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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毒素血症时
,

巨噬细胞 ( M P )过度激活
,

产生
、

应激大鼠肝细胞的分离
:

大 鼠 3 只
,

麻醉后进入

释放多种细胞因子
,

是造成机体过度炎性反应和全 腹腔
,

夹闭大鼠肠系膜上动
、

静脉
、

45 m in 后取下动

身性损伤的重要原因
〔 1〕 。

抑制巨噬细胞的过度激活
,

脉夹
,

用 10 号丝线部分结扎末端回肠
,

关闭腹腔
。

造

减少细胞因子的过度分泌
,

可以保护脏器
,

降低死亡 模 24 h 后进行肝细胞分离
,

参照文献
〔幻 的方法

。

用

率
。

为此我们观察了六味中药对内毒素刺激巨噬细 R PM l l 6 4 o 将肝细胞调整至 l x 1 06 个 / m l
。

胞分泌细胞因子的影响
。

I L
一
6测定方法

:

参照文献
〔 3〕 。

1 材料 不同浓度 L P S 对 M P 的刺激作用
:

肝细胞和腹

动物
:

W i s t a r
大鼠

,

雄性
,

体重 150 ~ 16 0 9
,

军事 腔 巨 噬细胞培养 24 h 后
,

将腹腔巨噬细胞加入 24

医学科学院实验动物中心提供
。

孔板 中静置 4 h
,

然后依次加入肝细胞培养上清液

细胞株
:
K D 8 3 ,

北京医科大学陈慰峰教授提供
。

(终浓度 1 x 10
5

个 /m L )
,
L P S (终浓度分别为 1

.

25
、

标准品
:

人重组白细胞介质 6 ( x t
一
6

,
1 米 l o 6

u / 2
,

5
、

5
、

1 0
、

2 0
、
4 0 拜g /m L )和 R PM x 1 6 4 o

。

置 3 7℃
,
5%

m l
,

)
,

美国 D N A X 分子及细胞生物研究所赠送
。

C O :

孵育箱中培养 4
,

8
,

12 h 后取上清液测定 11厂 6

R P M I 1 6 40 培养基
:
G BI C O 公司产品

。 ’

细菌脂 活性
。

每种浓度
、

每个时间点复制 4 份
。

结果当 L P S

多糖 ( L PS )
,

二琉基乙醇
:

北京生物制品所产品
。

为 20 雌 /m L 时
,
I L

一
6 活性最大

。

药物
:

丹参
、

大黄
、

白头翁
、

败酱草
、

茵陈
、

甘草
,

药物对 L P S 刺激 M P 分泌 I L
一
6 的影响

:

肝细胞

由天津市急腹症研究所药物研究 室经醇提
,

浓 缩成 和腹腔巨噬细胞培养 24 h 后
,

将腹腔巨噬细胞加入

10 。% (1 g / m L )的药液
。

灭菌
,

分装后置 4℃ 存放备 24 孔板中静置 4 h
,

然后依次加入肝细胞培养上清

用
。

液 (终浓度为 l x i o s

个 /m L )
,
L P S (终浓度 2 0 拌 g /

2 方法与结果 m l )
,

药物 (终浓度 一o m g /m L )和 R P M x 1 6 4 o
。

培养

腹腔 巨噬细胞的分离
:

W ist ar 大鼠 3 只
,

腹腔注 4
、
8

、

抢 h 后取上清液测定 -II
一
6 活性

。

每种药物每个

射 3% 二琉基 乙醇 3 m L
,
s d 后股静脉放血处死大 时间点复制 4 份

。

结果见表 1
。

除茵陈
、

甘草外
,

丹

鼠
,
B S S 冲洗 腹腔 3 次

,

离 心后 弃 上清
。

用 R P
一

参
、

大黄
、

白头翁
、

败酱草四 味中药对 L P S 刺激 M P

M n 64 o 将细胞调至 1只 10
6

个 / m L
,

加入 24 孔板中 分泌 I L
一
6均有明显的抑制作用

,

并且是连续的
,

随

置 37 ℃
,
5 % C O

:

孵育箱中过夜
。

用 1 6 4。 冲洗 2 次
,

培养时间的延长而增强
,

这为内毒素血症的治疗开

去除非粘附细胞
,

获得腹腔巨噬细胞
。

辟新的途径
。

表 1 药物对 M P 分泌 I L
一
6 活性的影响` 士 S ,

u/ m L )

组组别 孵 育 时 间间

444 h 8 h 12 hhh

AAA 1 9
.

6 1士 3
.

9 6 5 0
.

2 6士 1
.

8 1 5 3
.

1 9士 3
.

4 000

AAA + 丹参 1 2
.

4 5士 1
.

1 1 `
1 7

.

0 3士 3
.

2 0 “
. 1 7

.

1 7士 1
.

0 8 ’ ` 苍苍

AAA + 大黄 9
.

5 2士 2
.

6 9 “ . 1 6
.

6 4士 3
.

2 3 ` . ` 1 7
.

5 7士 3
.

3 1 ,

二二
AAA + 败酱草 1 2

.

6 7士 2
.

9 0 , 1 2
.

4 7士 4
.

2 3 , , ,

1 4
.

70 士 2
.

1 1一
,,

AAA + 白头翁 8
.

1 5士 3
.

7 0 “ 1 2
.

6 0士 4
.

3 6
` 苦 ` 1 6

.

9 8士 5
.

1 8 “
`̀

AAA + 菌陈 1 4
.

7 5士 2
.

2 2 2 5
.

2 5士 4
.

6 5 “

“ 4 9
.

3 3士 8
.

0 222

AAA + 甘草 1 6
.

2 5士 3
.

3 0 2 6
.

7 5士 4
.

9 9 , , `
6 0

.

6 7士 6
.

0 333

A
一

巨噬细胞培养上清液 + 肝细胞培养上清液 + L P s + R P M I 1 6 4。

t 检验
,

与对照 A 比较
’ P < 0

.

0 5
` · P < 0

.

0 1 一
,

P < 0
.

0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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