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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按的抗炎镇痛作用研究

吉林医学院预防医学系 ( 1 32 0 0 1)

丹东卫校药理教研室

焦淑萍
夸

陈 彪

高维明 宋红光

摘 要 蓝按可显著减轻小鼠耳廓肿胀和 毛细血管通透性
,

明显抑制大鼠棉球肉芽肿
,

对大鼠角

叉菜胶性关节炎和热板法及醋酸致痛小鼠都有明显的抗炎镇痛作用
。

关键词 蓝按 抗炎 镇痛作 用

蓝按 E u c a

lyl
〕
t u s g l o b u l u s L a b i l l

.

属桃金

娘科植物
。

其根皮入药有顺气化痰
,

去风湿作

用 l[]
。

但有关蓝按果实的研究
,

未见报道
,

蓝

按果实俗称一 口 钟
,

民间广泛用于治疗风湿

性关节炎
,

胃炎及妇科炎症
。

本文用蓝按果实

的乙醇提取物进行了抗炎
,

镇痛作用的初步

药理实验研究
,

取得了较理想的效果
。

1 实验材料

蓝按果实购于吉林市
,

经吉林林学院园

林系陈可贵鉴定
,

将其研碎后用乙醇反复提

取浓缩成浸膏
。

角叉菜胶 由辽宁省药物研究

所生产
。

消炎痛 由沈阳第五制药厂生产
,

批号

8 5 0 3 9 2
。

二 甲苯为市售分析纯
。

w is at r
大鼠

、

昆明种小 鼠购于沈阳药学院

动物室
。

2 方法与结果

2
.

1 蓝按的抗炎作用

2
.

1
.

1 对二 甲苯所致 小 鼠耳廓肿胀 的影

响图
:

取体重 18 一 22 9 小鼠 40 只
,

雌雄兼用
,

随机均分 蓝按 1
.

2 9 / k g
、

0
.

5 9 / k g
,

0
.

2 5 %氢

化考 的松 0
.

0 5 9 / k g 和生理盐水组
。

分别连

续灌 胃给 药 d4
,

末次给药后 h1
,

每鼠右耳滴

0
.

o 4 m l 二甲苯
,

左耳为空 白对照
。

滴二甲苯

h2 后
,

处死动物
,

剪下双耳
,

用 0
.

sc m 的打孔

器打下双耳耳片
,

迅速在分析天平上称重
。

结

果见表 1
。

蓝按可极显著性抑制二 甲苯所致

小 鼠耳壳肿胀
,

大剂量组蓝按的作用优于小

齐lJ量蓝按组
。

表 1 对二甲苯所致小鼠耳肿胀的作用 x( 士 s )

组别 剂量 ( g / k g ) n

生理盐水

蓝按

蓝按

。
.

2 5 %氢化考的松

O 5

0
.

0 5

10

10

1 0

1 0

肿胀度 ( m g )

6
.

6士 1
.

2

2
.

7士 1
.

6
* ,

3
.

3士 1
.

4 , ,

2
.

4士 1
.

1 , ,

与生理盐水 比较
, 尸 < 。

.

05
, 二 尸 < 。

.

o 1( 下同 )

.2 1
·

2 对角叉菜胶所致大鼠关节肿的预防
:

取 1 50 一 2 。馆 大 鼠 40 只
,

雌雄不拘
,

随机均

分蓝按 1
.

0 9 / k g
,

0
.

5 9 / k g
,

消炎痛 0
.

0 5 9 / k g

和生理盐水
,

分别连续灌胃给药 d4
,

末次给

药后 h1
,

均 由左 躁 关节 注入 1 %角叉 菜胶

0
.

l m l
,

另侧注入 同量生理盐水
。

测量注后

.0 5
、

1
、

2
、

4
、

6 h 的躁关节直径
,

计算左右关节

直径差值
。

结果见表 2
。

蓝按和消炎痛均显著

地预防角叉莱胶所致的大 鼠关节肿
,

其作用

维持 h6 以上
_

.2 1
·

3 对角叉菜胶所致大鼠关节肿的治疗
:

取 1 5 0一 2 0 0 9 大 鼠 4 0 只
,

雌雄不拘
,

均分 4

*

A d d
r e s s :

J ia o S h u p l n 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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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对角叉菜胶所致大鼠关节肿的预防 ` 士s ,

% )

组别
剂量

( g / k g )

给药后 h( )左右踩关 节直径差值 ( c m )

( 只 ) 0
.

5

生理盐水 1 0 0
.

4 1士 0
.

1 1 0
.

5 3士 0
.

1 7 1
.

0 1士 0
.

17 1
.

0 ; 士 0
.

2 1 1
.

0 3士 0
.

18

蓝按 1
.

0 1 0 0
.

2 1士 0
.

13 , , 0
.

3 3士 0
.

1 2
, 二 0

.

4 6士 0
.

2 5
二 , 0

.

5 7士 0
.

2 7 二 二 0
.

5 9士 0
.

3 2 , ,

蓝按 0
.

5 1 0 0
.

3 1士 0
.

14 0
.

3 3士 0
.

1 8
, 0

.

60士 0
.

15 , * 0
.

6 8士 0
.

3 1 * 0
.

7 7土 0
.

2 1 , *

消炎痛 0
.

0 5 1 0 0
.

1 9士 0
.

10 , , 0
.

0 8士 0
.

0 7 , , 0
.

10士 0
.

13
, , 0

.

0 7士 0
.

1 2 二 , 0
.

0 9士 0
.

1 9 , *

组
,

每鼠左右躁关节分别注入 1 %角叉菜胶 左右躁关节直径
,

计算左右关节直径差值
。

结

和生理 盐水 0
.

l m l
,

h1 后分 别灌 胃蓝按 1
.

果 见表 3
。

蓝按和消炎痛对 角叉菜胶所致大

g0 k/ 9, .0 59 k/ g
,

消炎痛 0
.

0 5 9 / k g 和生理盐 鼠关节肿有显著的治疗作用
,

且大剂量组优

水
,

1 次d/
,

共 3 次
。

每天均于给药后 h1
,

测量 于小剂量组
。

表 3 对角叉莱胶所致大显关节肿的治疗 (万士
s ,

% )

组别
剂量

( g / k g )

给药后 ( d) 左右碟关节直径差值 (c m )

( 只 )

生理盐水

蓝按

蓝按

消炎痛

0
.

5

U
.

U b

::

1
.

0 7士 0
.

22

0
.

6 0士 0
.

20 赞 关

0
.

8 1士 0
.

23
铃

0
.

5 1士 0
.

1 9 铃 并

1
.

1 9士 0
.

34

0
.

5 6士 0
.

24 关 关

0
.

7 0士 0
.

3 1
餐 葵

0
.

3 9士 0
.

2 3 赞 并

1
.

2 6士 0
.

3 9

0
.

4 7士 0
.

2 3
关 资

0
.

6 1士 0
.

2 2
苦 釜

0
.

2 0士 0
.

16 荟 共

2
.

1
.

4 对大 鼠棉球 肉芽肿的影响
:

取 15 0一

2 0 0 9 大 鼠 4 0 只
,

雌雄不拘
,

均分蓝按 1
.

馆 /

k g
,

0
.

59 / k g
,

0
.

2 5 %氢化考 的松 0
.

0 5 9 / k g
,

生理盐水组
。

按棉球肉芽肿法图
,

将两个灭菌

棉球 ( 30 m g /个 )分别埋入大鼠两侧腹股沟附

近皮下
,

于手术后 h5 开始灌胃给药
,

1 次 d/
,

共 8 次
,

于第 9 日处死动物
,

剥离棉球肉芽组

织
,

烘干
,

称重
,

减去原棉球重
,

即为 肉芽净

重
。

结 果 对 照 组 肉芽 肿 重 量 101
.

3 士 16
.

l7 m g
,

蓝按 1
.

09 k/ g 组 肉芽肿重 量 52
.

2 士

2 2
.

3 1m g
,

与对照组比较 ( p < 0
.

0 1 )
,

蓝按 0
.

59 / k g 组肉芽肿重量 7 5
.

6 士 1 4
.

4 l m g
,

与对

照组 比较 (尸 < 0
.

01 )
,

氢化考的松组 肉芽肿

重 量 4 6
.

7 7 士 1 0
.

12 m g
,

与对照组 比较 ( P <

0
.

01 )
。

蓝按和氢化考的松均可显著地抑制大

鼠棉球 肉芽肿形成
。

2
.

1
.

5 对小鼠腹腔毛细血管通透性的影响
:

取体重 18 一 2 29 的小鼠 27 只
,

雌雄兼用
,

均

分蓝校 1
.

09 / k g
,

0
.

25 %氢化考的松 0
.

0 59 /

k g 和生理盐水组
,

各组灌 胃给 药共 3 次
,

每

次间隔 4 h
,

按醋酸引起腹膜炎法川测伊文思

蓝渗 出量
,

用 7 21 型 分光 光 度 计
,

于波 长

5 9o n m 比色测定
,

以 O D 值表 示
,

结果见 表

4
。

蓝按对醋酸所致的毛细血管通透性增高有
一

2 2 4
·

显著的抑制作用
。

表 4 对小鼠腹腔毛细血管通透性的影响

组别 剂量 ( g / k g ) 伊 文思蓝渗出量 ( O D )

生理盐水

蓝按

0
.

2 5 %
氢化考的松

0
.

20 1士 0
.

0 6 3

0
.

1 0 7士 0
.

0 2 7 关 釜

9 0
.

0 5 0
.

1 12士 0
.

0 2 9 关 釜

.2 2 镇痛作用

.2 .2 1 对小鼠热板法致痛作用的影响 lj[
:

取

体重 12 一 2 09 雌性小鼠 40 只
,

随机均分蓝按

2
.

0 9 / k g
,

1
.

0 9 / k g
,

消炎痛 0
.

0 5 9 / k g 和生理

盐水组
。

实验前先在 55 士 0
.

5 ℃热板上测出

每鼠的基础痛 阑值
,

选基础痛 阂值为 5一 30
5

的小鼠供实验用
。

每组小鼠分别连续灌胃给

药 d4
,

1 次 d/
,

测试最后一次给药后 1
、

1
.

5
、

2
、

2
.

h5 小 鼠在 55 士 0
.

S C热板上的痛阂值
,

痛阂值超过 6 05 者按 6 05 计
,

结果 见表 5
。

蓝

按可显著提高小 鼠的痛 阑值
。

.2 .2 2 对醋酸致痛扭体反应的影响川
:

取体

重 18 一 22 9 小 鼠 36 只
,

雌雄各半
,

均分蓝按
2

·

0 9 / k g
,

1
.

0 9 / k g
,

消炎痛 0
.

0 5 9 / k g 和生理

盐水组
,

分别连续灌胃给药 d3
,

1 次 d/
,

于末

次给药后 h1 依法 l[] 腹腔 注射 0
.

7 %醋酸致

痛
,

测 l o m in 内小 鼠扭体反应次数
。

结果生

理盐水组 4 4
.

4士 1 3
.

3
,

蓝按 2
.

0 9 / k g 组 1 7
.

7



士 n
.

9
,

蓝按 1
.

鲍 k/ g 组 21
.

1士 14
.

2
,

与对

照组 比较 (尸 < 0
.

0 1 )
,

消炎痛组 24
.

6士 1 5
.

1
,

与对照组比较 ( p < 0
.

01 )
。

蓝按和消炎痛均

可明显抑制醋酸所致小鼠躯体疼痛
。

表 5 对小显热板法致痛作用的影响 ` 士 S )

组别
动物数

(只 )

剂 量

( g / k g )

生理盐水

蓝按

蓝按

消炎痛

2
.

0

l
。

0

给药后 h( )痛闭提高值

1 1
.

5 2 2
.

5

2
.

1士 3
.

1 2
.

4士 3
.

8 3
.

0士 2
.

7 2
.

0士 4 1

1 4
.

0士 6
.

0 关 关 2 0
.

1士 1 1
.

2 关 关 1 7
.

3士 8
.

9 关 关 1 1
.

2士 9
.

9 井

1 0
.

2士 8 8 苦 14
.

1士 1 0
.

2 关 关 1 5
.

2士 9
.

9 关 关 1 1
.

0士 8
.

9 赞

1 5
.

1士 7
.

2 关 18
.

2士 1 4
.

9 爷 1 5
.

5士 12
.

3 关 关 1 3
.

7士 8
.

8
苦 关

3 讨论

本研究证明蓝按抑制二甲苯所致 的小鼠

耳廓肿胀及醋酸所致的小鼠腹腔毛细血管通

透性增加
,

说明其对炎症早期的血管通透性

亢进
,

渗出和水肿有 明显的抑制作用
; 蓝按可

抑制 棉球诱发的小 鼠肉芽组织增生
,

说 明对

炎症后期的结缔组织增生有抑制作用
; 蓝按

对角叉菜胶引起的大鼠足肿胀有明显的预防

和止痛作用
,

提示它对 P G 合成
、

释放或其致

炎作用有抑制作用
。

此外
,

蓝按对醋酸引起的

内脏躯体疼痛和热板法致痛均有镇痛作用
。

此研究为民间用蓝按治疗风湿性关节炎及其

它炎症提供了理论基础
。

但关于蓝按镇痛作

用的机理有待进一步探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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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黑蚁粉防衰老作用初探

广西区卫生防疫站 (南宁 5 3 0 0 2 1) 黄超培
.

杨玉 英 梁 坚 李裕生 何启 君 罗少英

摘 要 用小鼠亚急性衰老模型
,

初步探讨了大黑 蚁粉对动物机体一些衰老性指标的影响
,

结果

表 明
,

给小鼠注射 D
一

半乳糖 30 d
,

同时灌服 l
、

5 9 / k g 的大 黑蚁 粉
,

能保护 小鼠的肝和脑组织的超氧

化物歧化酶
,

降低脂质过氧化反应
,

能有效地防止 D
一

半乳糖诱发的 一些衰老性指标的改变
。

关键词 大黑蚁粉 防衰老

大黑蚁粉 含有丰富的蛋 白质和微量元 素
。

有文献记载长期吃大黑蚁可使身体强壮
,

,
A d d r e s s :

H
t一a n g C h

a o p e i
,

G 、 一a g x i A n t ie p , d o m i e S t a r io 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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