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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棒绣线菊的镇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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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一

为生理盐水组 卜为石棒绣线菊 7
.

5 9 / k g 组

l 一

为石棒绣线菊 15 9 / k g 组

3 讨论

综上实验结果表明
,

石棒绣线菊水提液

可以明显减少小鼠的自发活动次数
,

与戊巴

比妥钠有较好的协同作用
;
对回苏灵引起的

动物惊厥有一定的对抗作用 ;对酒石酸锑钾

及热板法引起的疼痛有较强的抑制作用
;
这

些作用的确切机理尚待进一步探索
、

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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颈复康冲剂治疗眩晕症 80 例

安徽海螺集团公司总医院内科 (宁国 2 4 2 3 1 1) 方启辉
.

眩晕症是临床上较为常见病之一
,

笔者自 1 9 9 4

年 3 月至 1 9 9 7 年 5 月采用颈复康冲剂治疗眩晕症

80 例
,

取得满意效果
。

1 资料与方法

1
.

1 一般资料
:

a) 病例选择
:

80 例全为门诊患者
,

男 33 例
,

女 4 7 例
,

年龄 3 2 岁~ 7 7 岁
,

平均 4 9 岁 ;

b) 病因
,

颈椎病 68 例
,

椎基底动脉供血不足 12 例 ;

c )临床表现
:

颈椎病患者
,

眩晕
:

自感旋转
,

浮动
,

摇

晃
,

变动体位
、

抬头或转动而加重
,

常伴有恶心 ; 头

痛
:

后头部
、

颈项部呈阵发性或持续性纯痛 ;颈椎压

痛 ;上肢或指尖麻木
;

行走不稳
;
颈项试验阳性

。

椎基

底动脉供血不足患者
:

眩晕
、

平衡障碍
、

头晕
、

视蒙或

复视
、

感觉障碍
、

共济失调
、

肢体麻木
、

运动障碍
、

吞

咽困难
、

急性短暂意识障碍等
。

1
.

Z x 线检查
:

全部病人 X 线颈椎正侧位平片示
:

均有不同的骨性改变
,

如颈椎骨质增生
,

椎间孔变

形
,

缩小
,

椎间隙狭窄
,

生理弯曲变直等
。

1
.

3 结合临床或其它辅助检查 已确诊的颈椎病和

椎基底动脉供血不足所致的眩晕
。

1
.

4 治疗方法
:

用颈复康冲剂每次 2 袋冲服
,

每 日

2 次
,

15 d 为 1疗程
。

在用药中停用其它药物和其它

治疗方法
。

2 结果

2
.

1 疗效标准
:

痊愈
:

眩晕消失
,

恢复工作
,

生活 自

理
。

有效
:

眩晕明显减轻
,

可以 自行活动
,

未能恢复工

作或生活稍能自理
。

无效
:

治疗前后无明显改善
。

2
.

2 治疗结果
:

本组 80 例中
,

痊愈 64 例 (占 80 % )
,

有效 10 例 (占 12
.

5% )
,

总有效率为 9 2
.

5%
。

本组未

出现有毒副作用
。

2
.

3 注意事项
:

应用颈复康冲剂时
,

有消化性溃疡
、

肾性高血压者慎用
。

有感 冒
、

发热
、

鼻咽痛等暂停使

用
。

3 讨论

眩晕症多为颈椎病和椎基底动脉供血不足所

致
,

主要病变压迫椎动脉颅外段使血流受影响而产

生
。

由于颈椎骨质增生及退行性病变
,

有人从血流速

异常的发生率检测分析
,

中青年主要以痉挛型血
.

流

速度增高为主
,

而老年组以狭窄型血流速度增高发

生率高
〔 1〕 ,

老年患者已有动脉粥样硬化
、

管腔变窄或

闭塞而发生脑缺血性发作
,

这种情况多属于椎一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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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动脉系统缺血卿
,

称之推基底动脉供血不足
。

当转

颈一侧使椎动脉更易受压
,

一侧椎动脉受压迫后
,

对

侧椎动脉血流灌注量减少
,

大脑组织缺血缺氧
,

临床

常见症状为发作性眩晕
〔3 , 。

颈复康冲剂 (主要成分
:

黄蔑
、

川芍
、

红花
、

丹参
、

乳香
、

没药
、

葛根等 )治疗颈椎病变性 眩晕是根据传

统中医药理论
,

采用活血化癖
、

活血通络
、

散风止痛

的原理
,

使脑组织微血管的侧枝循环通畅
,

增加脑组

织内血流灌注量
,

改善脑组织血管微循环
,

从而使椎

基底动脉供血不足得到代偿和缓解
,

脑组织缺血缺

氧和内耳水肿得到改善和消除
。

因此
,

眩晕随之减轻

或消失
。

然而颈复康冲剂对美尼尔氏综合征的治疗

也起到一定的效果
,

有待进一步观察
。

本组所报告的治疗组总有效率 92
.

5%
,

优于其

它药物的疗效
,

而治疗用药方便
,

不需住院治疗
,

均

能获得显著效果
。

值得广大医生临床上推广应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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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酚棉籽仁生药资源的研究△

,
.

致突变性和生殖毒性试验

华东师范大学生物学系 (上海 2 0 0 0 6 2)

上海医科大学实验动物部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医院

瞿伟普

杨幼明

汤正蓉

】黄福麟 I

低酚棉籽仁 ( G C K )资源的毒理学研究表明急性

毒性和长期毒性试验均为阴性结果
〔 1, 。

我们继续将

G C K 的致突变性和生殖毒性的试验结果报告如下
。

1 实验材料

1
.

1 G C K 和实验动物
:

除文中专述外均同前文
〔 , 〕 。

1
.

2 A m es 试验 的哭 变菌 株
:

鼠伤 寒沙 门氏 菌

s
a lm o n e

lla
t y户人i m u 月 u m 的 突 变 株 T A I 。 。 、

T A 。: 、

T A 10 2 、

T A 97 共 4 种菌株
,

来自美国 A m e s
氏实验室

,

由上海医科大学环境卫生学教研室保存和提供测

试
。

2 试验方法
〔
卜幻与结果

2
.

1 A m e s

试验
:

用二 甲亚矾 ( D M S O )溶剂提 取

G C K
,

按照 0
.

1 m L D M S O 提取液含 G C K 量为 1
、

1 0
、

10 0
、
5 0 0

、
1 0 0 0

、
5 0 0 0 拜g 的不同浓度配制 6种平

皿
,

设 。
.

1 m L D SM O 溶剂为阴性对照
,

试验均做加

肝微粒体酶活化 ( + S , )和不加 ( 一 S
。 )的比较

,

阳性

对照平皿各投加 已知阳性致突变剂
: 2

一

氨基药
、

叠氮

化钠
、
2

,
7
一

氨基药
、
9
一

氨基毗陡
。

接种平皿于 37 ℃ 下

培养 48 h 后计算菌落数
,

每一浓度均做 3 个平行样

品
,

重复 1 次后取平均值任士
: )表示

。

结果投加不同

量 G C K 的 D M S O 提取液的平皿上菌落生长回复量

与阴性对照基本一致 ( M R < Zp > 。
.

0 5 )
,

揭示 G c K

对组胺酸缺陷型菌株的回复突变的诱变为阴性
。

2
.

2 大鼠骨髓细胞染色体畸变分析
:

取含 40 %
、

2 0% G C K 饲料和基础饲料喂养 3 个月的雄性大 鼠

各 5 只
,

另取同龄雄 鼠 3 只
,

用环磷酞胺 50 m g k/ g

·

d 19 染毒连续 s d 作阳性对照
,

用常规法制作大鼠

股骨髓细胞染色体标本
,

每组观察 500 个分裂相
。

结

果含 40 对
、

20 % G c K 组受试大鼠与阴性对照的骨髓

细胞染色体畸变数和畸变率基本一致
,

分别为 7
、
5

、

5 和 1
.

4 %
、

1
.

0%
、

1
.

0%
,

而 阳 性对照 高达 54 和

1 0
.

8%
。

提示含 G C K 40 %和 20 %的饲料长期喂养未

引起大鼠骨髓细胞染色体畸变
,

无诱变作用
。

2
.

3 显性致死试验
:

选雄性 L A C A 小鼠 80 只
,

按

体重随机分成 4 组
,

I 组喂未脱脂纯 G C K
,

l 组喂

脱脂纯 G C K
,
l 组为阴性对照

,

给以基础饲料
,
W 组

为阳性对照
,

环磷酞胺 19 染毒 ( 50 m g /k g )并喂以基

础饲料
。

饲喂 s d 后各组小鼠按 1 雄 2 雌同笼交配
,

观察胚胎死活
,

计算各组致突变指数和早期胚胎死

亡率以判定其致突变性
。

结果表明 I
、
兀

、
l 组小鼠

连续交配 5 周
,

其致突变指数 5 周内均在 5 以下
,
3

组间无明显差异
,

阳性对照高达 3 1
.

1
。

以受孕雌 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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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0 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