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药 酒 中 添 加 剂 的 药 理 作 用

安徽省药物研究所 ( 合肥 2 30 0 2 2 ) 蒋珠芬 田 军 杨士友

本添加剂为山药
、

肉桂
、

甘草
、

乌梢蛇
、

大枣
、

生姜
、

竹荪等多种动植物的提取液
,

以科学方法兑

制而成
,

酒中浓度为 8%
。

按中医理论
,

添加 剂 具

有健脾益气
、

扶正祛邪的功效
,

为验证这些作用我

们对该添加剂进行了以下的药理实验
。

1 实验材料

添加剂
:

屯溪野生动物研究所提供
,

为含 2 9生

药 / m l的浓缩液
,

试验时加蒸馏水稀释成所需浓度
。

复方阿胶补浆
:
山东东阿阿胶厂生产

。

环磷酞

胺
、

上海第十二制药厂生产
。

四乙氧基丙烷
:

苏州

医学院提供
。

硫代硫巴 比妥酸
:

苏州医学院提供
。

动物
:
昆明种小鼠

,

B a r b /
e小鼠

,

W i s t a r大

鼠均由安徽医科大学动物房提供
。

仪器
:

72 2型分光光度计
,

上海分析 仪 器厂
。

2 方法与结果

2
.

1 对小鼠自主活动的影响
: B a r b /

c小鼠 40 只
,

体重 19 士 1 9
,

按表 1随机分成 4组
,

每组 10 只
,

雌雄

各半
。

灌 胃给药30 m in 后
,

用 A ut o m e x l 型小 鼠

自发运动测定仪测定动物的活动量
,

结果见表 1
,

生理盐水组和复方阿胶补浆组的小鼠给药前后运动

量无明显变化
,

给添加剂的小鼠给药后运动量比给

药前明显减少
。

提示添加剂有非常显著的镇静作用
。

表 1 添加剂对小鼠自主运动的影响

( 交土 S D )

剂 最 动物数 活动 量 (次 / m in )

组 别
( m l/ k g) ( 只 ) 给药前 给药后

生理盐水

添 加 剂

添 加 剂

复方阿 胶补浆 5
.

0

1 0

1 0

1 0

1 0

8 3 士 2 3

1 1 6 士 15

11 2 士 18

10 1 士 2 1

8 4 士 2 0

6 7士 1 7
. *

7 0士 3 1
* *

9 8士 2 2

*

P < 0
。

0 5 . 申
P < 0

.

0 1 率 率 冲
P < 0

.

0 0 上 ( 下 同 )

2
.

2 镇痛作用
:
选取对热刺激敏感的雌性 B a r b / c

小鼠 30 只
,

体重 19 士 1 9
,

随机分成生理盐水组和 2

个给药组
,

分别测定每只 小鼠给药前及给药后2 0
、

5 0
、

80 m in 的痛反应潜伏期
,

计算痛闹提高率
,

结

果 ( 表 2 ) 表明
,

两个给药组小鼠在给药 后 20 m in

出现镇痛作用
,

给药后 50 一 80 m in
,

小鼠痛闭提高

达 6 5
.

8 % 一 8 8
.

4万
,

有明显的镇痛作用
,

而生理盐

水组的痛阖基本无变化
。

表 2 添加剂对小鼠的镇痛作用 ( 交士 5 0 )

组 别 剂 量

Lm l / k g )

动物数

( 只 ) 步合药前

痛反应潜伏期 s( ) 及痛阂 提高百分率

爹合药后 Z o m i n s o m i n 8 0 m i n

生理盐水

添加片咄

添加万」

1 6
。

1 土 5
。

9 0

( 1 0 0纬 )

1 6
.

4土 3
.

0 0

( 1 0 0 % )

1 4
.

9 士 7
。

4 0

( 10 0 % )

1 6 。 8士 6
。

8 0

( 1 0 3 % )

2 2
.

3士 1 3
.

7 0幸 *

( 1 3 5 % )

1 7
。

6 士 4
.

7 2

( 〕 1 8 % )

1 6
。

3 土 1 2
。

0 0

( 1 01 % )

2 8
。

2 士 9
。

3 5

( 1 7 2 % )

2 4
。

7 士 7 3
。

7 0

( 1 6 5
.

8 )

1 5
。

8士 10
。

0 0

( 9 8 % )

3 0
.

9士 1 4
.

7 0
章 中

( 1 8 8 % )

2 5
。

1士 1 3
。

6 0

( 1 6 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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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耐疲劳试验
: B a r b /

e小鼠 4 0只
,

体重 2 2 士 2 9
,

随机分成 4 组
,

每组 10 只
,

灌胃给药
,

剂量同上
,

给药 30 m in 后将小鼠投入 2 5 士 1 七的水中
,

观察记录

每只小鼠的死亡时间
,

结果见表3
,

给药组小鼠的游

泳时间明显比对照组长
,

表明添加剂和阿胶补浆均

有非常显著的耐疲劳作用
。

2
.

4 对小鼠肝脏过氧化脂质生 成 的 影 响〔 2〕 :

取

雄性W i st a r 种大鼠
,

断头取肝
,

用 4 ` 生理盐水冲洗

残血
,

称重
,

制成 10 肠的肝匀浆生理盐水备用
。

取

表 3 对小鼠游泳时间阮 士 s D )

组 别 曲k/ 爵
生理盐水

添 加 剂 2
.

5

添 加 剂 5

复方阿胶补浆 5

动物数 游泳时间
(只 )

工0

10

1 0

10

( m i n )

4 5
。

0 9土 2 0 。
4 1

8 4
。

1 5士 2 9
。

3 4

9 3
.

4 1士 2 6
。

5 7

9 1
。

5 1士 2 2
。

6通

今 中

今 巾 中

中 * *

1
.

o m l肝匀浆 十 o
.

05 m l添加剂稀释液 ( 对照管加等

址生理盐水 )
。

在37
O

C恒温振荡器中温育 l h
,

取出

后 )J iJ入 2 0 乡石 T C A 溶液 1
.

o m l (对照组于温育前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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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N S z m l
,

混匀后静置 l o m i n ,

离心 ( s 0 0 o r /

m i n ) i o m i n 。

取上清液 z
.

s m l加 0
.

6 7% 的 T B A

溶液 1
.

Om l
,

混匀后在沸水浴中加热 10 m in
,

冷却后

在 7 22 分光光度计 5 5 2 n m 波长处比色测定
。

以 四乙

氧墓丙烧为标准
,

算出每克组织中过氧化脂质的生

成量
,

每种浓度做 5次
,

取均数列于表 4中
,

可见本

药对大鼠肝匀浆过氧化脂质生成的抑制作用非常显

著
,

并有较好的量效关系
。

高浓度的作用强度与普

鲁卡因近似
。

3 讨论

按中医理论
,

本品具有健脾胃
、

益气
、

抉正祛

邪之功效
。

该添加剂组方中的山药理脾胃
,

以培土

厚肠
,

益气扶正
;

甘草
、

大枣等补气健 胃 和 中 养

血
;

肉桂
、

千姜
、

乌梢蛇等温脾胃以助阳
,

散寒止痛
,

活血通经
;

诸物共凑起到健脾补肾
、

益气
、

扶正祛

邪之效
。

上述药理作用
:

镇静
、

镇痛
、

耐疲劳等作

用
。

验证了本组方的方意
。

今 考

裹 4 对大鼠肝脏 L PO生成的形晌

L P O ( u M
,

(牙士 S D )

L P O生长抑制

(% )

生理盐水 0 5
。

1 1 3士 0
.

9 4 9

添 加 剂 5
.

0 1
.

3 6 0土 0
.

2 2 2
* * .

7 3
·` o

添 加 剂 2
.

0
.

5
.

5 8 0士 0
.

5 4。
*

2 9
一

9 8

添 加 剂 0
. 5 4 . 0 7 0土 0

.

3 9 3 2 0
·
3 0

普鲁卡因 2
.

0 1
.

` 7 5士 0
.

5 3 0

… 7 1
·
2 0

一一
一

一
文献报道〔3〕 ,

脂质过氧化物是引起衰老和产生

各种疾病的最基本的原因之一
。

实验表明
,

本品对大

鼠肝匀浆过氧化脂质生成有非常显著的抑制作用
,

这为本添加剂在临床上有防病治病健身作用提供了

一 定的药理数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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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讨论

C Y是从芍药中经化学方法提取出的抗病

毒有效成分之一
,

经体外细胞培养证实其对

泡疹等多种病毒确有抑制作用
,

且初步探明

其对疤疹病毒 H SV 一 l的作用机理为抑制病毒

复制 的吸附和释放过程〔1〕
。

为进一步研究C Y

对动物皮肤感染的作用
,

特进行了此项实验
。

结果表明
,
C Y 对实验性豚 鼠皮肤疤疹病毒感

染所造成的创伤
,

具有良好的治疗作用
,

且中

裹 2 芍药提取物 C丫对豚鼠皮肤 HS V
一

1

感染痊愈天数的影晌

组 别
剂 量 厦霆

( m g / m l) 面数

病毒对照
r i b a v i r i 住

C Y

0
。

0

5
。

0

2
。

5

5
。

0

主0
。
5

平均痊愈天数 抑制率
尸值

(夕士 S D ) (% )

1 2
。
7 5士 0

。
8 9

8
。
3 8士 0

。
5 2 3 4

.

3 1 ( 0
。
0 1

1 1
。
2 5士 1

.

0 4 1 1
.

76 ( 0
.

0 1

8
。
6 3士 0

。
7 4 3 2

。
3 5 ( 0

。

0 1

1 0
。
1 3士 0

。
6 4 2 0

.

5马 ( 0
。
0 1

量组 ( s m g / m l) 效果最强
,

与病毒哇作用相当
,

大剂量组效果反而不如中剂量组可能由于 轻微

毒性刺激所致
,

因为从第 9天皮肤病损程度看 ( 表 1 )
,

大部分感染面 ( 6块 ) 为局 部红 肿
,

1块已恢复正常
,

仅有 1块尚有 l~ 2个小疤
,

次日便全部恢复正常
。

为进一步考查 c y 的抗 病

毒作用
,

必须再扩大动物数量和品种及不同病毒
,

深入进行研究
,

以取得更全面的结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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