏｌｉｔｉｓ ｉｎ Ｈｕａｎｇｄｉ Ｎｅｉｊｉｎｇ［Ｄ］． Ｓｈｅｎｙａｎｇ：Ｌｉａｏｎ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Ｔｒａ⁃
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２０１９．

［６］梁勇满，赵容，许亮，等． 中药白头翁本草考证与中国白头翁属植

物分类［Ｊ］ ． 中国实验方剂学杂志，２０１７，２３（５）：２０３ － ２０９．
ＬＩＡＮＧ Ｙ Ｍ，ＺＨＡＯ Ｒ，ＸＵ Ｌ，ｅｔ ａｌ． Ｈｅｒｂａｌ ｔｅｘｔｕ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ｐｕｌ⁃
ｓａｔｉｌｌａｅ Ｒａｄｉｘ ａｎｄ ｔａｘｏｎｏｍｙ ｏｆ Ｐｕｌｓａｔｉｌｌａ ｓｅｃｔ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Ｊ］ ． Ｃｈｉｎ Ｊ
Ｅｘｐ Ｔｒａｄｉｔ Ｍｅｄ Ｆｏｒｍｕｌａｅ，２０１７，２３（５）：２０３ － ２０９．

［７］左黎黎． 基于古籍医家的痢疾源流探析［Ｄ］． 北京：中国中医科

学院，２０２１．
ＺＵＯ Ｌ 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ｎ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ｄｙｓｅｎｔｅｒｙ ｂａｓｅ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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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ｏｌ． ３８　 　 　 Ｎｏ． ２９６

ｏｎ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ｂｏｏｋｓ ａｎｄ ｐｈｙｓｉｃｉａｎｓ［Ｄ］． Ｂｅｉｊｉｎｇ：Ｃｈｉｎａ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Ｃｈｉ⁃
ｎｅｓｅ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２１．

［８］王康． 基于 ＳＴＡＴ３ ／ ＮＦ － κＢ ／ ＩＬ － ６ 通路研究加味黄芩汤治疗溃

疡性结肠炎的作用机制［Ｄ］． 南京：南京中医药大学，２０２０．
ＷＡＮＧ Ｋ．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Ｊｉａｗｅｉ Ｈｕａｎｇｑｉｎ Ｄｅｃｏ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ｕｌｃｅｒａｔｉｖｅ ｃｏｌｉｔｉ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ＳＴＡＴ３ ／ ＮＦ － κＢ ／ ＩＬ － ６
ｐａｔｈｗａｙ ［ Ｄ］． Ｎａｎｊｉｎｇ： Ｎａｎｊ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２０２０．

［９］张声生，沈洪，郑凯，等． 溃疡性结肠炎中医诊疗专家共识意见

（２０１７）［Ｊ］ ． 中华中医药杂志，２０１７，３２（８）：３５８５ － ３５８９．
ＺＨＡＮＧ Ｓ Ｓ，ＳＨＥＮ Ｈ，ＺＨＥＮＧ Ｋ，ｅｔ ａｌ． Ｅｘｐｅｒｔ 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 ｏｎ ＴＣＭ
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 ａｎｄ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Ｕｌｃｅｒａｔｉｖｅ Ｃｏｌｉｔｉｓ （２０１７） ［ Ｊ］ ． Ｃｈｉｎａ Ｊ
Ｔｒａｄｉｔ Ｃｈｉｎ Ｍｅｄ Ｐｈａｒｍ，２０１７，３２（８）：３５８５ － ３５８９．

［１０］李重，朱前红，周建军，等． 国医大师梅国强教授从湿热论治内

伤杂病经验撷菁［Ｊ］ ． 亚太传统医药，２０２１，１７（１２）：１２６ － １２９．
ＬＩ Ｃ，ＺＨＵ Ｑ Ｈ，ＺＨＯＵ Ｊ Ｊ，ｅｔ 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ＣＭ ｍａｓｔｅｒ Ｍｅｉ ｇｕｏ⁃
ｑｉａｎｇ′ｓ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ｄｉｓｔｉｎｇｕｉｓｈ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ｒｅａｔ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ａｎｄ ｍｉｓ⁃
ｃｅｌｌａｎｅｏｕｓ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 ｆｒｏｍ ｄａｍｐ － ｈｅａｔ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Ｊ］ ． Ａｓｉａ Ｐａｃ Ｔｒａｄｉｔ
Ｍｅｄ，２０２１，１７（１２）：１２６ － １２９．

［１１］宋思宇，邓丽娟，司会强． 老年溃疡性结肠炎合并抑郁患者应用

艾司唑仑与盐酸帕罗西汀联合方案的效果及其对 ＥＩ 评分、ＣＡＩ
评分、负性情绪情况的影响观察［ Ｊ］ ． 吉林医学，２０２０，４１（７）：
１６５６ － １６５８．
ＳＯＮＧ Ｓ Ｙ，ＤＥＮＧ Ｌ Ｊ，ＳＩ Ｈ Ｑ．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Ｅｓａｚｏｌａｍ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ｗｉｔｈ
ｐａｒｏｘｅｔｉｎｅ ｈｙｄｒｏｃｈｌｏｒｉｄｅ ｒｅｇｉｍｅｎ ａｎｄ ｉｔｓ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ｎ ＥＩ ｓｃｏｒｅ， ＣＡＩ
ｓｃｏｒｅ ａｎｄ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ｍｏｏｄ ｉｎ ｅｌｄｅｒｌｙ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ｕｌｃｅｒａｔｉｖｅ ｃｏｌｉｔｉｓ
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Ｊ］ ． Ｊｉｌｉｎ Ｍｅｄ Ｊ，２０２０，４１（７）：１６５６ －
１６５８．

［１２］刘亚军，沈洪． 沈洪中西医结合治疗溃疡性结肠炎的经验［ Ｊ］ ．
中医药导报，２０２１，２７（１０）：１７７ － １８０．
ＬＩＵ Ｙ Ｊ，ＳＨＥＮ Ｈ． Ｓｈｅｎ Ｈｏｎｇ′ｓ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ｔｒｅａｔｉｎｇ ｕｌｃｅｒａｔｉｖｅ ｃｏ⁃
ｌｉｔｉｓ ｗｉｔｈ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ｎｄ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Ｊ］ ． Ｇｕｉｄ Ｊ Ｔｒａ⁃
ｄｉｔ Ｃｈｉｎ Ｍｅｄ Ｐｈａｒｍ，２０２１，２７（１０）：１７７ － １８０．

［１３］ＤＩＸＯＮ Ｓ Ｊ，ＬＥＭＢＥＲＧ Ｋ Ｍ，ＬＡＭＰＲＥＣＨＴ Ｍ Ｒ，ｅｔ ａｌ． Ｆｅｒｒｏｐｔｏｓｉｓ：
ａｎ ｉｒｏｎ －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ｆｏｒｍ ｏｆ ｎｏｎａｐｏｐｔｏｔｉｃ ｃｅｌｌ ｄｅａｔｈ［Ｊ］ ． Ｃｅｌｌ，２０１２，
１４９（５）：１０６０ － １０７２．

［１４］梅胜兰，夏中元，孟庆涛，等． 细胞铁死亡发生机制的研究进展

［Ｊ］ ． 医学综述，２０２０，２６（２１）：４２０７ － ４２１１，４２１８．
ＭＥＩ Ｓ Ｌ，ＸＩＡ Ｚ Ｙ，ＭＥＮＧ Ｑ Ｔ，ｅｔ 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ｍｅｃｈａ⁃
ｎｉｓｍ ｏｆ ｆｅｒｒｏｐｔｏｓｉｓ ｉｎ ｃｅｌｌｓ［Ｊ］． Ｍｅｄ Ｒｅｃａｐｉｔｕｌ，２０２０，２６（２１）：４２０７ －
４２１１，４２１８．

［１５］王刚，杨飞飞，罗茂． 细胞调节性死亡及其机制的研究［ Ｊ］ ． 西南

医科大学学报，２０２１，４４（５）：５１１ － ５１９．
ＷＡＮＧ Ｇ，ＹＡＮＧ Ｆ Ｆ，ＬＵＯ Ｍ．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ｒｅｇｕｌａｔｅｄ ｃｅｌｌ ｄｅａｔｈ ａｎｄ ｉｔｓ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Ｊ］ ． Ｊ 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 Ｍｅｄ Ｕｎｉｖ，２０２１，４４（５）：５１１ － ５１９．

［１６］周桃桃，郭兆安． 铁死亡在急性肾损伤中的作用机制［ Ｊ］ ． 肾脏

病与透析肾移植杂志，２０２１，３０（４）：３６２ － ３６７．
ＺＨＯＵ Ｔ Ｔ，ＧＵＯ Ｚ Ａ．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ｆｅｒｒｏｐｔｏｓｉｓ ｉｎ ａｃｕｔｅ ｋｉｄｎｅｙ ｉｎ⁃
ｊｕｒｙ［ Ｊ］ ． Ｃｈｉｎ Ｊ Ｎｅｐｈｒｏｌ Ｄｉａｌ ＆ Ｔｒａｎｓｐｌａｎｔ，２０２１，３０ （４）：３６２ －
３６７．

［１７］张亮，廖勇群，夏秦川，等． 铁死亡调控信号通路以及在相关疾

病中的研究进展［ Ｊ］ ． 中国临床药理学与治疗学，２０２２，２７（２）：
２２７ － ２３４．
ＺＨＡＮＧ Ｌ，ＬＩＡＯ Ｙ Ｑ，ＸＩＡ Ｑ Ｃ，ｅｔ ａｌ． Ｆｅｒｒｏｐｔｏｓｉｓ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ｓｉｇｎａ⁃

ｌｉｎｇ ｐａｔｈｗａｙ ａｎｄ ｉｔ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ｉｎ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Ｊ］ ． Ｃｈｉｎ Ｊ
Ｃｌｉｎ 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ｌ Ｔｈｅｒ，２０２２，２７（２）：２２７ － ２３４．

［１８］ＭＩＬＬＡＲ Ａ Ｄ，ＲＡＭＰＴＯＮ Ｄ Ｓ，ＢＬＡＫＥ Ｄ Ｒ．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ｉｒｏｎ ａｎｄ ｉ⁃
ｒｏｎ ｃｈｅ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ｖｉｔｒｏ ｏｎ ｍｕｃｏｓａｌ ｏｘｉｄａｎｔ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ｉｎ ｕｌｃｅｒａｔｉｖｅ ｃｏｌｉｔｉｓ
［Ｊ］ ． Ａｌｉｍｅｎｔ 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ｌ Ｔｈｅｒ，２０００，１４（９）：１１６３ － １１６８．

［１９］ＭＩＮＡＩＹＡＮ Ｍ，ＭＯＳＴＡＧＨＥＬ Ｅ，ＭＡＨＺＯＵＮＩ Ｐ．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ｖｅ ｔｈｅｒａｐｙ
ｏｆ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ｃｏｌｉｔｉｓ ｗｉｔｈ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ｉｒｏｎ ｃｈｅｌａｔｏｒｓ ａｎｄ ａｎｔｉ － ｏｘｉ⁃
ｄａｎｔｓ［Ｊ］ ． Ｉｎｔ Ｊ Ｐｒｅｖ Ｍｅｄ，２０１２，３（Ｓｕｐｐｌ １）：Ｓ１６２ － Ｓ１６９．

［２０］ＣＡＲＲＩＥＲ Ｊ，ＡＧＨＤＡＳＳＩ Ｅ，ＰＬＡＴＴ Ｉ，ｅｔ 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ｏｒａｌ ｉｒｏｎ ｓｕｐ⁃
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ｏｘｉｄａｔｉｖｅ ｓｔｒｅｓｓ ａｎｄ ｃｏｌｏｎｉｃ 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ｒａｔｓ
ｗｉｔｈ ｉｎｄｕｃｅｄ ｃｏｌｉｔｉｓ［ Ｊ］ ． Ａｌｉｍｅｎｔ 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ｌ Ｔｈｅｒ，２００１，１５ （１２）：
１９８９ － １９９９．

［２１］ＳＥＲＩＬ Ｄ Ｎ，ＬＩＡＯ Ｊ，ＨＯ Ｋ Ｌ Ｋ，ｅｔ ａｌ． Ｄｉｅｔａｒｙ ｉｒｏｎ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ｅｎｈａｎｃｅｓ ＤＳＳ － ｉｎｄｕｃｅｄ ｃｏｌｉｔｉｓ ａｎｄ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ｃｏｌｏｒｅｃｔａｌ 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ｍｉｃｅ［Ｊ］ ． Ｄｉｇ Ｄｉｓ Ｓｃｉ，２００２，４７（６）：１２６６ － １２７８．

［２２］ＫＯＢＡＹＡＳＨＩ Ｙ，ＯＨＦＵＪＩ Ｓ，ＫＯＮＤＯ Ｋ，ｅｔ ａｌ．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ｄｉｅｔａｒｙ ｉｒｏｎ ａｎｄ ｚｉｎｃ ｉｎｔａｋｅ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ｕｌｃｅｒａｔｉｖｅ ｃｏｌｉｔｉｓ：ａ
ｃａｓｅ －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ｓｔｕｄｙ ｉｎ Ｊａｐａｎ［ Ｊ］ ． Ｊ Ｇａｓｔｒｏｅｎｔｅｒｏｌ Ｈｅｐａｔｏｌ，２０１９，３４
（１０）：１７０３ － １７１０．

［２３］ＸＵ Ｍ Ｙ，ＴＡＯ Ｊ，ＹＡＮＧ Ｙ Ｄ，ｅｔ ａｌ． Ｆｅｒｒｏｐｔｏｓｉｓ ｉｎｖｏｌｖｅｓ ｉｎ ｉｎｔｅｓｔｉｎａｌ
ｅｐｉｔｈｅｌｉａｌ ｃｅｌｌ ｄｅａｔｈ ｉｎ ｕｌｃｅｒａｔｉｖｅ ｃｏｌｉｔｉｓ［ Ｊ］ ． Ｃｅｌｌ Ｄｅａｔｈ Ｄｉｓ，２０２０，
１１（２）：８６．

［２４］ＸＵ Ｊ Ｘ，ＬＩＵ Ｓ，ＣＵＩ Ｚ Ｌ，ｅｔ ａｌ． Ｆｅｒｒｏｓｔａｔｉｎ － １ ａｌｌｅｖｉａｔｅｄ ＴＮＢＳ ｉｎ⁃
ｄｕｃｅｄ ｃｏｌｉｔｉｓ ｖｉａ ｔｈｅ ｉｎｈｉｂ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ｅｒｒｏｐｔｏｓｉｓ［ Ｊ］ ． Ｂｉｏｃｈｅｍ Ｂｉｏｐｈｙｓ
Ｒｅｓ Ｃｏｍｍｕｎ，２０２１，５７３：４８ － ５４．

［２５］ＣＨＥＮ Ｙ Ｒ，ＺＨＡＮＧ Ｐ，ＣＨＥＮ Ｗ Ｒ，ｅｔ ａｌ． Ｆｅｒｒｏｐｔｏｓｉｓ ｍｅｄｉａｔｅｄ ＤＳＳ －
ｉｎｄｕｃｅｄ ｕｌｃｅｒａｔｉｖｅ ｃｏｌｉｔｉ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Ｎｒｆ２ ／ ＨＯ － １ ｓｉｇｎａｌｉｎｇ
ｐａｔｈｗａｙ［Ｊ］ ． Ｉｍｍｕｎｏｌ Ｌｅｔｔ，２０２０，２２５：９ － １５．

［２６］ＷＡＮＧ Ｓ Ｊ，ＬＩＵ Ｗ，ＷＡＮＧ Ｊ，ｅｔ ａｌ． Ｃｕｒｃｕｌｉｇｏｓｉｄｅ ｉｎｈｉｂｉｔｓ ｆｅｒｒｏｐｔｏ⁃
ｓｉｓ ｉｎ ｕｌｃｅｒａｔｉｖｅ ｃｏｌｉｔｉ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ｉｎ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ＰＸ４［Ｊ］ ． Ｌｉｆｅ Ｓｃｉ，
２０２０，２５９：１１８３５６．

［２７］ＬＩＵ Ｚ Ｗ，ＲＥＮ Ｚ Ｐ，ＺＨＡＮＧ Ｊ，ｅｔ ａｌ． Ｒｏｌｅ ｏｆ ＲＯＳ ａｎｄ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ｔｉｏｘｉｄａｎｔｓ ｉｎ ｈｕｍａｎ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Ｊ］ ． Ｆｒｏｎｔ Ｐｈｙｓｉｏｌ，２０１８，９：４７７．

［２８］ＢＡＬＭＵＳ Ｉ Ｍ，ＣＩＯＢＩＣＡ Ａ，ＣＯＪＯＣＡＲＩＵ Ｒ，ｅｔ ａｌ． Ｉｒｒｉｔａｂｌｅ Ｂｏｗｅｌ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 ａｎｄ Ｎｅｕ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ｃｉｅｓ：Ｉｓ Ｔｈｅｒｅ Ａ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Ｔｈｅ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Ｒｅｌｅｖ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Ｏｘｉｄａｔｉｖｅ Ｓｔｒｅｓｓ Ｓｔａｔｕｓ［Ｊ］ ． Ｍｅｄｉｃｉｎａ
（Ｋａｕｎａｓ），２０２０，５６（４）：１７５．

［２９］ＧＵＡＮ Ｇ Ｐ，ＬＡＮ Ｓ Ｌ．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ａｎｔｉｏｘｉｄａｎｔ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ｉｎ ｉｎｆｌａｍ⁃
ｍａｔｏｒｙ ｂｏｗｅｌ ｄｉｓｅａｓｅ［Ｊ］ ． Ｂｉｏｍｅｄ Ｒｅｓ Ｉｎｔ，２０１８，２０１８：１２９０１７９．

［３０］ＢＪＲＫＬＵＮＤ Ｇ，ＣＨＩＲＵＭＢＯＬＯ Ｓ ． Ｒｏｌｅ ｏｆ ｏｘｉｄａｔｉｖｅ ｓｔｒｅｓｓ ａｎｄ ａｎ⁃
ｔｉｏｘｉｄａｎｔｓ ｉｎ ｄａｉｌｙ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 ｈｅａｌｔｈ［ Ｊ］ ．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２０１７，
３３（１）：３１１ － ３２１．

［３１］ＬＩ Ｒ，ＪＩＡ Ｚ Ｑ，ＴＲＵＳＨ Ｍ Ａ． Ｄｅｆｉｎｉｎｇ ＲＯＳ ｉｎ ｂｉ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Ｊ］ ． Ｒｅａｃｔ Ｏｘｙｇ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Ａｐｅｘ），２０１６，１（１）：９ － ２１．

［３２］ ＵＲＳＩＮＩ Ｆ，ＭＡＩＯＲＩＮＯ Ｍ． Ｌｉｐｉｄ ｐｅｒｏｘｉｄ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ｆｅｒｒｏｐｔｏｓｉｓ：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ＧＳＨ ａｎｄ ＧＰｘ４［Ｊ］ ． Ｆｒｅｅ Ｒａｄｉｃ Ｂｉｏｌ Ｍｅｄ，２０２０，１５２：１７５ －
１８５．

［３３］ＭＡＴＯＮＤＯ Ａ，ＫＩＭ Ｓ Ｓ． Ｔａｒｇｅｔｅｄ － ｍｉｔｏｃｈｏｎｄｒｉａ ａｎｔｉｏｘｉｄａｎｔｓ ｔｈｅｒａ⁃
ｐｅｕｔｉｃ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 ｂｏｗｅｌ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Ｊ］ ． Ｊ Ｄｒｕｇ Ｔａｒ⁃
ｇｅｔ，２０１８，２６（１）：１ － ８．

［３４］郭子霞，安子璇，张健美，等． 药物治疗溃疡性结肠炎的信号通

路研究进展［Ｊ］ ． 神经药理学报，２０２０，１０（４）：４１ － ５０，５７．
ＧＵＯ Ｚ Ｘ，ＡＮ Ｚ Ｘ，ＺＨＡＮＧ Ｊ Ｍ，ｅｔ 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ｏｆ ｓｉｇｎａｌ
ｐａｔｈｗａｙｓ ｉｎ ｄｒｕｇ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ｕｌｃｅｒａｔｉｖｅ ｃｏｌｉｔｉｓ［Ｊ］ ． Ａｃｔａ Ｎｅｕｒｏｐｈａ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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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ａｃｏｌ，２０２０，１０（４）：４１ － ５０，５７．
［３５］ＨＡＯ Ｓ Ｈ，ＬＩＡＮＧ Ｂ Ｓ，ＨＵＡＮＧ Ｑ，ｅｔ ａｌ． 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ｃ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ｉｎ ｆｅｒ⁃

ｒｏｐｔｏｓｉｓ［Ｊ］ ． Ｏｎｃｏｌ Ｌｅｔｔ，２０１８，１５（４）：５４０５ － ５４１１．
［３６］张凯，吴玥，周幽心． 铁死亡在肿瘤的作用机制［ Ｊ］ ． 江苏医药，

２０２２，４８（６）：６２９ － ６３３．
ＺＨＡＮＧ Ｋ，ＷＵ Ｙ，ＺＨＯＵ Ｙ Ｘ． Ｔｈ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ｉｒｏｎ ｄｅａｔｈ ｉｎ
ｔｕｍｏｒ［Ｊ］ ． Ｊｉａｎｇｓｕ Ｍｅｄ Ｊ，２０２２，４８（６）：６２９ － ６３３．

［３７］徐娟，李晔． 铁死亡在阿尔茨海默病中作用的研究进展［ Ｊ］ ． 基
础医学与临床，２０２２，４２（７）：１１２９ － １１３３．
ＸＵ Ｊ，ＬＩ 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ｏｎ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ｆｅｒｒｏｐｔｏｓｉｓ ｉｎ Ａｌｚｈｅｉ⁃
ｍｅｒ′ｓ ｄｉｓｅａｓｅ［Ｊ］ ． Ｂａｓｉｃ Ｃｌｉｎ Ｍｅｄ，２０２２，４２（７）：１１２９ － １１３３．

［３８］殷贤青，刘容容． 铁死亡的发生机制及其在血液系统肿瘤中的

研究进展［Ｊ］ ． 中国比较医学杂志，２０２０，３０（１１）：１１４ － １１９．
ＹＩＮ Ｘ Ｑ，ＬＩＵ Ｒ Ｒ． Ｔｈ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ｆｅｒｒｏｐｔｏｓｉｓ ａｎ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ｒｏ⁃
ｇｒｅｓｓ ｏｎ ｉｔｓ ｉｎｖｏｌｖ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ｈｅｍａｔ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ｍａｌｉｇｎａｎｔ ｔｕｍｏｒｓ［Ｊ］ ． Ｃｈｉｎ
Ｊ Ｃｏｍｐ Ｍｅｄ，２０２０，３０（１１）：１１４ － １１９．

［３９］ＫＯＢＡＹＡＳＨＩ Ｋ，ＴＯＭＩＴＡ Ｈ，ＳＨＩＭＩＺＵ Ｍ，ｅｔ ａｌ． ｐ５３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ａｓ
ａ 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 ｂｉｏｍａｒｋｅｒ ｉｎ ｕｌｃｅｒａｔｉｖｅ ｃｏｌｉｔｉｓ －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ｃａｎｃｅｒ［ Ｊ］ ．
Ｉｎｔ Ｊ Ｍｏｌ Ｓｃｉ，２０１７，１８（６）：１２８４．

［４０］田润英，兰斌，王国佐，等． 中医药靶向调节 ｐ５３ 介导的铁死亡

机制研究进展［Ｊ］ ． 中国实验方剂学杂志，２０２２，２８（２１）：２６４ －
２７５．
ＴＩＡＮ Ｒ Ｙ，ＬＡＮ Ｂ，ＷＡＮＧ Ｇ Ｚ，ｅｔ ａｌ．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ｏｆ ｔａｒｇｅｔｅｄ ｒｅｇｕ⁃
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５３ － ｍｅｄｉａｔｅｄ ｆｅｒｒｏｐｔｏｓｉｓ ｂｙ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Ｊ］ ． Ｃｈｉｎ Ｊ Ｅｘｐ Ｔｒａｄｉｔ Ｍｅｄ Ｆｏｒｍｕｌａｅ，２０２２，２８ （２１ ）：
２６４ － ２７５．

［４１］王培娜，刘远远，常彦忠． 铁死亡与内质网应激反应［ Ｊ］ ． 中国科

学：生命科学，２０２１，５１（２）：１２６ － １３４．
ＷＡＮＧ Ｐ Ｎ，ＬＩＵ Ｙ Ｙ，ＣＨＡＮＧ Ｙ Ｚ． Ｆｅｒｒｏｐｔｏｓｉｓ ａｎｄ ｅｎｄｏｐｌａｓｍｉｃ
ｒｅｔｉｃｕｌｕｍ ｓｔｒｅｓｓ［Ｊ］ ． Ｓｃｉ Ｓｉｎ Ｖｉｔａｅ，２０２１，５１（２）：１２６ － １３４．

［４２］ ＢＡＩＲＤ Ｌ，ＹＡＭＡＭＯＴＯ Ｍ． Ｔｈｅ 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ＫＥＡＰ１ － ＮＲＦ２ ｐａｔｈｗａｙ ［ Ｊ］ ． Ｍｏｌ Ｃｅｌｌ Ｂｉｏｌ，２０２０，４０ （１３）：
ｅ０００９９ － ｅ０００２０．

［４３］祁燕，袁志伟，万春平，等． 溃结康对溃疡性结肠炎小鼠结肠抗

氧化作用及 Ｎｒｆ２ ／ ＡＲＥ 信号通路的影响［ Ｊ］ ． 中药药理与临床，
２０１９，３５（２）：１１５ － １１９．
ＱＩ Ｙ，ＹＵＡＮ Ｚ Ｗ，ＷＡＮ Ｃ Ｐ，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Ｋｕｉｊｉｅｋａｎｇ Ｄｅｃｏｃ⁃
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ａｎｔｉｏｘｉｄ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Ｎｒｆ２ ／ ＡＲＥ ｓｉｇｎａｌｉｎｇ ｐａｔｈｗａｙ ｉｎ ｕｌｃｅｒａ⁃
ｔｉｖｅ ｃｏｌｉｔｉｓ ｍｉｃｅ ［ Ｊ］ ． 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ｌ Ｃｌｉｎ Ｃｈｉｎ Ｍａｔｅｒ Ｍｅｄ，２０１９，３５
（２）：１１５ － １１９．

［４４］ＫＨＯＲ Ｔ Ｏ，ＨＵＡＮＧ Ｍ Ｔ，ＫＷＯＮ Ｋ Ｈ，ｅｔ ａｌ． Ｎｒｆ２ － 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ｔ ｍｉｃｅ
ｈａｖｅ ａｎ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ｓｕｓｃｅｐｔｉｂｉｌｉｔｙ ｔｏ ｄｅｘｔｒａｎ ｓｕｌｆａｔｅ ｓｏｄｉｕｍ － ｉｎｄｕｃｅｄ
ｃｏｌｉｔｉｓ［Ｊ］ ． Ｃａｎｃｅｒ Ｒｅｓ，２００６，６６（２４）：１１５８０ － １１５８４．

［４５］许华冲． 基于湿证流感小鼠“菌群 － 肠 － 脑轴”的变化探讨“湿
性重浊”的病理机制［Ｄ］． 广州：暨南大学，２０２０．
ＸＵ Ｈ Ｃ．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ｐａｔｈｏｇｅｎｅｓｉｓ ｏｆ ＂ ｄａｍｐｎｅｓｓ ｂｅｉｎｇ ｈｅａｖｙ
ａｎｄ ｔｕｒｂｉｄ＂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ｔｈｅ ＂ ｆｌｏｒａ － ｉｎｔｅｓｔｉｎａｌ － ｂｒａｉｎ
ａｘｉｓ＂ ｏｆ ｉｎｆｌｕｅｎｚａ ｍｉｃｅ ｗｉｔｈ ｄａｍｐ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Ｄ］． 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Ｊｉｎ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２０．

［４６］孙瑶瑶，鞠宝兆． 论《黄帝内经》“天人合一”思想下的时序发病

观［Ｊ］ ． 中华中医药杂志，２０２２，３７（５）：２４５９ － ２４６２．
ＳＵＮ Ｙ Ｙ，ＪＵ Ｂ Ｚ． Ｏｎ ｔｈｅ ｔｉｍｅ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ｐａｔｈｏｇｅｎｅｓｉｓ ｖｉｅｗ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ｏｆ ＂ ｕｎｉｔｙ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 ｉｎ Ｈｕａｎｇｄｉ Ｎｅｉｊｉｎｇ
［Ｊ］ ． Ｃｈｉｎａ Ｊ Ｔｒａｄｉｔ Ｃｈｉｎ Ｍｅｄ Ｐｈａｒｍ，２０２２，３７（５）：２４５９ － ２４６２．

［４７］杜沁圆，秦聪聪，张义敏，等． 基于阴阳理论研究中医药干预细

胞焦亡的研究进展［ Ｊ］ ． 中国实验方剂学杂志，２０２２，２８（２２）：
２７６ － ２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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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９］付佳琪，于栋华，陈平平，等． 铁死亡在心血管疾病中的作用及

中药干预研究进展［ Ｊ ／ ＯＬ］． ［２０２２ － ０６ － ０２］． 中药药理与临

床． ＤＯＩ：１０． １３４１２ ／ ｊ． ｃｎｋｉ． ｚｙｙｌ． ２０２２０６０１． ００９
ＦＵ Ｊ Ｑ，ＹＵ Ｄ Ｈ，ＣＨＥＮ Ｐ Ｐ，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ｉｒｏｎ ｄｅａｔｈ ｉｎ ｃａｒｄｉｏ⁃
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ｉｎ⁃
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Ｊ ／ ＯＬ］． ［２０２２ － ０６ － ０２］． 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Ｃｌｉｎ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ＤＯＩ：１０． １３４１２ ／ ｊ． ｃｎｋｉ． ｚｙｙｌ． ２０２２０６０１． ００９

［５０］李二稳，高改，王梦瑶，等． 泽泻汤抑制肝细胞铁死亡改善非酒

精性脂肪性肝病的作用机制 ［ Ｊ］ ． 中医学报，２０２２，３７ （６ ）：
１２４３ － １２５３．
ＬＩ Ｅ Ｗ，ＧＡＯ Ｇ，ＷＡＮＧ Ｍ Ｙ，ｅｔ ａｌ．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Ｚｅｘｉｅ Ｔａｎｇ ｉｎ ｉｎ⁃
ｈｉｂｉｔｉｎｇ ｆｅｒｒｏｐｔｏｓｉｓ ｏｆ ｈｅｐａｔｏｃｙｔｅｓ ｔｏ ｒｅｌｉｅｖｅ ｎｏｎ － ａｌｃｏｈｏｌｉｃ ｆａｔｔｙ ｌｉｖ⁃
ｅｒ ｄｉｓｅａｓｅ［Ｊ］ ． Ａｃｔａ Ｃｈｉｎ Ｍｅｄ，２０２２，３７（６）：１２４３ － １２５３．

［５１］孙伟，孙立新，郎庆赋，等． 铁死亡发生机制及其与消化系统恶

性肿瘤发病的关系研究进展［Ｊ］ ． 山东医药，２０２１，６１（３５）：９２ －
９６．
ＳＵＮ Ｗ，ＳＵＮ Ｌ Ｘ，ＬＡＮＧ Ｑ Ｆ，ｅｔ 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ｏｎ ｔｈｅ Ｐａｔｈ⁃
ｏｇｅｎｅｓｉｓ ｏｆ ｉｒｏｎ ｄｅａｔｈ ａｎｄ ｉｔ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 ｏｆ ｍａ⁃
ｌｉｇｎａｎｔ ｔｕｍｏｒ ｉｎ Ｄｉｇｅｓｔｉｖ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Ｊ］ ．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Ｍｅｄ Ｊ，２０２１，６１
（３５）：９２ － ９６．

［５２］詹潇潇． 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患者铁代谢参数水平与中医证型

的关系研究［Ｄ］． 福州：福建中医药大学，２０２０．
ＺＨＡＮ Ｘ Ｘ．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ｉｒｏｎ ｍｅｔａｂｏ⁃
ｌｉｓｍ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ｌｅｖｅｌ ａｎｄ ＴＣＭ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 ｔｙｐｅｓ ｉｎ ｎｏｎａｌｃｏｈｏｌｉｃ ｆａｔｔｙ
ｌｉｖｅｒ ｄｉｓｅａｓｅ［Ｄ］． Ｆｕｚｈｏｕ：Ｆｕｊｉ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２０２０．

［５３］张磊，王亿平，金华，等． 清肾颗粒对肾性贫血患者炎症 ／ 铁调素

轴及铁代谢的干预机制：单中心前瞻性随机对照研究［ Ｊ］ ． 南方

医科大学学报，２０１９，３９（１０）：１１５５ － １１５９．
ＺＨＡＮＧ Ｌ，ＷＡＮＧ Ｙ Ｐ，ＪＩＮ Ｈ，ｅｔ 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Ｑｉｎｇｓｈｅｎ Ｇｒａｎｕｌｅｓ ｏｎ
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ｉｏｎ ／ ｈｅｐｃｉｄｉｎ ａｘｉｓ ａｎｄ ｉｒｏｎ 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ｓｍ ｉ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ｒｅ⁃
ｎａｌ ａｎｅｍｉａ： ａ ｓｉｎｇｌｅ － ｃｅｎｔｅｒ， 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ｔｒｉａｌ ［ Ｊ］ ． Ｊ
Ｓｏｕｔｈ Ｍｅｄ Ｕｎｉｖ，２０１９，３９（１０）：１１５５ － １１５９．

［５４］纪翔． 肠愈灌肠方治疗大肠湿热型溃疡性结肠炎的疗效观察及

与粪乳铁蛋白的相关性研究［Ｄ］． 合肥：安徽中医药大学，２０１９．
ＪＩ Ｘ．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ｔｈｅｒａｐｅｕｔｉｃ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Ｃｈａｎｇｙｕ Ｅｎｅｍａ ｉｎ ｔｈ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ｌａｒｇｅ ｉｎｔｅｓｔｉｎｅ ｄａｍｐ － ｈｅａｔ ｕｌｃｅｒａｔｉｖｅ ｃｏｌｉｔｉｓ ａｎｄ ｉｔｓ ｃｏｒ⁃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ｆｅｃａｌ ｌａｃｔｏｆｅｒｒｉｎ［Ｄ］． Ｈｅｆｅｉ：Ａｎｈｕｉ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
ｎｅｓｅ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２０１９．

［５５］季小添，李海珊，李伟荣，等． 基于黄芩苷药理研究进展探讨其

对出血性脑损伤可能的保护作用及机制［ Ｊ］ ． 中药新药与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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