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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基于数据挖掘技术对脾气虚大鼠模型相关文献进行分析,了解脾气虚大鼠造模方法、干
预手段的研究动态。 方法:检索中国知网(CNKI)、万方数据(WANFANG

 

DATA)和维普中文科技期刊数据

库(VIP)自建库至 2020 年 1 月 1 日脾气虚大鼠研究相关文献,运用 CiteSpace
 

5. 5. R2 软件绘制脾气虚大鼠

研究的作者共现网络、机构共现网络,进行关联分析;采用频数分析法对相关文献发表年度、收录期刊、基金

种类、模型种类、造模方式、干预方式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共检索到相关文献 355 篇,发文量总体呈逐年上

升趋势;涉及中文期刊 93 种,其中核心区期刊 34 种;发文量最多的作者为单德红,作者合作网络可视化图谱

显示合作最为密切的是以单德红为核心,包括张立德、王德山在内的作者群;发文量最多的研究机构为辽宁

中医药大学,各发文机构之间的合作情况较为集中,大部分合作为同地区间合作及附属机构之间的合作;
233 篇文献涉及 19 种基金资助。 文献中包含 34 种脾气虚大鼠模型,包括 1 种证候模型、27 种病证结合模型

和 6 种疾病模型,涉及最多的为脾气虚证候模型(259 次,72. 96%);共有 44 种脾气虚大鼠造模方式,出现频

次最高的为双因素复合造模方式(242 次,69. 34%)、其次为多因素复合造模方式(58 次,16. 62%)、单因素

造模方式(40 次,11. 46%)。 有 235 篇文献对大鼠模型进行干预,共涉及 5 种干预方式,其中出现频次最高

的是中药干预(204 次,86. 81%),四君子汤在中药干预中出现频次最高(40 次,19. 61%)。 结论:脾气虚大

鼠模型文献发展符合科学文献逻辑增长曲线,造模方式多样,干预手段丰富。 使用频数分析法能够清楚地

展示脾气虚大鼠模型应用现状,有助于脾气虚大鼠的精准造模与合理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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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医证候模型是一种利用动物的某些生物表

面特征来模拟人类证候特征,从而解释中医学理论

或解决中医临床问题的生物模型[1] 。 成功建立各

种证候的动物模型是中医动物实验学的基础步骤,
而按照中医标准对这些模型进行准确的诊断和评

价是这一步骤的前提[2] 。 通过对中医证候动物模

型的研究,可以揭示中医病症的本质,促进中医发

展[3] 。 脾主运化,为气血生化之源,为机体各组织

提供营养和能量,脾虚可导致气血不足,五脏失养

而引发各种生理功能障碍[4] 。 脾脏病变中多以脾

气虚为病理基础,因此脾气虚证是中医临床上常见

的证候。 由于脾胃功能的重要性,学者们通过建立

脾气虚证动物模型, 对脾胃病进行了大量的研

究[5] 。 文献计量学是利用统计手段对文献进行定

量或半定量分析,以揭示文献相关内容的分布规

律,预测学科发展方向的一个重要方法[6] 。 本文全

面系统地检索脾气虚大鼠模型相关文献,从中提取

有关脾气虚大鼠造模方法、干预手段的相关内容,
进行计量分析,展示其研究动态,探索该领域的研

究现状,为继续推进中医证候实验研究提供参考。
1　 资料与方法

1. 1　 纳入标准　 1)研究对象为 SPF 级大鼠,年龄、
性别、类型不限;2)进行脾气虚大鼠模型制备,且造

模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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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排除标准　 1)重复发表的文献;2)体外研究;
3)综述类文献。
1. 3　 文献检索策略　 以中国知网( CNKI)、万方数

据(WANFANG
 

DATA)和维普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

(VIP)为数据来源,以关键词“脾气虚”和“大鼠”进

行电子检索,文献文摘或者关键词中出现上述检索

词均纳入;检索时限:自建库至 2020 年 1 月 1 日。
1. 4　 文献筛选　 将不同数据库的检索结果分别导

入文献管理软件 NoteExpress,通过软件自带的查找

重复题录功能剔除各数据库检索的重复记录;由
2 名评价员阅读剩余文献的标题和摘要,剔除与本

研究明显不相关的文献,对可能符合的文献阅读全

文,按照纳入与排除标准确定是否纳入。 若存在分

歧则通过讨论或第三方人员解决。
1. 5　 数据处理　 运用 Excel

 

2018 软件,制作信息提

取表,对文献发表时间、期刊、研究作者、研究机构、
基金项目、模型种类、造模方式、干预方式进行计量

统计分析。 作者和机构合作情况使用 CiteSpace
 

5. 5. R2 软件进行共现分析。 实验动物名称、种类等

均参照《实验动物和动物实验技术》 [7] 进行规范,统
一处理具有不同名称的动物种类。
2　 结　 　 果

2. 1　 检索结果

2. 1. 1　 文献发表概况　 共检索到相关文献 949 篇,
剔除重复文献、成果专利、综述等,最终纳入 355 篇

文献,均为中文文献。
2. 1. 2　 文献发表时间分布　 脾气虚大鼠模型制备

研究相关文献首次出现在 1988 年,发文量呈现总体

上升趋势。 根据上升趋势的特征可以将其研究历程

分为两个阶段:萌芽初生期(1988—2006 年)和飞速

跃进期(2007—2019 年)。 1988—2006 年文献发表数

量较少,共 75 篇,占总发文量的 21. 13%,此阶段脾气

虚大鼠造模研究刚刚起步,学术关注度较低。 随着脾

气虚大鼠造模技术日益成熟,2007、2013、2017 年出现

阶梯式增长,2017 年发文量达到顶峰。 (见图 1)
2. 1. 3　 文献发表期刊分布 　 355 篇文献发表在

93 种期刊上,其中核心区期刊 34 种,占 36. 56%。
核心 区 期 刊 发 表 文 献 147 篇, 占 文 献 总 量 的

41. 41%。 其中《中华中医药学刊》 和《辽宁中医杂

志》刊载数量最多,各收录 18 篇,其次为《中华中医

药杂志》,收录 17 篇,3 种期刊文献收录量共占文献

总量的 14. 93%。 (见表 1)

图 1　 相关文献发文量趋势图

表 1　 中文核心区期刊刊载数量统计

序号 期刊名称
刊载数量

(篇)
构成比
(%)

1 中华中医药学刊 18 5. 07
2 辽宁中医杂志 18 5. 07
3 中华中医药杂志 17 4. 79
4 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 14 3. 94
5 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 12 3. 38
6 时珍国医国药 9 2. 54
7 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 8 2. 25
8 中药材 6 1. 69
9 中药新药与临床药理 5 1. 41
10 中医杂志 4 1. 13
11 中国实验方剂学杂志 4 1. 13
12 中国中药杂志 3 0. 85
13 中国老年学杂志 3 0. 85
14 山东医药 3 0. 85
15 中国运动医学杂志 2 0. 56
16 中国全科医学 2 0. 56
17 解剖学杂志 2 0. 56
18 重庆医科大学学报 1 0. 28
19 中医药信息 1 0. 28
20 中药药理与临床 1 0. 28
21 中国组织工程研究与临床康复 1 0. 28
22 中国医科大学学报 1 0. 28
23 中国药理学通报 1 0. 28
24 中国药房 1 0. 28
25 中国病理生理杂志 1 0. 28
26 中成药 1 0. 28
27 中草药 1 0. 28
28 郑州大学学报(医学版) 1 0. 28
29 针刺研究 1 0. 28
30 天然产物研究与开发 1 0. 28
31 首都医科大学学报 1 0. 28
32 解剖学报 1 0. 28
33 航天医学与医学工程 1 0. 28
34 北京医学 1 0.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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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4　 作者合作分析 　 355 篇文献共包含作者

144 位,其中累计发文量最高的作者为单德红,累计

发文 26 篇,其次为张立德 21 篇、王德山 20 篇。 发

文量在 10 篇以上的高产作者 13 位,占作者总人数

的 9. 03%。 (见表 2)
　 　 对脾气虚大鼠模型制备相关文献的作者合作

网络进行可视化分析,结果显示,有 5 组分布较为

明显的作者网络,合作最为密切的是以单德红为核

心,包括张立德、王德山的作者群,发表论文 63 篇,
占 17. 75%,研究方向为脾气虚大鼠模型分子生物

学变化。 同时,各个集团分布相对分散,说明不同

研究团队之间的合作较少,这与不同团队之间研究

方向的差异有关,一定程度上表明了脾气虚大鼠模

型制备相关研究的多样化。 (见图 2)
表 2　 发文量≥10 篇的作者统计

序号 作者 发文量(篇) 中心性 序号 作者 发文量(篇) 中心性

1 单德红 26 0. 07 8 刘旭东 11 0. 02
2 张立德 21 0. 15 9 成映霞 11 0. 00
3 王德山 20 0. 11 10 杨晓轶 11 0. 00
4 刘文俊 15 0. 02 11 段永强 11 0. 00
5 曲怡 14 0. 01 12 宋囡 10 0. 01
6 杨关林 12 0. 09 13 杜娟 10 0. 00
7 贾连群 12 0. 03

图 2　 作者合作网络图谱

2. 1. 5　 机构合作分析　 355 篇文献共包含 31 家研

究机 构, 发 文 量 5 篇 及 以 上 的 机 构 有 7 家

(22. 58%), 共 发 表 文 献 93 篇, 占 文 献 总 量 的

26. 20%(见表 3)。 其中发文量最高的机构是辽宁

中医药大学。 将机构合作进行可视化分析结果显

示,各发文机构间合作情况较为集中,大部分合作

为同地区间合作及附属机构之间的合作,如辽宁中

医药大学与辽宁中医药大学中医脏象理论及应用

教育部重点实验室、辽宁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之

间合作。 研究机构合作网络见图 3。

表 3　 发文量≥5 篇的机构统计

序号 机构名称 发文量(篇) 百分比( %)

1 辽宁中医药大学 38 40. 86

2 辽宁中医药大学中医脏象

理论及应用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21 22. 58

3 辽宁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 10 10. 75

4 兰州大学基础医学院中西医结合研究所 7 7. 53

5 浙江中医药大学 6 6. 45

6 广州中医药大学中药学院 6 6. 45

7 成都中医药大学 5 5.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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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文献发表机构合作网络图谱

2. 1. 6　 基金分布　 355 篇文献中,223 篇有基金资

助,涉及 19 种基金,占文献总量的 62. 82%。 其中

资助 5 篇及以上相关研究的基金有 9 种,共资助相

关文献 199 篇。 (见表 4)
2. 2　 脾气虚大鼠模型的制备　
2. 2. 1　 模型种类　 对 355 篇文献进行统计,共涉及

34 种脾气虚大鼠模型,包括 1 种证候模型(259 次,
72. 96%)、27 种病证结合模型( 90 次,25. 35%) 和

6 种疾病模型(6 次,1. 69%)。 (见表 5)

表 4　 资助研究文献≥5 篇的基金种类统计

序号 基金名称 频次(次) 百分比( %)
1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86 24. 23
2 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规划(973 计划) 48 13. 52
3 甘肃省自然科学基金 14 3. 94
4 甘肃省教委科研基金 13 3. 66
5 辽宁省科学技术基金 10 2. 82
6 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 9 2. 54
7 辽宁省教育厅科学技术研究项目 7 1. 97
8 山东省科技攻关计划 6 1. 69
9 国家科技支撑计划 6 1. 69

表 5　 模型种类频数分布

种类 大鼠模型名称
频次
(次)

百分比
(%) 种类 大鼠模型名称

频次
(次)

百分比
(%)

证候模型 脾气虚证模型 259 72. 96
病证结合模型 脾气虚型变异性鼻炎模型 14 3. 94

脾气虚型胃溃疡模型 11 3. 10
脾气虚胃炎模型 9 2. 54
脾气虚证模型(在此基础上制作脾阳虚模型) 7 1. 97
脾气虚克罗恩模型 7 1. 97
脾气虚证 2 型糖尿病模型 6 1. 69
COPD 脾气虚证模型 5 1. 41
脾气虚证模型(在此基础上制作脾阴虚模型) 4 1. 13
脾气虚代谢综合征模型 4 1. 13
功能性消化不良脾虚证模型 3 0. 85
脾阴虚糖尿病脑病模型(在脾气虚证基础上制作脾

阴虚糖尿病脑病模型)
2 0. 56

脾气虚泄泻模型 2 0. 56
脾气虚型亚健康状态模型 2 0. 56
胃黏膜损伤合并脾气虚证模型 1 0. 28
胃癌前病变脾气虚模型 1 0. 28
脾阴虚糖尿病模型(在脾气虚证基础上制作脾阴

虚证模型)
1 0. 28

脾虚发热模型 1 0. 28
脾气虚证哮喘模型 1 0. 28
脾气虚证模型(在此基础上制作脾阴虚、脾阳

虚证模型)
1 0. 28

脾气虚证模型(在此基础上制作脾不统血证模型) 1 0. 28
脾气虚证溃疡性结肠炎模型 1 0. 28
脾气虚型系膜增生性肾炎(MsPGN)模型 1 0. 28
脾气虚型功能性消化不良内脏高敏感模型 1 0. 28
脾气虚型阿霉素肾病综合征模型 1 0. 28
脾(阳)气虚模型 1 0. 28
病证结合 T2

 

dM 胃黏膜损伤模型 1 0. 28
慢性不可预知温和应激(CUMS)抑郁模型及

利血平拮抗抑郁模型

1 0. 28

疾病模型 佐剂性关节炎模型 1 0. 28
慢性癫痫模型 1 0. 28
化疗模型 1 0. 28
胃 / 小肠损伤模型 1 0. 28
高血压前期模型 1 0. 28
1 型糖尿病模型 1 0.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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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2　 造模方式　 对 349 篇(除外 6 篇疾病模型文

献,由于其不具有脾气虚相关致病因素的特异性,即
造模方式未对脾气虚本身产生借鉴意义,故未纳入分

析)脾气虚大鼠文献进行统计,共有 44 种造模方式,
按照施加因素可分为 3 类:12 种单因素造模方式,

21 种双因素复合造模方式和 11 种多因素复合造模

方式。 其中双因素复合造模方式最多 ( 242 次,
69. 34%)、 其次为多因素复合造模方式 ( 58 次,
16. 62%)、单因素造模方式(40 次,11. 46%)。 此外,
有 9 篇文献分组比较了不同的造模方式。 (见表 6)

表 6　 造模方式频数分布统计

造模方式 具体方法
频次
(次)

合计
(次)

百分比
(%) 造模方式 具体方法

频次
(次)

合计
(次)

百分比
(%)

单因素造模 皮下注射利血平 15 40 11. 46
灌服大黄 10
灌服白醋 3
50%医用乙醇+山西白醋 2
白酒+食醋 2
灌服番泻叶 2
灌服厚朴三物汤 1
胃饲秋水仙碱 1
喂饲泻下药化饲料(大黄、芒硝、普通饲料) 1
X 射线照射腹部 1
采用声、光、电及机械刺激,进行递增负荷的

跑台运动

1

尾部悬吊模拟失重 1
双因素复合造模 饥饱失常+游泳力竭 87 242 69. 34

饮食不节+游泳力竭 62
灌服大黄枳实厚朴制剂液+饥饱失常 16
灌服小承气汤+饥饱失常 13
饥饱失常+负重游泳力竭 10
灌服厚朴三物汤+饥饱失常 8
饮食不节+跑步 6
灌服番泻叶+振荡器振荡 6
灌服大黄+饥饱失常 5
游泳筛选+饥饱失常+游泳力竭 5
饥饱失常+睡眠剥夺 3
灌服大黄+负重游泳力竭 3
灌服番泻叶+游泳力竭 3
灌服大黄枳实厚朴制剂液+负重游泳力竭 3
苦寒泻下+耗气破气降气 3
饥饱失常+游泳+跑步 2
饮食不节+游泳+跑步 2
饥饱失常+耗气泻下+跑步 2
饥饱失常+负重跑步力竭 1
饥饱失常+水环境小平台站立法 1
灌服大黄+游泳力竭 1

多因素复合造模 灌服大黄+负重游泳力竭+饥饱失常 28 58 16. 62
游泳筛选+苦寒泻下+耗气破气降气 8
灌服大黄枳实厚朴制剂液+负重游泳力竭+

饥饱失常

7

五味偏食+负重游泳力竭+控制饮食 4
灌服小承气汤+饥饱失常+游泳力竭 3
五味偏食+游泳力竭+控制饮食 3
负重游泳力竭+控制饮食+夹尾 1
灌服大黄+灌服番泻叶+饥饱失常 1
游泳+夹尾+饥饱失常 1
饮食不节+游泳力竭+灌服番泻叶 1
游泳筛选+五味偏食+负重游泳力竭+控制

饮食

1

分组比较 组 1:五味偏食+负重游泳力竭 2 9 2. 58
造模方式 组 2:五味偏食+灌服大黄+负重游泳力竭

 

组 3:灌服大黄

组 4:皮下注射利血平

组 1:游泳力竭 1
组 2:灌服番泻叶

组 3:游泳力竭+灌服番泻叶

组 1:饮食不节+游泳力竭 1
组 2:皮下注射利血平

组 1:灌服大黄 1
组 2:灌服大黄+负重游泳力竭

 

组 3:灌服大黄+负重游泳力竭+饥饱失常

组 1:灌服番泻叶 1
组 2:灌服大黄

组 1:灌服大黄 1
组 2:灌服大黄枳实厚朴煎剂

组 3:限量营养
 

组 4:游泳力竭

组 5:皮下注射利血平

组 1:灌服番泻叶 1
组 2:游泳力竭+饥饱失常

组 1:游泳筛选+苦寒泻下+耗气破气降气 1
组 2:灌服大黄

组 3:灌服大黄枳实厚朴煎剂

组 4:限量营养

组 5:游泳力竭

组 6:皮下注射利血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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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干预方式分布　 355 篇文献中,有 235 篇文献

对脾气虚大鼠进行干预,共涉及 5 种干预方式(包

括方剂反证),出现频次最多的是中药干预(204 次,
86. 80%),且四君子汤在中药干预中出现频次最高

( 40 次, 19. 61%), 其 次 为 针 刺 干 预 ( 27 次,
11. 49%)。 具体内容(见表 7、8)

表 7　 干预方式分布

干预方式 频次(次) 百分比(%)
中药 204 86. 80
针刺(包括电针) 27 11. 49
不同的运动强度 　 2 0. 85
捏脊疗法 　 1 0. 43
重症肌无力患者血清 　 1 0. 43

表 8　 中药干预中出现频次≥2 次的中药(方)

序号 方剂名称
频次
(次)

百分比
(%) 序号 方剂名称

频次
(次)

百分比
(%)

1 四君子汤 40 19. 61
2 补中益气汤 22 10. 78
3 白术茯苓汤 13 6. 37
4 香砂六君子汤 8 3. 92
5 益气健脾中药 6 2. 94
6 黄芪建中汤 4 1. 96
7 滋补脾阴药 4 1. 96
8 四君子丸 4 1. 96
9 四君子汤加味 4 1. 96
10 健脾益气止血方 3 1. 47
11 健脾益气中药 3 1. 47
12 六君子汤 3 1. 47
13 补脾益气中药 3 1. 47
14 参苓白术散 2 0. 98
15 黄芪建中汤 2 0. 98

16 补脾气方药 2 0. 98
17 补脾益气方药(四君

子汤组、六君子汤组、
归脾汤对比)

2 0. 98

18 补脾益智三方(补益

脾气、温运脾阳、滋补

脾阴方药对比)

2 0. 98

19 桂枝汤 2 0. 98
20 加味枳术汤 2 0. 98
21 健中愈疡片 2 0. 98
22 山药粥 2 0. 98
23 五龙颗粒 2 0. 98
24 中药复方 2 0. 98
25 自拟补益脾气方 2 0. 98
26 蜜炙黄芪 2 0. 98

3　 讨　 　 论

　 　 本研究共纳入 355 篇脾气虚大鼠模型制备相

关中文文献,年发文量显示,1988—2006 年研究力

量和学术关注度较低,2007、2013、2017 年出现阶梯

式增长,2017 年达到峰值。 中文核心区期刊发表文

献 147 篇,占文献总量的 41. 41%,说明相关研究深

度及质量较好。 作者合作图谱分析结果显示,中文

文献作者 144 位,单德红累计发文 26 篇,单德红、张
立德、王德山形成两个明显的研究集团,以这两个

聚类为代表的课题组的研究方向相互交叉,聚焦于

脾气虚大鼠模型的分子生物学变化,说明脾气虚大

鼠研究不仅方向多样,还可以形成系统化研究。 从

研究机构角度分析,辽宁中医药大学与辽宁中医药

大学中医脏象理论及应用教育部重点实验室、辽宁

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发文量较多。 合作图谱中,
圆圈代表各个不同的研究机构,圆的大小和字体大

小与其所代表机构的发文量呈现正比例相关[8] ,由
图 3 可见各研究机构之间的连线明显,表示联系紧

密,联合发文量多。 233 篇文献涉及 19 种基金资助

项目,占文献总量的 62. 82%,资助率最高的基金是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表明脾气虚基础类研究力量和

学术关注度持续提升。
通过对文献进行统计,共涉及 34 种脾气虚大

鼠模型,将其按照造模因素可分为三类:一类为证

候模型,又称中医病因模型,是以中医脾虚病因中

医理论为依据制作的动物模型[9] ,如单因素造模

中的灌服大黄或番泻叶,是利用中药四气五味特

性,选定苦寒泻下作为造模要素,制成证候模型;
饮食不节及饥饱失常是建立在“饮食自倍,肠胃乃

伤” “生病起于过用” 等原则上;游泳力竭是基于

“劳则气耗” 的原理,且常与其他因素复合造模。
这种模式与中医学理论有明显的一致性,可以清

晰地推导出证候的本质[10] ;但是所复制的动物模

型很难反映证候全貌和本质,若仅从单一角度造

模,其证型缺乏代表性[11] 。 一类为疾病模型,西
医又称病理模型,是由药物的毒性反应或手术后

的不良反应引发的临床表现。 以注射利血平形成

的脾虚气证模型为代表,该药属肾上腺能神经阻

断剂,使用后交感神经系统功能受到抑制,副交感

神经系统的功能相对占优势,于是出现消化功能

亢进而致大便次数增多、腹痛、腹泻、胃酸分泌增

加、溃疡病等不良反应[12] ,健脾中药可以改善症

状。 这类模型更加适用于防治疾病的中医干预类

研究[5] 。 一类为病证结合模型,是以上两种造模

方法的联合,即中医病因加西医病理模型[13] ,该
方法具有实际应用价值,但目前需要依赖证候模

型的研究成果。
脾气虚大鼠造模方式中使用频率最高的是双

因素复合造模中的饥饱失常叠加游泳力竭。 有学

者认为,单因素造模法由于涉及的因素单一,往往

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如模型症状不明显、效果不稳

定、维持时间短等。 随着研究者对脾气虚证病因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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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认识的深入,采用复合因素造模比单因素造模法

在实验结果上更有说服力,更适合临床实践,且重

复性好、效果稳定,已成为近年来脾气虚证动物造

模方法的主流[14] ,这与本文研究结果一致。
通过对干预类文献分析发现,干预手段较为集

中,出现频次最高的中药干预,其次为针刺干预。
对中药干预进一步分析发现,治疗方式均为中药内

服,而四君子汤在中药干预中出现频次最高。 中药

内服是治疗疾病的传统方法,药物可以经胃肠道黏

膜吸收,吸收效率较高,治疗效果更加显著[15] 。 四

君子汤是健脾益气法的代表方剂,最早见于《太平

惠民和剂局方》,由茯苓、人参、炙甘草、白术按照 1 ∶
1 ∶1 ∶1的比例配制而成,该方以人参为君药补脾胃

之气,以白术为臣药燥湿健脾,佐以茯苓健脾利水

渗湿,炙甘草益气补中、调和诸药为使药,四药合

用,共奏健脾益气之功效,是治疗脾气虚的基础

方[16] ,常用其进行方剂反证。 进一步分析四君子汤

干预类文献发现,其除了方剂反证作用外,研究内

容多集中于以下两方面,一是探究四君子汤主要通

过调整脾气虚大鼠何种理化指标来完成治疗作

用[17] ;二是采用各种现代药理学研究方法,通过药

动学、药效学研究手段,依照中药的应用规律和复

方药物的多效性,发现和阐明中药的活性物质,研
究四君子汤的作用机制,探究四君子汤中由两种或

两种以上的分效应综合而成某一总效应的作用

机制[18] 。
4　 小　 　 结

　 　 动物模型的作用是模拟临床疾病的证候特点,
其与临床病证的相似性决定了该模型作用的价值。
动物模型的建立对中医脾气虚证的研究具有重要

作用,是进一步挖掘脾气虚实质的重要途径[19] 。 笔

者认为,为充分发挥脾气虚动物模型的作用,在造

模的病因病机设计上应密切参照中医学理论和临

床实践,注重造模要素与脾气虚临床病因的相近性

和合理性。 在以后的研究中,可以在相同造模方式

的基础上挖掘造模过程中相关实验条件的客观控

制,如造模使用药物剂量、造模时间长短的选择等,
继续完善和创新造模方法,不断丰富和充实脾气虚

模型类型,复制和筛选更接近临床疾病证候特点的

脾气虚动物模型[20] 。 另外,将不同干预方式的干预

机制与其造模的病因病机设计进行联系,可使造模

方法的选择更加具有特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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