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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杨宁对急性实验性脑缺血的保护作用△

南京中医药大学中药学院药理教研室 (2 1。。2 9) 方泰惠
来

许惠琴 徐 立 金胜峨

摘 要 药理实验研究表明
,

黄杨宁能明显延长小鼠因结扎带迷走神经的两侧颈总动脉造成急性

脑缺血的存活时间
;
能减轻大鼠实验性血栓的湿重和干重

。

提示黄杨宁有保护急性脑缺血及抗血

栓形成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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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临床及药理研究表明
,

对

冠心病
、

心绞痛
、

心律失常等均具有较好的作

用 (黄杨研究成果鉴定资料汇编
.

1 9 8 6
.

1 0 )
。

近年来临床用于缺血性脑病 (包括脑栓塞
、

脑

动脉硬化症
、

基底动脉供血不足等 )亦取得 了

满意的疗效 (全 国
“

黄杨宁片
”

学术交流会论

文集
.

1 99 3
一

04
一

1 3 )
。

为此
,

我们进行了实验室

的初步研究
。

1 实验材料

1
.

1 药品
:

黄杨宁为白色粉末
,

由南京空军

小营制药厂供给
,

临用前用蒸馏水溶解
,

用冰

醋酸调至 p H S ;
磷酸川芍嗦

,

广 东利民制药

厂
,

批号 8 4 0 6 0 3 ;
阿斯匹林

,

南京市医药公 司

分装
。

1
.

2 动物
:
IC R 小 鼠

,

体重 2 4 一 2 6 9
,

雄性
;

S D 大鼠
,

体重 2 5 0 一 3 0 0 9
,

雄性
,

均由本校实

验动物中心提供
,

苏动 (质 )93 0 08
。

2 方法与结果

2
.

1 黄杨宁对小 鼠急性脑缺血的影响
〔,

,
2〕 :

取小 鼠 80 只
,

随机分为 4 组
,

每组 20 只
,

即

为黄杨宁小剂量组
: 5

.

28 m g /k g ;
黄 杨宁大

剂 量 组
: 1 3

.

2 m g / k g ;
磷 酸 川 芍嗦组

: 6 25

m g / k g ;生理盐水组
:

10 m L /k g 生理盐水
。

各

组每天灌胃给药 1 次
,

连续给药 s d
。

末次给

药 30 m in 后
,

将小 鼠仰位固定于手术台上
,

切开颈部皮肤
,

分离两侧颈总动脉
,

用 4 号手

术线分别结扎带迷走神经的左右颈总动脉
,

记录小鼠死亡时间
,

结果见表 1
。

黄杨宁两个

剂量组均可明显延长小鼠因结扎两侧带迷走

神经 的颈总动脉造成急性脑缺血 的存活时

间
,

与生理盐水组 比较差异非常显著 (尸 <

0
.

0 1 )
,

提示黄杨宁对小鼠急性脑缺血有明显

的保护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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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泰惠 1

多年来主要
业于中国药科大学药学专业
药药理学及毒理学研究

。

近几

、

教研室主任
、

硕士生导师
,

江苏省药品审评委员会委员
。

分课题负责人
,

担任过 国家级课题 3 项
,

省级 6 项
,

均 已通过
各级鉴定

,

国家中 医药管理局课题
“

清化寮毒
、

调养肝脾辨证治疗慢性乙型病毒性肝炎研究
” ,

获 95 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
技进步一等奖

; “

康香定喘膏的临床与实验研究
”
19 9 5 年获江苏省中医药科技进步二等奖

;
一

与成都中医药大学协编《药理实
验方法学 》

,

任主编
。

并在国家级杂志上发表论文 10 余篇
。

△ 本课题已获国家科委颁发的 1 9 9 3 年科技发明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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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黄杨宁对小昆惫性脑缺血的影响‘士
s )

组组别 剂量 动物数 小鼠平均存活时间间

(((m g / k g ) (只 ) (m in )))

NNN S 一 2 0 1
.

8 士 0
.

555

磷磷酸川夸嗓 62 5 2 0 15
.

0 士 6
.

2
· ‘‘

黄黄杨宁小剂量 5
.

2 5 2 0 2 1
.

2 士 8
.

4 , ··

黄黄杨宁大剂量 13
.

2 0 2 0 2 4
.

3 士 5
.

0 二二

与 N S 组比较 “尸< 。
.

01

2
.

2 黄杨宁对大鼠血栓形成的影响
〔,

,
2 〕:

取

大鼠 40 只
,

随机分成 4 组
,

每组 10 只
。

4 组

为 黄杨宁小剂 量组
: 2

.

59 m g /k g ;
黄杨宁大

剂量组
: 6

.

48 m g /k g ;
阿斯匹林组

:

97
.

2 m g /

k g ;空 白对照组
:

10 m L /k g 蒸馏水
。

各组每

天灌胃 1 次
,

连续给药 s d
。

末次给药 30 m in

后
,

用 25 %乌拉坦 4 m L /k 9 ip 麻醉
。

麻醉后

固定于手术台上
,

切开颈部皮肤
,

分离气管
,

插入气管插管
,

同时分离右颈总动脉和左颈

外静脉
。

在内径 2 m m
、

长 8 c m 的聚乙烯管

中放入一根 5 c m 长的 4 号手术线 (手术线预

先称重 )
,

该聚 乙烯管两端分别接上动
、

静脉

插管
,

并用 50 u/ m L 肝素充满三段聚 乙烯

管
,

管的一段插入右颈总动脉 (用动脉夹夹住

动脉 )
,

管的另一段插入动物颈外静脉
,

打开

动脉夹
,

开放血流 巧 m in 后
,

中断血流
,

迅速

取出手术线称重
,

总重量减去线重即为血栓

湿重
,

烤干后再称重即为干重
,

结果见表 2
。

结果表 明
,

黄杨宁两个剂量组均可明显抑制

血栓的形成
,

减少血栓的湿重和干重
,

与空白

对照组比较差异显著 (尸< 0
.

0 5
、

0
.

0 1 )
,

提示

黄杨宁具有抗血栓形成作用
。

3 讨论

表 2 黄杨宁对大鼠血栓形成的影响‘士
s )

剂剂量 动物数 血栓重量(m g )( 抑制率% )))

组组别别
(((m g / k g ) (只 ) 湿 重 干 重重

空空白对照
一

10 28
.

7 士 7
.

2 n
.

5 土 1
.

999

阿阿斯 匹林 9 7
.

2 1 0 1 4
.

4土 2
.

3 ‘ “

(4 9
.

8 ) 5
.

4士 2
.

1
. 仁

(5 3
.

0 )))

黄黄杨宁小剂量 2
.

5 9 一0 2 2
,

一士 4
.

8
,

(2 3
.

0 ) 5
.

7土 3
.

1 ,

(2 4
.

3 )))

黄黄杨宁大剂量 6
.

4 8 10 1 9
.

2土 5
.

1
· ‘

(33
.

1 ) 7
.

3士 2
.

7 ‘ .

(3 6
.

5 )))

与空白对照组比较
’

尸< 0
.

05
’ 份
尸( 已 。

当将带迷走神经的双侧颈总动脉一起结 切相关的
。

扎时
,

则迷走神经因受刺激而引起血压下降
,

从上述结果来看
,

黄杨宁对急性脑缺血
、

造成急性脑缺血
〔‘’ 。

急性脑缺血时
,

脑 内可有 缺氧时的损害性病变确有改善和保护作用
,

大量微血栓形成
,

造成与急性脑血管疾病有 其作用机制如何尚待进一步研究
。

相似的病理学改变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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