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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用大鼠后腿股骨下端实验性骨损伤模型
,

研究了懈蔗
、

中华懈蔗以及栅藏根茎主成分抽皮

贰对骨损伤的影响
。

经R id it 分析
,

结果表明
,

它们对大鼠实验性骨损伤的愈合均 有促进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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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碎补为较常用中药
,

有补肾强骨
、

续伤止痛等功效
,

用于 肾虚腰痛
、

耳鸣耳聋
、

筋骨

伤折等症的治疗〔1〕
。

现代药理实验表明骨碎补可减轻卡那霉素对耳蜗的毒 性 作 用〔“〕; 对心

肌细胞有起博作用
,

并能增强博动频率〔2〕
;
对骨关节软骨有刺激细胞代偿性增生的作用

,

并

能部分改善由于力学应力线改变造成的关节软骨的退行性变
,

从而降低骨关节病变率〔4〕
。

但

对其促进骨损伤愈合作用
,

及其相应的活性成分
,

尚无研究报道
。

为此
,

作者采用大鼠后腿

股骨下端骨损伤模型
,

验 证了榭旅和 中华棚蔽根茎水煎液对于骨损伤愈合的促进作用
,

并初

步研究了其活性成分
。

1 材料与方法

材料
:

棚藏 (采自安徽省石 台县 )
,

中华懈戴 (采自甘肃省天水市 )均制成水煎剂
,

浓

度 (含生药 ) 4 0 9 / m l
。

抽皮贰粗晶 (本室 分 离 和 鉴定 )配成浓度 0
.

4 9 / m l (相当于原生药

4 0 9 / m l )
。

盐酸四环素粉针剂 (南京军区门诊部提供 )
。

动物
:

S D 大鼠 (本校动物房提供 )
。

动物模型及实验方法
:

S D 大鼠60 只
,

雌雄各半
,

体重 180 ~ 2 0 09
,

用 30 %戊巴比 妥钠腹

腔注射麻醉
,

在无菌条件下在后腿股骨下端中部造成 3m m 宽
、

Zm m 深的缺损
,

随机分成 6组
,

每组 10 只
,

即 5 个给药组和一个空白对照吸
。

从手术后第 2夭开始灌 胃给药
,

懈蔗 3个剂量组
,

即
: 1 0

、

2 0
、

3 0 9 / k g ; 中华棚威 1个剂量组 10 9 / k g , 袖皮贰 1个剂量组
,

其混悬液浓度相 当于

原生药 2 0 9 / k g ;
对照组灌生理盐水

。

连续 14 d
,

并于第 14 天 按 50 m g / k g剂量肌 注 四 环 素
,

2 4 h后处死并取 出骨标本
,

固定于福尔马林液中
。

效果 观察
:

首先观察创口外观
,

记录愈合程度及软硬度等
; 再从创 口 中部切断

,

于紫外

光灯下观察新生骨厚度及荧光强度 ; 最后分别取不同愈合程度 的 骨标本各2份
,

进 行电子显

微镜观察
。

疗效分 3个等级
,

判别标准如表 1所示
。

2 结果

2
.

1 不同剂量的榭旅根茎对大鼠实验性骨损伤愈合的影响
:

按表 1的判 别标准
,

不同剂量的

棚藏根茎对大 鼠实验性骨损伤影响的外观和横断面荧光观察结果见表 2
、

3
。

给药组与对照组

相比
,

对骨损伤愈合有明显 的促进作用
,

作用 强 度随剂量增加而加强
。

用 R idi t分析表明
,

1 0 9 / k g 组与对照组差异不显著 (尸 > 0
.

0 5 )
,

而 2 0 9 / k g 组和 3 09 / k g组 与 对 照 组存在显著差

异
,
尸值分别为 < 0

.

05 和 < 0
.

0 1
。

说明撇藏根茎水煎剂有促进骨损伤愈合的作用
。

2
.

2 中华棚藏根茎的疗效观察
:

给药剂量为2 0 9 / k g的中华榭蔗根茎对大鼠 实 验性骨损伤愈

合的影响
。

观察结果见表4
、

5 ,

提示中华榭蔽根茎水煎液对大鼠实验性骨损伤愈合有促进作

用
。

* A d d r e s 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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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鼠口服贰甲后
,

药物从 胃肠道消失较快
。

离体胃及小肠孵育实验结果提示
,

贰甲在胃

肠道受到一定程度的破坏
,

尤其是在胃中
。

这与贰甲灌胃所显示的抗瘤效果较低的实验结果

相一致
。

药物与血浆蛋白的结合程度
,

对其在体内分布
、

代谢等影响颇大
。

贰甲与血浆蛋 白结合

率较低
,

易从血液 内消失
,

因而不易产生蓄积毒性作用
。

贰甲在体 内的分布广
,

但在肝
、

脾
、

血和肺等组织或器官内含量高
,

这样分布的相对特异性为我们使用贰 甲来治疗肿瘤提供 了条

件
。

贰 甲在心
、 ’

肾和脑 内的含量低
,

这一特点有利于减少它对这些器官的副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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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2 化学成分研究结果表明
, ,
户华枷蔽和棚威根茎所含的黄酮类 成分 不 同

,

总 黄 酮 含量

也有显著差异
。

对于其化学成分与疗效间的关系
,

有待进一步研究
。

3
.

3 本实验采用大鼠后腿股骨下端制作骨损模型
,

并利用四环素与新生骨结合产生 荧光 的

特性辅助进行效果判别
,

实验证明本模型具有制作简便
、

实验周期短
、

结果可 靠 等 优 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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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番荔枝中的细胞毒生物碱

W u Y a n g e h a n g
, e t a l

.

Ph y t o e h e m
,

1 9 9 3
,

3 3 (2 )
: 4 9 7

山番荔枝A 朋on a o on t a o a为一种常绿小树
,

原产印度和巴西
,

后移植到我

国台湾
。

其中有多种生物碱
,

其甲醇提取物在体外筛选中对 人 K B 细 胞
、

A 一5 49

肺癌
、

H T 一29 结肠癌细胞及鼠类P一38 8 及L 一1 2 1。白血病有细胞毒作 用
。

今报道

从该提取物中分得i个新菲类生物碱
,

定名a n n o r e t in e , C : 。H : 。N O
: ,

油状物

经光谱及化学分析证明其为 3一径基一4一甲 氧基一N 一 甲基一四氢 毗 咤 ( 4 , 3一a )菲

( I )
,

见图
。

本品对K B 细胞
、

P一3 5 8
、

A 一5 理9及 H T 一2 9等细胞 的 E D 。 。

分 别 为 1 4
.

4 7
、

3
.

3 3
、

4
.

4 6及 2
.

5 1 1‘g / m 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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