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p ea k ed n oth e
sth d

a y
.

Th
u r e e e s s

lt su sg g e st e
dth

a ti ea r r i n
m

a y b
a en e

f f
e eti v eB RM

a g n et
.

南沙参多糖对小鼠免疫器官辐射损伤的防护

兰州医学院病理生理教研室 (7 30 0 0 0 )葛明珠
谁

赵亚莉 任少林 ”

摘 要 口服南沙参多塘 1 9k /g
、 。

.

5 9k /g一周后能明显对抗 6 UC。 一
y线所致小鼠外周血白细胞总

数降低和胸腺
、

脾脏重量减轻
;

使照射小鼠外周血酸性
a一

禁酚醋酸醋酶染色法 (A NA E)显示淋巴

细胞 (A NA E
一 )比率升高

,
T H

/ T
s
比值升高

,

腹腔巨噬细胞吞噬功能明显增强 ;显著减轻小鼠胸腺
、

脾脏病理损伤
,

使修复加速
,

从而使 6
.

0 G y 照射小鼠 3d0 存活率提高 巧 %
。

关祖词 南沙参多糖 辐射损伤 免疫 淋巴细胞亚群 巨噬细胞 存活率

中等以上
`

℃ o 一

y 剂量全身照射引起免疫

功能抑制
,

导致 内源性感染的发生和外源性

感染 的加重
,

合理应用抗生素是国 内七八十

年代研究治疗急性放射综合征有效方案重要

组成部分
〔 , 〕 ,

近十多年来对 中药增强免疫功

能的报道较多
,

我们观察南沙参多糖对小鼠

免疫器官辐射损伤的防护作用
。

1 材料与方法

1
.

1 动物
:

昆明种小鼠
,

雄性 18 一 22 9
,

兰州

生物制品研究所提供
。

1
.

2 药 品
:

南 沙 参 多 糖 由 A de
n oP ho ar

P o t a n i n i i K o r s h 中提得
,

分子量 9 9 0 0 一 5 9

3 6 2
,

棕黄色
,

溶于水
,

p H 6
,

由兰州大学化学

系提供
。

1
.

3 方法

1
.

3
.

1 外周血 W B C 总数及胸腺
、

脾脏指数

测定
:

小鼠分 4 组
:

正常对照组
、

照射组
、

19 /

k g 南沙参多糖 + 照射组
、

0
.

59 / k g 南沙参多

糖+ 照射组
。

同等条件下饲养
,

除正常对照组

外
,

其余 3组每天灌 胃 1 次
,

分别给予盐水及

南沙参多糖
,

共 1 周
,

第 8 天用
`

℃ o 一

y 线一次

性全射照射
,

总吸收剂量 6
.

o G y
,

照射后 3 h2

眼眶采血
,

做 W B C 计数
。

处死小鼠
,

取出胸

腺
、

脾脏
,

扭力天平称重
,

结果分别以胸腺指

数及脾脏指数表示 ( m g / 1鲍 体重 )
。

1
.

3
.

2 免疫功能的测定
:

小 鼠分 4 组
,

饲 养

用药同前
,

第 8 天 3 组灌胃小鼠一次性 60 C o -

y 线全射照射
,

总剂量 4
.

o G y
,

照射后再饲养

l o d
,

第 11 天按文献
〔幻
的方法做腹腔巨噬细

胞功能测定
,

计腹腔巨噬细胞吞噬率及吞噬

指数
; 同时眼眶采血

,

按文献
〔 2〕
的方法做外周

血淋巴细胞酷酶染色
,

油镜下计数 T
、

B 淋巴

细胞
,

计算 A N A E 一

百分率
,

T H

/ T
S

比值
;
最

后取胸腺
、

脾脏福尔马林固定
,

H E 染色
,

光

镜下观察病理改变
。

1
.

3
.

3 3 d0 存活率观察
:

小鼠 60 只分 3 组
,

不设正常对照组
,

饲养用药同前
,

第 8 天一次

性
6O
C o 一

下线全射照射
,

总剂量 6
.

o G y
,

照后再

饲养 3 o d
,

观察各组存活率见表 1
。

表 1 各组小鼠 3d0 存活率

组别 小鼠数 (只 ) 30 d 存活率 (% )

照射组 2 0 0

南沙参多糖 ( 19 / k g ) + 照射组 20 巧

南沙参多糖 (0
.

5 9 / k g ) + 照射组 20 巧

数和正常小鼠相 比有显著降低
,

尸 < .0 01

2 结果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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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1南沙参多糖对照射小鼠外周血 WB C照射小 鼠外周血 W B C总数比照射组明显升

总数及胸腺
、

脾脏指数 的影响
:

结果见表 2
,

高
,

尸 < 0
.

05
,

南沙参多糖二个剂量组可使受

照射组 小 鼠外周血 W B C 总数
、

胸腺
、

脾脏 照射小鼠胸腺
、

脾脏指数 比单纯照射组显著

指
;
南沙参多糖 19 k/ g 与 0

.

5 9 k/ g 组可使受 升高
,

P < 0
.

01
。

表 2 外周血 w B C 计数和胸腺指数
、

脾脏指数

组 别
:

W了3C 总数 (火 1 0 ,

/ I ) 胸腺指数 ( m g / 1 09 ) 脾脏指数 ( m g / 1 09 )

正常对照组 , t ) 6
.

96士 2
.

8 0 3 1
.

0 4士 7
.

40 6 3
.

28士 1 1
·

0 8

照射组 I n 1
.

6 4士 o
.

8 4 a ] 8
.

5 0士 4
.

4 6a 3 1
.

4 0士 4
.

5 8 a

南沙参多糖 ( 19 / k g ) + 照射组 丫 2
.

4 7士 0
.

g l b 2 5
.

6 0士 4
.

z 7e 4 1
.

6 0士 5
·

7 3 e

南沙参多搪 ( 0
.

59 / k g ) + 照射组 10 2
.

3 1士 0
.

5 6 b 2 6
.

7 0士 5
.

1 1 e 4 1
.

2士 6
.

9 0c

a 一照射组和正常组相比 尸 < 。
.

01 b
一

1g /’k g 南沙参多糖十照射组
,

。
.

59 / k g 南沙参多搪十照射组与照射组相比尸 < 。
.

05

c 一 1 9 / k g 南沙参多糖 + 照射组
,

.0 59 k/ g 南沙参多糖+ 照射组与照射组相 比 尸< 。
.

01

2
.

2 南沙参多糖对免疫功能的影响
:

见表 3
。

表 3 外周血 T
、
B 淋巴细胞数

、

腹腔巨噬细胞功能测定

组 别 n A N A E 一 % T H / T s 巨曦细胞吞曦率 吞曦指数

正常对照组 1 0 3 0
.

8 5士 8
.

8 6 2
.

00士 0
.

7 3 3 8士 3
.

8 0 0
.

74士 0
.

1 5

照射组 1 0 7
.

10士 2
.

6 2
。 0

.

9 5士 0
.

2 2
.

2 8士 6
.

3 5。
0

.

5 1士 0
.

1 0 .

南沙参多糖 ( 19 / k g ) + 照射组 10 2 1
.

5 0士 7
.

2 8、 1
.

6 8士 0
.

3 4` 4 5
.

8士 12
.

10、 1
.

2 4士 0
.

4侃

南沙参多糖 ( 0
.

5 9 / k g ) + 照射组 1 0 1 8
.

4 0士 6
.

0 2、 1
.

8 3士 0
.

7 1、 4 9士 1 6
.

6 0、 1
.

0 3士 0
.

3仇

2
.

2
.

1 照射组小 鼠外周血 A N A E
一

淋巴细 3 讨论

胞百分率和 T
H

/ T
、
比值显著低于正常小鼠

,

免疫器官是辐射敏感组织
,

又有造血功
尸 < 0

.

0 1
,

照前给南沙参多糖 19 k/ g 与 0
.

59 / 能
。

我们将 昆明种小 鼠 6
.

OG y 全身照射后

k g
,

一 周 可 显 著 升 高 照 射 小 鼠 外周 血 3 h2 胸腺
、

脾脏重量明显减轻
,

表现为造血功

A N A E 一

百分率和 T 。
/ T

S

比值
,

尸 < 0
.

01
。

能抑制血细胞来源减少
,

外周血 W B C 总数

2
.

2
.

2 照射小鼠腹腔巨噬细胞吞噬率和吞 比正常降低 7 7
.

9% ;而照前给小鼠口服南沙

噬指数显著低于正常小鼠 尸 < .0 0 1
,

照前给 参多糖一周可明显对抗 60 C 。 一 7 线引起的免疫

南沙参多糖 1 9 k/ g 与 0
.

5 9 k/ g 可使受照射 器官重量减轻和 W cB 的减少
,

这种防护作

小鼠腹腔巨噬细胞吞噬率及吞噬指数显著高 用显然对临床病人的 WBC 减少
,

有实际意

于照射小鼠
,

尸 < 0
.

01
。

义
。

2
.

2
.

3 光镜观察
:

照射小鼠胸腺皮质色浅
,

淋巴细胞以 ( A N A E ) 的胞浆标志区别为

淋巴细胞显著减少
,

主见网状细胞支架和大 辅助性和抑制性 T 细胞 ( T H / T
s

)
,

发现后者

量坏死淋巴细胞的碎片
,

髓质内亦有数量不 敏感性高于前者
,

即 T s

> T
H ,

B 淋巴细胞敏

等的坏死细胞
,

严重者皮质与髓质界限不清
,

感性高于 T 淋巴细胞
〔 3 , 。

我们用 4
.

o G y 全身

血管内皮肿胀
; 用药组胸腺组织结构 与正常 照射后 12 d

,

B 细胞由正常 30 %降到 7
.

1%
,

差异较小
。

皮髓界限明显
,

皮质内有丰富的淋 但 T 细胞对辐射敏感性却为 T H

> T s ,

表现

巴细胞
,

无明显变性
、

坏死
,

髓质内小血管增 为 T H

/ T
S

降低
。

和我们检测宫颈癌放疗病人

生 ; 照射组脾脏 白髓 内淋 巴细胞部分或全部 的结果一致川
。

T H

/ T
S

比值明显降低
,

使整个

消失
,

故而白髓缩小乃至消失
,

红髓内淋巴细 免疫调节功能紊乱
。

小鼠用南沙参多糖可使

胞和浆细胞显著减少
; 用药组脾脏结构与正 照射引起的 T

H

/ T
s

降低趋于正常
,

使腹腔巨

常差异较小
,

动脉周围淋 巴鞘和淋巴小结接 噬 细胞吞噬率和吞噬指数明显升高
,

有利于

近正常
,

红髓内淋巴细胞和浆细胞接近正常
,

辐射损伤细胞的吞噬和整个免疫调理
,

就连

巨噬细胞显著增生
。

辐射最敏感的 B 细胞 比率 明显升高 和光镜
一

6 7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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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脾小体结构损伤减轻相吻合
。

而且服用南

沙参多糖小鼠胸腺损伤轻微
,

胸腺本身分泌

胸腺素作 为 T 细胞成熟器官在免疫系统中

发挥关键作用
,

对胸腺的防护无疑可使细胞

免疫
、

体液免疫及非特异性细胞免疫功能得

以保护
、

T
一

T 细胞
,

T
一

B 细胞之间趋于好转
,

导致机体免疫应答功能提高
,

抗感染力增强
,

30 d 存活率提高
。

我们以前的工作还是显示南沙参多糖口

服可减少照射小鼠血清中脂质过氧化产物丙

二醛的含量
。

推测南沙参多糖对免疫器官的

防护机理和减轻脂质过氧化反应有关
。

.

即减

轻辐 射生 物学 效应 中 间接作用引起 的损

伤
〔 6〕 ,

保护生物大分子
,

使免疫器官得到保

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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肤立宁霜的抗炎止痒作用及毒理学探讨

西安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 7 1 0 0 6 1 、 张华安
每

封卫毅 刘晓云 王茂义 倪承涛

摘 要 对肤立宁霜进行动物的药效学及毒理学实验表明
:

以甘草酸单按盐为主要成分的肤立宁

霜具有激素功效
,

有抗炎
、

止痒等作用
;
对皮肤无刺激及致敏副作用

、

急性毒性实验也未见异常及

病理学 改变
,

本品安全无毒
。

关键词 肤立宁霜 抗 炎 止痒 毒理学

肤立宁霜剂是以 甘草酸单钱盐 ( 系中药

甘草中提取的甘草酸再经半合成制取 ) 为主

要成分
,

辅以透皮吸收剂 ( a oz n e ) 及水溶性基

质配制而成的外用霜剂
。

从 1 9 9 3 年起
,

我院

皮肤科用肤立宁霜治疗过敏性 皮肤病
、

红斑

鳞屑性皮肤病
、

痰痒性皮肤病等均取得较好

疗效
,

经 50 例临床观察有效率为 92 %
,

对某

些难治性皮肤病 (原发性皮肤淀粉样变 )也取

得意外疗效
。

肤立宁显示了皮质激素样作用
,

有抗炎
、

抗过敏
、

止痒等药理作用
,

而无皮质

激素的副作用
,

但甘草酸单钱盐作为外用药

药理学研究尚未报道
,

本文根据甘草酸单铁

盐理论上的作用对其进行药效学及毒理学的

研究
。

1 材料

肤立宁霜及样品系本院临床药学研究室

供给 ; 小鼠
、

大鼠及豚鼠
,

雌雄各半
,

体重分别

为 1 5一 2 29
、

1 5 0一 2 5 0 9 及 2 5 0一 4 0 0 9
,

由西

安医科大学动物中心提供
;二甲苯

,

西安化学

试剂厂
,

批号
: 9 3 0 1 0 2 ; 2

、

4
一

二硝基氯化苯
,

化

学纯
,

西安化学试剂厂
,

批号
: 9 4 0 2 0 2 ;

磷酸组

织胺
,

中科院上海 生化 所
,

25 m g /支
,

批号
:

9 0 0 1 0 3 ; 洁尔阴
,

成都恩威制药有限公司
,

批

号
:

94 1 0 2 0 ;氟轻松
,

河北唐山红星制药厂
,

批

号
: 9 4 0 4 1 3

。

2 方法与结果

.2 1 抗炎作用

2
.

1
.

1 小鼠耳肿胀法
〔1 〕 :

小鼠 30 只
,

随机分

.
A d d

r e s s :
Zh

a n g H u a a n ,

T h e
F i r s t A f f il

a t e
d H o s p i t a

l
,
X ia n

M
e
d ie a

l U
n iv e r s i t y

,

X ia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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