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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肝郁化火”是中医情志致病理论的核心内容之一,广泛存在于各种相关疾病的病理过程中,是情志相关病证病机转

变的关键环节。 然而,由于缺乏符合中医药作用特点的动物模型,严重影响了“肝郁化火”证的生物医学基础研究,限制了“疏

肝泻火”等清热中药作用机制的研究进展。 在研究中发现“肝郁化火”证的颜面部火热症状的部分病理过程,与情志应激诱发

潜伏Ⅰ型单纯疱疹病毒(herpes
 

simplex
 

virus-1,HSV-1)的激活复发引起的头面部症状有相通之处,因此提出采用情志应激诱

导潜伏 HSV-1 激活可以建成“肝郁化火”病证结合的动物模型。 该文对近年作者课题组及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了总结和分

析,从情志应激导致潜伏 HSV-1 复发感染角度来建立“肝郁化火”的实验动物模型,揭示“肝郁化火”病理过程中的效应分子、
效应靶标与机制通路,为“肝郁化火”临床常用中药的药效表征方法提供参考和依据。
[关键词] 　 肝郁化火; 情志应激; Ⅰ型疱疹病毒; 潜伏复发; 动物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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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an-Yu-Hua-Huo
 

syndrome
 

(Live
 

qi
 

stagnation
 

transforming
 

into
 

fire
 

pattern)
  

is
 

one
 

of
 

the
 

core
 

contents
 

of
 

the
 

theory
 

of
 

emotional
 

diseases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It
 

is
 

the
 

key
 

link
 

of
 

the
 

pathogenesis
 

change
 

of
 

emotion-related
 

diseases
 

and
 

widely
 

exists
 

in
 

the
 

pathological
 

process
 

of
 

various
 

related
 

diseases.
 

However,
 

due
 

to
 

the
 

lack
 

of
 

animal
 

models
 

in
 

line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CM
 

syndromes,
 

the
 

research
 

on
 

biomedical
 

basis
 

of
 

Gan-Yu-Hua-Huo
 

syndrome
 

and
 

study
 

of
 

Chinese
 

medicines
 

for
 

soothing
 

liver
 

and
 

purging
 

fire
 

have
 

been
 

restricted
 

seriously.
 

This
 

study
 

found
 

that
 

the
 

pathological
 

process
 

of
 

facial
 

fire-heat
 

symptoms
 

of
 

Gan-Yu-Hua-Huo
 

syndrome
 

was
 

similar
 

to
 

the
 

facial
 

symptoms
 

due
 

to
 

the
 

emotional
 

stress-induced
 

latent
 

herpes
 

simplex
 

viru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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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SV-1)
 

reactivation.
 

Therefore,
 

this
 

study
 

proposed
 

that
 

the
 

emotional
 

stress-induced
 

latent
 

HSV-1
 

activation
 

be
 

used
 

to
 

establish
 

the
 

animal
 

model
 

of
 

Gan-Yu-Hua-Huo
 

syndrome.
 

In
 

this
 

study,
 

the
 

state-of-art
 

literature
 

in
 

the
 

field
 

of
 

Gan-Yu-Hua-Huo
 

syndrome
 

was
 

summarized,
 

and
 

the
 

experimental
 

animal
 

model
 

of
 

Gan-Yu-Hua-Huo
 

syndrome
 

was
 

establish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motional
 

stress-induced
 

latent
 

HSV-1
 

reactivation
 

to
 

reveal
 

the
 

active
 

substances,
 

potential
 

targets
 

and
 

pathways
 

related
 

to
 

the
 

pathological
 

mechanism
 

of
 

the
 

syndrome.
 

This
 

study
 

was
 

expected
 

to
 

provide
 

reference
 

and
 

basis
 

for
 

the
 

pharmacodynamic
 

characterization
 

of
 

commonly
 

used
 

Chinese
 

medicine
 

for
 

Gan-Yu-Hua-Huo
 

syndrome
 

in
 

clinical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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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中医理论中,“火”(包括温、热)为阳盛之气所化

生,作者的团队长期从事“上火”的科学内涵研究,提出“上

火”是一种生理过程中不协调的应激性反应,是失去机体内

环境稳定状态的身心疲劳综合症[1] 。 从“上火”到形成疾病

是一种包括中枢神经、内分泌及免疫系统的复杂应激负荷反

应过程[2] 。 情志应激、燥热环境、嗜食辛辣等因素均会造成

“上火”,其中情志应激导致的上火,即“五志过极化火”是最

重要的因素之一,如最常见的“肝郁化火”。
“肝郁化火”是情志致病理论的核心内容之一,是一种病

机,也是一种证候,是指情志不遂,引起肝气郁结,进而影响

机体阴阳和脏腑的生理平衡,日久从阳化热,导致火热内生,
出现“上火”的状态。 肝经气火上逆所表现的症状,具有气火

上冲,头面部热象等显著特征。 “肝郁化火”最常见的症状有

口舌生疮、目赤、咽痛、口干、口腔溃疡、牙龈肿痛、溲赤、胸胁

肋痛、便秘等[3] 。 “肝郁化火”广泛存在于各种相关疾病的

病理过程中,是情志致病病机转变的关键环节,是疏肝解郁、
清肝泻火中药辨证论治的重要指导原则,因此阐明“肝郁化

火”的科学内涵及生物医学基础具有重要意义。 然而,由于

具备中医证型特点动物模型的缺乏,限制了“肝郁化火”的生

物医学基础研究,影响了相关中药作用机制的研究进展。
本文对近年国内外相关文献及本课题组的研究进行总

结和分析,从情志应激导致潜伏Ⅰ型单纯疱疹病毒( herpes
 

simplex
 

virus-1,HSV-1)复发感染角度建立“肝郁化火”的研

究模型,阐明“肝郁化火”病理过程中的效应分子、效应靶标

与机制通路,以期为疏肝泻火等清热中药提供药效表征的方

法参考。
1　 潜伏 HSV-1 复发的“肝郁化火”实验动物模型

当人体遭遇精神刺激或情志不遂,肝首当其冲受累。
气机郁滞导致肝气郁结,日久化火,使机体神经、内分泌、免
疫系统出现应激负荷反应,引发神经-体液代谢处于失调状

态,导致各种疾病的“易感性”增加。 例如急火攻心会引发

心脑血管疾病的突发,持续“上火”会加速神经退行性疾病

进程,引起肿瘤发病率增加等[4-5] 。 对于病毒感染性疾病,
本来应是耐受的人群可能因为机体处于“肝郁化火”的状态

而转变为易感人群。 其中,由 HSV-1 复发引发的口唇疱疹

(中医称“热疮” )是情志应激致“肝郁化火”最为常见的病

症之一[6] 。

HSV-1 的感染在人群中普遍存在,大多数感染发生于儿

童时期并终生存在于体内。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
 

2020
年数据,全球约有 37 亿 50 岁以下的人(67%)感染 HSV-1,中
国人群的潜伏感染率在 90%以上。 人类是 HSV-1 唯一的天

然宿主,原发感染的病毒通过病毒粒子融合侵入轴突末端后,
逆行运输至三叉神经元细胞核中建立潜伏[7] 。 在潜伏期,病
毒以游离的异染色质态环状 DNA 存在于神经元中,此时大部

分病毒基因组沉默,只转录一系列潜伏相关 mRNAs,如潜伏相

关转录子( latency
 

associated
 

transcript,LAT)。 当机体受到刺

激时,病毒会被重新激活并复制,随后沿轴突顺行至神经末

梢,感染临近的上皮细胞,引起颜面部复发性病变[8] 。
当人体阴阳平衡,气机调畅,HSV-1 潜伏在神经元胞体

中,不引起任何症状;当机体处于情志应激状态,肝失疏泄,
气机不畅,久而化火,导致阳热亢盛,气火上冲,围绕肝经巡

行至头面部位如眼、口唇皮肤黏膜交界处,反复出现成群小

疱并伴有刺痛、发红、肿胀、发痒或灼热感,充满液体的水泡

形成后可迅速破溃,遗留溃疡并结痂等症,严重者可进一步

引发角膜炎、脑炎等其他严重疾病[9] 。 因此,以“肝郁化火”
证的头面部症状为研究对象,发现其口唇热疮、面红目赤、头
痛耳鸣等症状,与 HSV-1 复发的症状有相通之处,且其复发

的头面部部位与中医经络肝经的头面循行部位表里对应

(图 1)。 因此,认为“肝郁化火”时颜面部火热症状的部分病

理过程,与情志应激诱发潜伏 HSV-1 激活的复发引起的头面

部症状有关,采用情志应激诱导潜伏 HSV-1 激活可以建成

“肝郁化火”病证结合的研究模型[10] 。
课题组成功建立了拘束应激诱导潜伏 HSV-1 激活的动

物模型,对模型的病证结合特点进行分析(表 1) ,并采用疏

肝泻火经典方剂丹栀逍遥散针对这一模型进行了干预研究

(图 2) 。 该模型小鼠口唇、眼部能出现明显的炎症反应,尤
其眼部的炎症表型,与临床的疱疹病毒复合细菌性感染的

眼部炎症表现一致。 综合分析表明,该模型具有“肝郁化

火”的证候特点,可有效用于“肝郁化火” 证生物医学基础

研究,也可以用于评价清热类中药的药效
 [11-12] 。 有学者采

用单纯细菌或者脂多糖( LPS)诱导葡萄膜炎作为肝火证模

型来评价中药药效[13] ,但是这类模型缺乏情志应激因素引

起内热化火的过程,应该更适合中药的抗菌和抗炎的药效

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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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肝郁化火导致潜伏 HSV-1 在足厥阴肝经巡行体表对

应部位复发

Fig. 1 　 Gan-Yu-Hua-Huo
 

syndrome
 

caused
 

the
 

recurrence
 

of
 

latent
 

herpes
 

simplex
 

virus-1
 

( HSV-1 )
 

on
 

face
 

where
 

is
 

corresponding
 

to
 

the
 

line
 

of
 

liver
 

meridian
 

pattern

表 1　 情志应激诱导潜伏 HSV-1 激活建立“肝郁化火”动物

模型的病证结合特点分析

Table
 

1 　 Characteristics
 

of
 

Gan-Yu-Hua-Huo
 

animal
 

model
 

established
 

by
 

emotional
 

stress-induced
 

latent
 

herpes
 

simplex
 

virus-1
 

(HSV-1)
 

activation
分类 中医 西医

临床表型 热疮、目赤、头痛、耳鸣、脸红 　 口唇疱疹、角膜炎症、
三叉神经痛

诊断标准 症状+病毒检测 症状+病毒检测

治疗原则 疏肝解郁、清肝泻火 抗病毒

治疗药物 丹栀逍遥散等疏肝清热中药 阿昔洛韦、伐昔洛韦等

2　 基于潜伏 HSV-1 复发的“肝郁化火” 模型的机制研究

进展

2. 1　 情志应激通过应激激素调控潜伏期 HSV-1 再激活　 中

医“肝郁”的状态属于情志应激范畴,这种情志的应激状态会

显著影响机体神经中枢皮层和边缘系统,以及下丘脑-垂体-
肾上腺(HPA)轴的神经递质、神经肽、激素、基因表达等多个

　 　

HSV-1. Ⅰ型单纯疱疹病毒;LAT. 潜伏相关转录子。

图 2　 情志应激诱导潜伏 HSV-1 激活建立“肝郁化火”证动物模型

Fig. 2　 Gan-Yu-Hua-Huo
 

animal
 

model
 

established
 

by
 

emotional
 

stress-induced
 

latent
 

HSV-1
 

activation

方面,导致机体神经-免疫轴各系统中细胞的氧化应激损伤。
HSV-1 的再激活过程受到这一系统的调控,特别是受应激激

素的影响,如糖皮质激素 corticosterone(CORT)和甲状腺激素

等[14-15] 。 应激激素作为诱导 HSV-1 易感的首级效应分子,其
升高能促进宿主细胞内糖皮质激素调节蛋白激酶 1( serum

 

and
 

glucocorticoid-regulated
 

protein
 

kinases
 

1,SGK1)的表达促

进 HSV-1
 

的 增 殖 复 制[16] 。 早 幼 粒 细 胞 白 血 病 蛋 白

(promyelocytic
 

leukemia,PML)作为内在免疫的主要成员,在
基因组稳定性、程序性细胞死亡和肿瘤发展中发挥作用的同

时,也对机体抵抗病毒感染至关重要[17-18] 。 课题组进一步的

研究发现,PML 的自噬性降解在情志应激诱发 HSV-1 易感

性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应激激素通过激活自噬,促进天然免

疫蛋白 PML 与自噬标志物 LC3 和自噬受体 P62 的相互作用

从而使 PML 蛋白发生自噬性降解,最终导致病毒复制增加

(图 3) [11] 。 实际上,自噬与 HSV-1 之间存在复杂的交互作

用。 一方面,应激激活的自噬能清除 HSV-1[19] ;另一方面,激
活的自噬也可以延长宿主细胞的生存并为 HSV-1 的复制提

供有利的环境[20] ; 鉴于应激激活的自噬与应激诱导的

HSV-1 易感这两者之间存在精细的调控网络,相关的分子生

物学机制仍有待深入研究。
甲状腺激素在 HSV-1 的激活复发中也起到了很重要的

作用。 甲状腺激素能通过甲状腺激素受体 β1 激活 LAT 的转

录,抑制早期蛋白 ICP0 的表达,并将抑制性组蛋白 H3K9me3
和 H3K9me2 募集至 HSV-1 胸腺激酶的启动子[21] ,阻断病毒

基因的表达,抑制病毒的重激活。 在应激状态下,HPA 轴受

到抑制,甲状腺激素的分泌大幅度减少,无法有效对 HSV-1
的基因沉默,从而引起 HSV-1 激活复发[22] 。
2. 2　 情志应激诱导免疫紊乱导致潜伏 HSV-1 再激活 　 当

HSV-1 病毒在人体内潜伏的时候,病毒已进化出多种免疫逃

逸策略,使机体在病毒和宿主细胞之间达到新的“阴阳平

衡”。 在这种状态下,HSV-1 静息地驻留在受感染细胞的细

胞核中,不产生感染性病毒子代。 当人体情志抑郁不畅,肝
失疏泄,气机郁滞,久而化火,干扰阴阳平衡,机体的免疫功

能会受到显著影响。 有研究表明肝气郁结会导致人体免疫

机能低下,出现 T 淋巴细胞的增殖能力下降,其增殖指数明

显降低,IL-4 细胞因子的含量明显降低,Th 细胞向 Th1 向偏

移[23] 。 肝郁动物模型的胸腺指数、脾脏指数和脾淋巴细胞

数目也显著降低,脾淋巴细胞亚群 Th(CD3+ CD4+ )(辅助性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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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T. 糖皮质激素 corticosterone;
 

PML. 早幼粒细胞白血病蛋白。

图 3　 情志应激诱导皮质激素激活潜伏 HSV-1 的过程

Fig. 3　 Process
 

of
 

corticosteroids
 

activating
 

emotional
 

stress-induced
 

latent
 

HSV-1

淋巴细胞) / Ts(CD3+ CD8+ ) (抑制性 T 淋巴细胞)的比值和

脾自然杀伤( NK)细胞活性降低[24] 。 这就导致在肝郁化火

的情况下,病毒和宿主细胞之间的阴阳平衡被打破,导致病

毒复发感染。 有研究显示[25] 复发性唇疱疹病毒的患者外周

血淋巴细胞中 Th17
 

细胞、CD4+ CD25+
 

Treg
 

细胞、Foxp3+
 

Treg
 

细胞含量显著升高,IL-2、IL-10 和 TGF-β
 

含量显著升高,也提

示患者机体处于免疫功能紊乱的状态。
课题组以往的研究也证明,拘束应激能够抑制实验动物

的免疫功能,从而增加病毒感染的易感性和感染的严重程

度[26-28] 。 正常情况下,接种 H1N1 流感病毒的小鼠发病率约

为 30%,而拘束应激处理 22
 

h 的小鼠发病率高达 100% [29] ;
其生存曲线、肺指数、病毒核蛋白水平和免疫组化结果显示

疾病严重程度显著增加[30-31] 。 进一步研究发现应激小鼠线

粒体抗病毒信号蛋白(MAVS)水平、自然杀伤细胞(NK)活性

和 T 细胞活性下降,表明先天免疫和适应性免疫均明显受

损[32-33] 。 对于 HSV-1 来说,情志应激导致的肝郁化火同样可

抑制机体对 HSV-1 的固有和适应性免疫应答[34] ,包括 NK
细胞活性、HSV 特异性 CD8+ T 细胞数量和活性、免疫相关细

胞因子水平和淋巴细胞浸润,进而增加感染神经元的数量,
导致病毒子代的增加和复发性损伤的加重。 这与情志应激

后血中糖皮质激素浓度升高有关。 糖皮质激素可通过其受

体,抑制干扰素调节因子 3
 

( IRF3) 磷酸化和 IFN-β 的减

少[16] 。 也有研究显示,在 HSV-1 潜伏感染情况下,TRIM14
可能会裂解

 

cGAS 合成酶的泛素链,阻止其通过自噬被降

解,最终增强 IFN 信号通路,从而提高免疫应答[35] 。 另外,

潜伏在三叉神经节中 HSV-1 导致特异性 CD8+ T 细胞数量减

少[36] ,与鼻咽有关的淋巴组织中的 gB-CD8+特异性 T 细胞数

量也减少,使其分泌 IFN-γ 和 granzyme-B 能力下降,从而引

起 HSV-1 激活复发[37] 。 此外,糖皮质激素还抑制 NK 细胞和

DC 细胞活性,从而损害免疫功能,导致病毒基因表达增

加[38] 。 还有文献显示[39] ,在病毒进入潜伏期的过程中,Treg
细胞通过抑制抗病毒的 CD8+ T 细胞功能,给病毒提供了机

会,而当机体在应激状态下,大脑通过分泌糖皮质激素,可提

高 Treg 细胞的水平和功能,从而抑制了抗病毒 CD8+
 

T 细胞

功能,导致 HSV-1 从潜伏状态进入到再激活和复发状态。 同

时,研究者发现干扰素基因刺激蛋白( stimulator
 

of
 

interferon
 

genes,
 

STING)在感染期间病毒脑内免疫逃逸的过程中起到

了关键作用[40] 。
2. 3　 情志应激诱导氧化应激促进潜伏 HSV-1 再激活　 当机

体处于情志应激状态时,细胞内高活性分子如活性氧自

由基 ( reactive
 

oxygen
 

species, ROS ) 和 活 性 氮 自 由 基

( reactive
 

nitrogen
 

species, RNS) 等产生过多,攻击生物膜

中的不饱和脂肪酸而引发脂质过氧化反应,当机体抗氧

化能力相对不足,就导致脂肪酸链和细胞膜完整性的破

坏,损伤生物大分子、细胞和生物体组织 [ 3] 。 当机体受到

应激刺激,邻近的轴突末端中的线粒体产生 ROS,抑制

mTOR
 

的活性,降低 Bcl-2 的表达水平,产生凋亡信号,诱
导病毒基因的级联表达,并且快速装配成成熟的病毒颗

粒,感染新的细胞,从而延续其生存 [ 41] 。 课题组的研究

表明 [ 42] ,拘束应激诱导的“肝郁化火” 模型能引起细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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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化应激,尤其是导致免疫细胞的氧化损伤,使线粒体功

能受损,线粒体抗病毒蛋白( MAVS) 解聚从而抑制 IFN-I
的表达通路,进而引起 HSV-1 潜伏激活。 HSV-1 与神经 /
大脑退行性疾病的交互作用逐渐成为近年的研究热点,
病毒从皮肤、黏膜中逆向进入( 大脑) 神经元潜伏。 大脑

神经元的谷胱甘肽含量较少,清除自由基的能力较弱;并
且大脑神经元的细胞膜中含有大量不饱和脂肪酸,极易

被氧化 [ 43] 。 此类氧化损伤导致神经元中核酸、脂质和蛋

白质的氧化,最终导致神经元凋亡或退化 [ 44] ,同时引起

潜伏的 HSV-1 病毒复制激活,激活胶质细胞并释放炎症

因子,诱发运动神经元的损伤 [ 45] 。 另一方面,神经元中

丰富的不饱和磷脂( PUFA-PLs) 受到氧化自由基的攻击

被氧化成 oxPUFA-PLs,oxPUFA-PLs 是细胞发生铁死亡的

主要脂质信号分子 [ 46] 。 本课题组前期建立了基于 LC-
MS / MS 的氧化脂组学分析技术,可快速鉴定和定量细胞

中的氧化型脂质。 研究发现,在肝郁化火的应激状态下,
激活的 HPA 轴能引起神经元发生脂质过氧化损伤 ( 图

4) 。 神 经 元 中 的 不 饱 和 磷 脂 ( PUFA-PLs ) 被 氧 化 成

oxPUFA-PLs,会诱发神经元发生铁死亡,进而增加脑部疾

病,尤其是神经退行性疾病,例如帕金森病 ( Parkinson′ s
 

disease)和阿尔茨海默病( Alzheimer′s
 

disease) 的易感性。
因此,肝郁化火的症状让人感觉微不足道,但是长期反复

“上火” (潜伏 HSV-1 反复激活) 则会引起一些重大疾病

的易感性增加。

图 4　 情志应激诱导 HPA 轴紊乱和细胞脂质过氧化激活潜伏 HSV-1 引发神经元损伤

Fig. 4　 Emotional
 

stress
 

induces
 

HPA
 

axis
 

disorders
 

and
 

cellular
 

lipid
 

peroxidation
 

activates
 

latent
 

HSV-1
 

to
 

trigger
 

neuronal
 

damage

3　 情志应激诱导潜伏 HSV-1 激活模型在清热中药药效评价

中的应用

在中医理论中,肝为藏血之脏,血属阴,故肝体为阴;肝
主疏泄,性喜条达,内寄相火,主升主动,故肝用为阳[3] 。 由

于肝脏具有体阴而用阳的特点,在临床上对于肝病的治疗,
“用药不宜刚而宜柔,不宜伐而宜和” (《 类证治裁·卷之

三》)。 对于肝郁气滞、肝郁化火引起的各种疾病,主要的治

则为疏肝解郁、清肝泻火。 研究显示对表现为“肝郁化火”证

型的多种疾病采用丹栀逍遥散[47] 、逍遥散加减[48] 等疏肝降

火的方剂取得了良好效果;从郁论治“上火”,即通过疏通气

机、调畅情志来治疗“上火”,为“上火”的治疗提供了新的思

路[49-50] 。 在课题组开展“肝郁化火”动物模型研究之前,此
类中医证型动物模型缺乏,限制了“肝郁化火”的生物医学基

础研究,影响了相关中药作用机制的研究进展。 作者课题组

发现 HSV-1
 

体内外潜伏激活的研究模型,非常适合模拟“肝

郁化火”的病理状态。 通过拘束应激建立的 HSV-1 易感的原

发和潜伏感染的动物模型[10] ,并基于“以方测证”在证候模

型中应用的依据,采用疏肝泻火方剂针对模型进行干预。 除

了前面提到的丹栀逍遥散[10] ,还发现九节茶及其主要药效

成分迷迭香酸可显著降低应激诱导的 HSV-1 易感性,其作用

机制与靶向性抑制 ALOX15 介导的细胞及线粒体脂质过氧

化水平有关[51] 。 此外,中药成分黄芩素对 HSV-1 / F 和 HSV-
1 / Blue(阿昔洛韦耐药株)的复制均有效;在小鼠眼部接种模

型中,黄芩素显著抑制体内 HSV-1 / F 复制,降低病毒感染诱

导的炎症风暴和角膜组织学病变,提高小鼠生存率,其作用

机制与黄芩素对病毒颗粒的灭和抑制 IκB 激酶( IKK-β)磷酸

化的抑制作用有关[52] 。 同时,课题组系统分析了当前报道

具有抗疱疹活性的天然产物小分子化合物,发现这些化合物

多数来自清热类中药[12] 。 上述结果表明,情志应激诱导潜

伏 HSV-1 激活模型,能有效地用于清热中药的药效表征,也
可以揭示该类中药的效应活性成分。 当然,在实践中也发现

该模型存在建模时间较长等不足之处,需要在未来的研究进

一步完善和改进。
4　 总结

随着现代社会工业化和经济化的快速发展,生活节奏加

快,人们承受的压力越来越大,随之产生的情志心理应激负

荷导致的健康问题日趋明显。 “情志致病”是中医基础理论

的重要组成部分,情志心理应激,作为人类多种疾病的重要

病因和诱因在现代研究中也逐步得到确认。 本文从“肝郁化

火”的中医基础病机出发,总结和探讨了情志应激导致潜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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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HSV-1 激活复发病理过程中的机制通路研究进展,对“上

火”之“肝郁化火”的科学内涵进行了补充。 “肝郁化火”是

情志致病的典型病机,所述研究进展对于多种包含此病机的

疾病的中医药防治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依据;情志应激导致潜

伏 HSV-1 激活这一模型,也可为疏肝解郁,清肝泻火类临床

常用中药提供药效表征的方法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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