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药物进入体循环而起全身治疗作用
。

涂膜剂

虽非控释制剂
,

但药物 自药膜释放吸收的速

度仍较 口服片剂均匀
,

因而这种给药方式所

达到的血药浓度较为恒定
,

峰值浓度较低
,

这

对减轻雷公藤制剂的副作用无疑是有利的
。

3
.

5 在进行本实验的同时
,

对氮酮促进涂膜

剂中雷公藤甲素透皮吸收的最佳用量进行了

考察
。

实验证明
,

它在本制剂中的最佳用量为

1 %
,

当进一步增加其用量的透皮吸收率的增

幅不大
,

这为合理设计处方提供了依据
。

(1 9 9 7
一 0 4 一 1 8 收稿

1 9 9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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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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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鸡儿提取物对家兔血小板粘附功能和血栓形成的影响

延大医学院药理教研室 (延吉 1 3 3。。0) 张红英
介

金松哲 戴蕴威
‘ ’

邢晓娟
‘ ’ “

金 烁
’ ‘ ’

摘 要 锦鸡儿提取物 iv 100
、

200 m g /k g 能明显抑制家兔的血小板粘附性 ;对家兔颈动静脉旁路

中形成的血栓有抑制作用 ;还可抑制 C han di e r

法形成的体外血栓
,

使湿血栓长度缩短
,

湿重
、

干重

明显减轻
。

关健词 锦鸡儿提取物 血小板粘附性 血栓形成

锦鸡儿系 豆科小叶锦鸡儿 Ca ra g “n a

m ic r
OP勿u a L am

.

的根茎
,

从吉林省汪清县

采收
,

含有生物碱
、

昔类
、

皂昔和 淀粉等成

分
〔均 。

朝鲜族民间用锦鸡儿浸酒治疗骨髓炎
、

关节炎
、

咽喉炎等疾病
。

近年来的研究表明锦

鸡儿有改变血液流变参数作用
〔幻 。

但有关锦

鸡儿提取物对血小板粘附功能和血栓形成的

研究
,

国内外尚未见报道
。

我们根据血癖症的

特点
,

研究了锦鸡儿提取物对家兔血小板粘

附性和血栓形成的影响
。

1 实验材料

1
.

1 动物
:

家兔
,

2
.

0 k g ~ 2
.

5 k g
,

雌雄兼

用
,

由延边医学院实验动物科供给
。

1
.

2 药物
:

锦鸡儿由延大药学院中草药教研

室 肖慧中和刘永镇教授鉴定
。

将基根茎切成

饮片
,

干燥后经甲醇反复提取
,

硅胶柱层析得

锦鸡儿提取物注射剂 (每毫升含生药量为

1 0 0 m g )
。

其余均为市售
。

1
·

3 仪器
:
X SN

一
R v 型体外血栓形成血小

板粘附两用仪
,

北京中医研究院西苑医院监

制
,

无锡电子仪器二厂制造
。

2 方法与结果

琳 A d d re s s :
Z h a n g H o

, ‘

本院教科办

p a r tm e n t o f Pha r m a e o lo g y
,

M e d ie al C o lle g e o f Y a n bia n U n iv e r s ity
,

Ya n ji

三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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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1 对家兔血小板粘 附功能 的影响
:

仿

w
r ig h t (旋转法 )

,

取体重 2
.

0 k g ~ 2
.

5 k g 健

康家兔 22 只
,

雌雄兼用
,

按表 1 所示 随机分

组
。

耳 iv 1 0 0
、

2 0 0 m g / k g 锦鸡儿或生理盐

水
,

每 日 2 次
,

第二天 ip 1
.

2 9 /k g 乌拉坦麻

醉
,

手术分离颈总动脉
,

给药 15 m in 后 用 5

m L 硅化注射器由颈总动脉采血 1
.

2 m L
,

加

入含有 3
.

8 %构缘酸钠 0
.

13 m L 的硅化试管

混匀
。

从试管中取血 1 m L 加入容量为 8 m L

的长颈圆球瓶中
。

置于 X S N
一
R V 型体外血栓

形成血小板粘附两用仪转盘上
。 ’

恒温 37 ℃
,

以 3
.

7 r / m in 速度旋转 15 m in
,

分别测定旋

转前后血小板数
,

计算 2 次取平均值
。

计算血

小板数和血小板粘附率
,

结果见表 1
。

可见锦

鸡儿组与对照组相 比均有显著性差异 (p <

0
.

0 1 )
,

表明锦鸡儿对血小板粘附功能有明显

抑制作用
。

表 1 锦鸡儿对家兔血小板粘附功能的影响信士
: )

1
.

5 m m
,

长 22
。m 的硅化聚乙烯管

,

管内充

满肝素生理盐水 50 U / m L
,

内置一根 50 m

长的 4 号手术丝线
。

将聚乙烯管的一端插入

右颈总动脉
,

另一端插入左颈外静脉
,

于给药

15 m in 后
,

开放血流 1 5 m in ,

然后取出丝线

称重
,

总重量减去丝重量为血栓湿重
。

结果

见表 2
。

试验药物的血栓形成抑制率按下列公式计

算
。

抑制率 -

表 2

对照组血栓重一实验组血栓重
、 , , 八八 。 /

一
.

一一一石不五百云于藕不获二 入 土 u u 溯
入幼月饥鑫廿 」」」」门土』色

锦鸡儿对家兔实验性血栓形成的影响

组别
剂量

(m g / k g
动物数
(只 )

血栓湿重
(万士 s )

5 0 士 1 1

3 2 士9
普

3 1士6
. 赞

血栓形成

抑制率 (% )

对照组

锦鸡儿

锦鸡儿

1 0 0

2 0 0

3 6

3 7

组别
剂量

(m g / k g
动物数
(只 )

血小板粘附率
(% )

对照 一 8 5 4 士 1 0

锦鸡儿 1 0 0 7 3 7 士 7
. ‘

锦鸡儿 2 0 0 7 3 5士 6
, ,

与对照组比较
:

“ 尸< 0
.

01

2
.

2 对家兔实验性血栓形成的影响
:

参照改

进的 V m et s u
等

〔3〕
及殷蔚黄等

以〕
的家兔颈动

静脉旁路法
,

取 2
.

0 k g 一 2
.

6 k g 健康家兔 22

只
。

随机分为锦鸡儿 (1 0 0
、

2 0 0 m g / k g )每组 7

只和对照 8 只
。

耳 iv 锦鸡儿或生理盐水
,

每

日 2 次
,

第二天 ip 1
.

2 9 /k g 乌拉坦麻醉
,

手

术分离右颈总动脉和 左颈外静脉
。

取内径

与对照组比较
: .

P < 0
.

05
. ‘

尸< 0. 01

由表 2 可见
, 1 0 0

、

2 0 0 m g / k g 锦鸡儿对

血栓形成均有显著性抑制作用
。

2
.

3 对 C han d le r
法体外血栓形成的影响

:

参照翁维良改良法(5,
6〕 ,

取家兔 15 只
,

随机分

为 3 组
,

每组 5 只
,

耳 iv 锦鸡儿 1 0 0
、

2 0 0 m g /

k g 或生理盐水
,

每 日 2 次
,

第二天 iP 1
.

2 9 /

k g 乌拉坦麻醉
,

打开颈部
,

于给药 巧 m in 后

用 s m L 硅化注射器 由颈 总动脉采血 1
.

8

m L
,

注入硅化硅胶管中
,

置于 x sN
一
R v 型体

外血栓形成血小板粘附两用仪旋转盘上
,

恒

温 3 7 ℃
,

以 1 7 r / m in 转动 1 5 m in 后取出血

栓
,

测定血栓长度
、

湿重
。

并于 64 ℃烘箱内烘

20 m in 后称血栓干重
,

结果见表 3
。

表 3 锦鸡儿对家免 C han dl er 法血栓形成的影响信士 , )

组别
剂量

(m g / k g )

动物数
(只 )

血栓长度
(e m )

对照

锦鸡儿

锦鸡儿

1 0 0

2 0 0

8士 4

3士 0 .

2士 0
份

血栓湿重
(m g )

4 97 士 3 14

1 4 4 士 5 3
.

9 1士 3 5
研

血栓形成

抑制率 (% )

7 1

8 1

血栓干重
(m g )

2 5 6士 1 9 5

4 4士 2 7
,

2 7士 1 1
“

与对照组比较
: 伪

尸< 0. 05

3 讨论

实验表明锦鸡儿提取物 iv 给药可明显

抑制血小板的粘附性 ;在家兔实验性血栓形

成实验中
,

丝线上形成的血栓主要由血小板

组成
〔7〕。

当动脉血流中的血小板接触丝线的

粗糙面时粘附于线上
,

血小板聚集物便环绕

.

3 9 4
·



线的表面形成血小板血栓
。

锦鸡儿使血小板

的粘附功能受到抑制
,

形成的血栓重量就较

轻
。

表明锦鸡儿能抑制血栓的形成
。

实验采用的体外血栓是按照 Cha n dl er

法
,

在旋转环内模拟体内血流状态
,

在流体效

应作用下形成血栓
,

其结构与体内形成的血

栓相似
。

锦鸡儿可使湿血栓长度缩短
,

湿重
、

干重减轻
。

说明锦鸡儿可抑制体外血栓的形

成
。

综合实验结果表明锦鸡儿提取物可明显

抑制家兔的血小板粘附功能及聚集功能
,

同

时又可抑制血栓的形成
。

提示锦鸡儿的应用

可能对心脑血管疾病的防治发挥重要的作

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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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黄对体外内毒素诱生的肺泡巨噬细胞分泌功能的影响

天津中医学院生理教研室 (3 0 0 1 9 3) 苗 戎
舟

陈 静 朱 婕
‘

姚 智
’ ‘

摘 要 采用细胞分离及培养技术观察了中药大黄对内毒素(L PS) 体外诱生的肺泡巨 噬细胞分泌

细胞因子
,

如肿瘤坏死因子 (T N F
一

a)
,

白细胞介素
一
1 (IL

一

1) 和白细胞介素
一
6 (I L

一

6) 的作用
。

结果表

明
,

大黄能够明显抑制 L PS 诱生的肺泡巨噬细胞分泌 T N F
一a 、

IL
一
l 和 IL

一
6

,

与对照相比 尸< 。
.

01
。

从而减轻由于 T N F
一a 、

IL
一
1

、

IL
一
6 过度分泌所致的肺脏损害

,

这可能是大黄对肺脏具有保护作用的

分子机制
。

关键词 大黄 细胞因子 肺泡巨噬细胞

近年来
,

大黄的药理作用和临床应用的

研究进展很快
,

除以往的泄泻功效外
,

现代药

理研究表明具有免疫调控作用
。

许多实验已

证实
,

机体在受到严重的伤害性刺激时
,

体内

巨噬细胞可大量释放细胞因子
,

而机体无任

何内源性物质来对抗其过度释放
,

从而进一

‘
, .

A d少
e s s , M ia o

Ro
n旦

,

D e p a 厂tm e n t o f P hy
s
iol o g y ,

T ia n jin C o lle g e o f T r a d it io n a l C hin e s e M e d ie in e ,

T ia n jin

研工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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