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讨论

中药山植具有消积化滞
、

活血化寮等功

效
,

而泽泻则具有利水渗湿
、

活血化痕的作

用
。

近来的许多研究表明
,

山植和泽泻均具有

降低 血 脂
、

抗 动 脉 粥 样 硬 化
、

减 肥 等 作

用
〔2一 ‘〕。

鉴于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生发展除了

与血脂有关 外
,

血小板聚集功能的异常也起

着重要的作用
。

本文观察了山植和泽泻的抗

血小板作用
,

并对两者合用时的相互作用进

行了观察
。

结果表明
,

山植和泽泻的水煎剂在

体外均具有一定的抑制血小板聚集的作用
。

单纯从有效浓度来看
,

山植的作用稍强
,

IC 50

为 1
.

38 8 %
,

而 泽 泻 的 作 用 较 弱
,

IC
s。

为

7
.

58 5 %
,

但在加入对血小板聚集作用无明显

影响的低浓度山梭后
,

泽泻的抗血小板作用

明显增强
,

加入 0
.

9 % 的山植后
,

泽泻的 IC *

从无山植时的 7
.

5 85 %降至 1
.

7 5 5 %
,

而后一

浓度在无山植时对血小板聚集的抑制率仅为

1 2
.

6 %
,

作用提高 了 4 倍
。

结果提示
,

山植和

泽泻合用时其对血小板聚集的抑制效应有协

同
。

加之两药均报道有降血脂作用
,

推测两药

合用时可提高抗动脉粥样硬化的疗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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泽兰有效成分活血化痪药理学的研究
1

.

泽兰 4 个提取部分对大鼠血液流变学的影响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北京 1 0 0 0 9 4) 高南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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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泽兰具有活血化寮
,

改善微循环的作用
。

为进一步研究泽兰药理作用并寻找有效成分
,

以

大鼠血液流变学为观察指标
,

对泽兰 4 个提取部位进行实验研究
,

结果 L
.

F 04
、

L
.

F 02
、

H Zo 提取部

分均有不同程度降低全血表观粘度的作用
,

其中以 1
.

F 04 效最好
,

L
.

F 04 降低血液粘度作用与其

抑制红细胞聚集及改善血浆成分有关
。

关 . 词 泽兰 L
.

F 04 血液粘度 红细胞聚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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泽兰为唇形科植物毛叶地瓜苗 (与
‘
oP

“:
部分大 (2

.

8 9 / k g
.

d )
、

小 (l
.

49 / k g
.

d) 剂 量
,

l以id u s v a r
.

h ir t u s R e g e l)的茎叶
,

具有活血 L
.

F o Z 部分大 (2
·

0 9 / k g
.

d )
、

小 (1
·

0 9 / k g
·

d )

通经
、

去疾散结
、

行水消肿等功效
‘1〕。

近年研 剂量
。

空白对照组每 日 19 自来
一

水 1o m l,’k g
,

究报道
,

泽兰对家兔血块症有改善作用翔
。

为 给药组分别按
_

L述剂量等容 咭 给药
,

连续

进一步研究泽兰活血化癖作用原理并进一步 lod
,

末次给药后 1
.

5h
,

各鼠按体重用戊巴比

明确泽兰作用的有效部位
,

我们对泽兰的 4 妥钠 (4 。m g /k g )i p 麻醉
,

腹主动脉取血
,

肝素

个提取部分进行血液流变学实验研究
,

为药 抗 凝 ( 2 0 u / m l)
,

B 转 子 由高 到 低 2 3 0扩
,

效原理的阐明及有效成分的寻找和确立提供 (6 o r )
、

] 1 5 、一 ‘
(3 o r )

、

3 5
.

4 5 一 ,
(lo r )

、

2 9
.

2 5 一 ,

理论依据
。

(5 r )
、

9
.

6 5 一‘

(2
.

sr )不 同切变率下测全血表
1 材料和方法 观 粘 度 (, b )

,

分 离 血 浆 1 5 3
.

6 5 一 ,
( 4 o r )

、

1
.

1 药品
:

泽兰 E t()H 提取部分
: 9 5 % E tO H 1 9

.

2 5 一 ’、 9
.

65 一 ’

下测血浆粘度 (加 )
,

同时抗

提取
,

15 4 m g / g 生药
; H

2
0 提取部分

: 2 34 m g / 凝毛细玻璃管取血测血沉 (E S R )
、

纤维蛋白

g 生药
; L

.

F o 4 部分
:

用 CH
Z
C 1

2 一

H
Z
O 分配后 原 (PFC )含量

、

红细胞压积 (H C T )
,

并计算红

的 中间层
,

2 8
.

g m g / g 生药
; L

.

F o Z部分
:

细胞 聚 集指 数 (E A I )
、

红 细 胞 钢性 指 数

E tO H 提取物水溶性部分
, 9 0 m g / g 生药

。

实 (T K )
、

血沉方程 K 道等
。

验用剂量为各 自 L D 二/ 10 和 L Ds
。

/ 2 0
,

以提 2 结果

取物终量为计算标准
。

2
.

1 全血表观粘度 (刀b)
:

空 白对 照组高切

1
.

2 动物
:

W is tar 大 鼠
,

雄性
,

体重 2 55 士 变
、

低切变率下
,

加 值分别为 5
.

09 m Pa 一 和

6 9
,

北京医科大学实验动物部购
,

动物合格证 12
.

31 m Pa
.

s ,

泽兰 4 个提取部分以 L
.

F 04 部

号
:

89 1 o R O 1 6
。

分效果最好
,

无论高切
、

低切变率
,

其响 值明

L 3 仪器
:
N x E

一

1 型锥板式粘度计
,

成都仪器 显降低
,

大小剂量效果等同
,

未显示明显量效

厂产
; 3F

一

2 型微量高速离心机
,

中国航天工 关系
。

112 0 提取部分
、

L
.

F 02 部分 响 值也有

业部华兴公司血液流变学仪器研究所产
。

所降低
,

两个部分中高低剂量之间有
,

一定的

w ist
a r
大鼠随机分 9 组

,

每组 10 只
,

即 量效关系
。

Et 0 H 提取部分大剂量未表现出

空白对照
、

Et O H 提取部分大 (1
.

4 9 / k g
.

d )
、

明显作用
,

小剂量 低切变时有降 加 的表现
,

小 ( o
·

7 0 9 / kg
.

d ) 剂 量
,

H
:
O 提 取 部 分 大 表 i

。

(1
.

6 9 / k g
.

d )
、

小 (0
.

8 9 / k g
.

d )剂量
,

L
.

F o 4

衰 1 泽兰 4 个提取郎分对大皿 响 的影响 (m Pa
.

s x 士 s )

组别
剂 量

(g / k g

2 3 肠3 一 l 1 1 5 5 一 t

3 0 r

对照 一

E tO H 1
.

4

E tO H 0
.

7

H ZO 1
.

6

H刃 0
.

8

I
, .

F 0 2 2
.

0

1
.

F 0 2 1
.

0

I
, .

F 0 4 2 8

L
.

F 0 4 ]
.

4

与对照组比
.

P< 0
.

05

5
.

0 9 士 U
.

3 3

5
.

18 士 0 5 0

4
.

7 6 土 0
.

2 8

4
.

6 2 士 0
.

2 1二

4
.

6 4 士 0
.

3 4
‘

4
.

6 7 士 0
.

19 二
4

.

5 2 士 0
.

4 8
.

4
.

6 1士 0 2 2
. ’ .

4
.

5 1士 0
.

2 9
“ -

6
.

0 1 士 0
.

7 9

5
.

8 3 七 0
.

8 4

5
.

3 4 士 0
.

5 2

4
.

9 4 士 0
.

3 0

5
.

2 0 士 0
.

7 6

5
.

16 士 0
.

2 2

5
.

0 1士 0
.

6 8

5
.

0 8 士 0
.

3 0

4
.

9 8 士 0
.

3 2

3 8
.

4 5

I Or

8
.

3 4 土 2
.

5 2

}9
.

2
5 一 1

s r 2
.

sr

8
.

5 1 生 2
.

7 2

6
.

7 8 士 1
.

1 0

6
.

0 3 士 0
.

5 5

6
.

12 士 0
.

9 0

6
.

2 7光 0
.

4 2

6
.

2 3十 1
.

2 7

6
.

0 6士 0
.

5 3

5 9 0士 0
.

19

,
.

6了十 2
.

3 2

8
.

弓0十 1
.

9 0

7
.

3 4士 0 5 6 .

6
.

6 1士 0
.

7 7
. ’

6
.

8 3 士 0
.

8 7
.

6
.

9 0 士 0
.

2 3 二

6
.

8 4 士 !
.

6 6
.

7
.

0 0 士 O
,

8 0 二

6
.

6 6士 0
.

6 1
. “

12
.

3 1 土 4
。

3 3

9
.

53 士 2
.

4 6

8
.

0 9 士 0
.

6 2

7
.

10 士 0
.

9 0
’ “

7
.

了。 士 1
.

6 9
.

7
.

4 1士 0
.

3 6 二

7
.

5 2士 2
,

3 7
.

7
.

6 4士 0
.

9 7
“ .

7
.

0 6士 0
.

8 5
气 .

一 P< 0
.

0 1

⋯
P < 0

.

0 0 1 ( 「同)

2. 2 血浆粘度 (加 )
:

1 53
.

6 5 一 ’

切变率下
,

空 白对照组 加 值为 1
.

79 m Pa
.

s ,

所有给药组中

《中草
·

3 5 3
.



仅 L
.

F 04 显示 出降低作用
,

P < 0
.

02
。

其余各

组均未表现出对 加 值的影响
,

表 2
。

表 2 泽兰 4 个提取部分对大鼠 加

的形晌 m Pa
.

s (王士
s )

组别
荆量

(g / k g )

1 5 3
.

加 一 1

月价

1,
.

25 一 I

5r

,
.

血 一 l

2
。

s r

对照 一 1
.

7 , 士 0
.

08‘ 2
.

25 士 0
.

39 1
.

78 士 0
.

“

E 刊〕H 1
.

4 1
.

7 2 士 0
.

1 4 2
.

1 1士 0
.

64 1
.

‘1士 0
.

7 3

E d〕H O
。

7 1
.

88 士 0
.

1 9 2
.

4 1士 0
.

2 2 2
.

10 士 0
.

4 9

H刃 1
.

‘ 1
.

7 5 士 0
.

1 6 1
.

9 3 士 0
.

7 7 1
.

82 士 l一 8

H刃 0
.

8 1
.

7 2 士 0
.

1 1 1
.

7 9 士 0
.

2 8 一 58 士 0
.

7 0

L
。

F0 2 2
.

0 1
.

“士 0
.

1 4 1 7‘士 0
.

2 9 1
.

22 士 0
.

3 3

L
.

F0 2 1
.

2 1
.

8 2 士 0
.

1 ‘ 1
.

8 6 士 0
.

4 1 1
.

肠士 0
.

2 6

L
。

F04 2
。

8 1
.

‘9 士 0
.

0 1‘ , . 2
.

州〕士 0
.

4 0 1
.

4 2士 0
.

5 9

L
.

F04 1
。

4 1
.

‘5 士 0
.

1 1 二 1
.

80 士 0
.

5 5 1
.

3 5 士 0
.

4 5

2
.

3 红细胞聚集指数 E A I :

空白对照组 E A I

为 2
.

3 5
,

给药组中 L
.

F04 使 E A I 明显下降
,

P < 0
.

0 1
。

其次是 L
.

F0 2 大剂量组
,

醇小剂量

组也显示出降低作用
,

表 3
。

2
.

4 血沉 E S R
:

采用 1
.

s x 7 5 m m 抗凝毛细

玻璃管取血
,

置 2S
‘

C 恒温水浴中
,

1h 末读取

血沉刻度
。

各给药组中 L
.

F04 ES R 值较对照

组明显降低
,

尸< 0
.

01
,

余各给药组未见明显

作用
,

表 3
。

2
.

5 血沉方程 K 值
:
L

.

F0 4 组与对照组比
,

血沉方程 K 值有所下降
,

尸< 0
.

05
,

其它给药

组 与对照组比无明显变化
,

表 3
。

2. 6 红细胞压积 (HC T )
:

毛细管法
,

高速微

量离心
,

转速 12州沁r / m in
,

sm in
,

读数标尺读

取红细胞压积 (% )
,

各给药组 H C T 值对照

组 比
,

未见显著差异
。

2
.

7 红细胞钢性指数 (T K )
:
T K 值各给药

组 L
.

F0 4
、

E t0 H 部分有降低趋势
,

但未通过

统计学处理
,

表 3
。

3 讨论

农 3 泽兰 4 个提取部分对大民 E A I
、

E s R
、

H c T
、

T K
、

血沉方程 K 值的影响‘士
s )

组别 荆量(g / k g ) E A I ES R (。。 / h ) HC T (% ) T K 血沉方程 K 值

对照 一 2
.

5 6士 0
.

8 8 1 5
.

6 1士 8
.

6 6 2 9
.

9 0 士 4
.

1 2 1
.

2 2士 0
.

1 7 0
.

5 5士 0
.

4 0

E t0 H 1
.

4 2
.

3 5士 1
.

2 6 1 1
.

5 0士 5
.

3 2 2 9
.

0 6士 5
.

2 9 1
.

2 2士 0
.

2 0 0
.

4 5士 0
.

3 5

Et O H 0
.

7 1
.

7 3 士 0
.

1 2 二 1 4
.

3 1 + 7
.

8 3 2 9 1 7士 4
.

0 3 1
.

0 5士 0
.

1 4 0
.

5 3士 0
.

34

H刃 1
.

6 1
.

9 3士 1
.

1 4 1 7
.

7 3士 12
.

7 6 2 9
.

3 4士 5
.

5 6 1
.

1 4士 0
.

3 3 0
.

6 9士 0
.

58

H : 0 0
.

8 1
.

9 7士 0
.

8 5 1 2
.

6 8士 10
.

5 1 3 0
.

4 4士 4
.

9 6 1
.

0 9士 0
.

1 8 0
.

4 9士 0
.

5 2

1
.

F 0 2 2
.

0 1
.

6 7 土 0
.

2凡
. ,

1 4
.

9 6士 12
.

8 7 2 9
.

8 0士 4
.

9 3 1
.

] 8士 0
.

3 1 0
.

5 5 士 0
.

6 1

1
.

F 0 2 1
.

0 1
.

7 7士 0
.

4 8 9
.

75 士 6
.

3 9 3 0
.

4 1士 4
.

7 9 1
.

17士 0
.

1 9 0
.

3 9 士 0
.

3 6

I
J .

F 0 4 2
.

8 1
.

6 8士 0
.

15
. ’

5
.

22 士 2
.

6 3
. ‘

3 0
.

7 0士 4
.

2 3 1
.

10士 0
.

1 7 0
.

9 1士 0 1 2
.

L
.

F 0 4 1
.

4 1
.

5 8士 0
.

] 5
‘ 万 .

6
.

2 1十 5
.

5 5
.

3 ]
.

0 6士 6
.

4 5 1
.

1 6 士 0
.

4 0 0
.

2 1 士 0
.

1 9 .

血液流变性质异常
,

将会引起机休血液

循环障碍
,

其中尤以血液粘度为重要因素
。

血

液粘度的低与高代表血液运输的优劣或血液

供应的多少
〔3〕 。

血液粘度与心肌氧的供应有

密切关系
,

Po is e n ille s 公式 Q = △P
.

二
.

V
l .

/ V

中
,

Q 为血流量
,

△P 为压 力差
,

V ‘

为血管 口

径
,

V 为血液粘度
。

即血流量与 血管灌注压

及血管 口径的 4 次方成正 比
,

与血液粘度成

反比
。

心血管疾病时
,

冠状动脉病变
,

增加冠

脉灌注压和扩张冠状动脉会受到限制
,

这时

血液粘度的变化就成为十分重要的因素
二〕。

影响血液粘度的因素有各种
,

包括红细胞童
、

红细胞聚集程度
,

血浆粘度 又与血浆各种蛋

白质
、

脂质
、

糖类等高分子化合物的含量和浓

度有关tS1
。

泽兰 4 个提取 部分对 低切变率

一

3 5 4
.

9. 6 5 一 ’ 、

19
·

2s
一

’

时的 响 值有明显降低作用
,

高切变率 2 3 05
一 ’、

1 1 5 5 “ ’

时亦有显著降 和 表

现
.

其中以 I
碑 .

F 04 效果最好
,

水部分次之
,

L

F 02 也表现出不同程度降 加 值作用
,

Et O H

部分未表现出降低效果
。

进一步研究表明
,

I
, ·

F 04 对 E A I有显著抑制作用
,

说明其降低

血粘作用与抑制红细胞聚集有关
。

E S R 与血

沉方程 K 值亦是反映红细胞聚集程度 的参

数
·

I
J .

F以 对 E S R
、

血沉方程 K 值表现 出显

著降低效果
,

进一步证实了上述结论
。

HC T

值各给药组包括 L
.

F 04 与对 照组 比均未见

明显影啊
,

说 明 L
.

F 04 可降低血粘但并不影

响红细胞体积或红细胞数量
。

对 T K 值各组

均 未显示出影响作用
。

对 1 53
.

6 5 一 ‘

切变率下

的 , p 值
,

仅 L
,

F 04 显示出明显降低反应
,

表



明 L
.

F o 4 不但对参与血液粘度影响 因素的

血液细胞成分有改善作用
,

对血液非细胞成

分这一因素也有改善作用
。

有关降低血液粘

度及抑制红细胞聚集的作用机理的研究有待

于进一步的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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兔脑缺氧
—

复氧性损伤与五味子提取液的保护作用

湖北咸宁医学院 (4 3 7 1 0 0) 刘忠 民
.

陈 练 ! 加喜 李映红 罗德生

摘 要 在阻断家兔双侧颈总动脉和椎动脉的同时经股动脉放血降压以造成急性完全性脑缺血

模型上
,

观察缺氧
一

复氧各期的脂质过氧化损伤和五味于提取液 (SC E) 的保护作用
.

结果发现
,

复氧

各期缺氧
一

复氧对照组动物的动脉血
,

脸静脉血及大脑皮质的超氧化物歧化醉(so D )活性非常显著

地低于 S C E 组
,

而丙二醛 (MD A )水平则相反 , 脑水肿程度与脂质过氧化损伤呈正相关
。

提示 sc E

有保护组织免受脂质过级化损伤的作用
。

关 . 词 缺氧 复氧 五味子 脂质过氧化

五味子为木兰科多年生落叶木质滕本植

物
,

其果仁性温
,

具有益气生津
,

补肾养心
,

镇

静安神
,

收敛固涩的功效
,

五脏 皆治
,

为常用

的滋补强壮药
。

现代药理研究发现
,

五味子具

有调节中枢神经系统
、

心血管系统及改善血

液循环的功能
,

还具有抗氧化
、

抗衰老和免疫

增强作用
〔‘

’一 3 , 。

五味子的水提液能显著增加

脑
、

肝等组织的超氧歧化酶 (S O D )活性
,

降低

丙二醛 (M D A )含量
〔2 , ,

对动物的肝
、

肾
、

心
、

脑匀浆脂 质过氧 化物 的生 成有 明显的抑

制
〔3 , 。

但对动物组织缺氧
一

复氧性损伤是否有

保护作用 ? 目前尚未见报道
。

为此
,

我们在用

夹 闭法阻断家兔脑的血供
,

并经放血降压以

造成急性完全性脑缺氧模型基础上
,

观察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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