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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防风 正丁 醇萃取 物 5
.

6 9 /( k g
·

d) 连续给 大 鼠 im 10 d
,

可使大 鼠全血 高切粘 度
、

低切粘

度
、

血浆粘 度
、

纤 维蛋 白原 含量
、

血球压积及 全血还原 粘度均 明显降低
;
对血沉

、

血 沉方程 K 值
、

血

小板最 大聚集率及 l m in 解聚率无 明显 影响
。

提示防风正丁醇萃取物具有活血化癖作用
。

关键词 防风 血 液流变学 粘度 纤 维蛋白原

2.5.0.

防风为伞 形科 (U m be “i-fe ra e) 植物的根

及根茎
,

有发 表
、

祛风
、

胜湿
、

止痛等功效 〔‘〕。

在临床上防风与其他中药合用于一些心血管

系统的疾病如中风
、

高血压等
。

近年来
,

在防

风的活性成分及药理作用的研究过程 中初步

发现其具有抗凝作用 〔2〕 。

为了进一步探讨 防

风的活血 化痕作用
,

我们观察 了该药对大 鼠

血液流变学的影响
。

1 材料

1
.

1 动物
:

W is t a r 大 鼠
,

体重 2 5 0 9 左右
,

由

延边医学院实验动物科提供
。

1
.

2 药 品 与 试 剂
:

防 风 L e d eb 口u ri el la

se selo id e s
W

o lff 由延边医学院药用植物教研

室肖慧中副教授和生药学教研室刘永镇教授

鉴定
。

取切细防风干燥根
,

甲醇回流提取
,

减

压回收 甲醇
,

浓缩成浸膏状
,

加水转溶
,

用石

油醚萃取
,

脱水
,

水层挥尽
,

石油 醚用水饱和

乙酸乙醋萃取
,

水层挥尽
,

乙酸乙醋用饱和正

丁醇萃取
,

正丁醇萃取液固定
,

减压 回 收
,

浓

缩成浸膏状
,

干燥成粉状
,

备用
。

血塞通注射

液
,

每毫升含三七总皂昔 50 m g
,

昆明制药厂

生产
,

批号 9 5 1 0 3 1
。

A D P 系 日本进 口
,

由上

海 放射 医 学研 究所 分装
,

分 子量 4 2 7
,

每 支

42
·

7 陀
。

其它药品与试剂均系市售 品
。

1
.

3 仪器
:
N D

一

2 型 血液粘度 计
,

SPA
一

4 型

多功能血小板聚集仪
,

上海科达测试仪器厂 ;

8 0
一

2 型离心沉淀器
,

上海手术器械厂 ; 7 21 型

分光光度计
,

四川分析仪器厂
。

2 方法与结果

2
.

1 防风对大 鼠全血高切粘度和低切粘度

的影响
:

取体重 25 0 9 左右的健康 W is tar 大

鼠 5 0 只
,

雌 雄兼 用
,

随机分 为 防风 大 剂量

(5
.

6 9 / k g
·

d )组 和小 剂量 (2
.

8 9 / k g
·

d )

组
、

三七皂 昔 (0
.

1 9 / k g
·

d) 组
、

溶剂对 照组

及生理盐水对照组
,

连续 im 10 d
,

第 11 日用

1
.

2 9 / k g 乌拉坦麻 醉
,

分离腹 主动 脉采血
,

以肝素抗凝
,

用 N D
一

2 型 血液粘度计测定全

血高切粘度和低切粘度 〔3〕 。

结 果 (表 1) 显示
,

防风大剂量组可使高

切粘度和低切粘 度明显降低
,

与生理盐水组

相 比有显著性差异
,

但其作用略弱于血 塞通

组
。

防风小剂量组虽有降低趋势
,

但无统计学

意义
。

表 1 防风对大鼠全血高切粘度和

动物

低切

剂量
组 别

(只 ) (g / k g
·

d )
全血高切粘度 全 血低 切粘度

生理盐水

溶剂对照

防 风

血 塞 通

1 0

l O

1 0

l 0

1 O

14
.

9 2 士 4
.

0 8 2 7
.

3 2士 7
.

1 1

16
.

3 6 士 2
.

3 7 2 9
.

7 0士 4
,

7 2

11
.

7 4 士 2
.

9 9 2 1
.

7 5士 6
.

4 8

10 9 0 士 2
.

4 1
‘

20
.

0 5士 6
.

1 3
怪

9
.

32 士 3
.

8 1
苦 衡

1 6
.

3 3士 6
.

7 2
修 告

与生理盐水组相 比
: ‘

尸< 0
.

05 “ 尸< 0
.

Ol( 下同 )

2
.

2 防风对大鼠血浆粘度和纤维蛋 白原含

A d d r e s s :
Z h u H u ijin g

,

“ “

医学院药理教研室

·

8 1 2
.

A ffilia t ed H o sp it a l o fM e d ie al C o lle g e ,

Y a n b ia n U n iv e r s ity
,

Y a n zi
“ ’ ‘

医学院植化教研室



量 的影 响
:

实 验方 法 同 2
.

1
,

采血 后分 离血

浆
,

分别 用 N D
一

2 型血液粘度计 和 7 21 型分

光 光 度计 测 定 血 浆粘 度 和纤 维 蛋 白原 含

量〔4〕 。

结果表 2 显示
,

防风大剂量 组可使血浆

粘度和 纤维蛋 白原含量明显 降低
,

与生理盐

水组相 比亦有显著性差异
,

其作用与血塞通

组相似 ; 小剂量组虽有降低趋势
,

但无统计学

意义
。

表 2 防风对大鼠血浆粘度 和

纤维蛋 白原含t 的影 响 ‘士
、 )

表 4 防风对大鼠血球压积和全血

还原粘度的影响 (王士s)

组 别
动物 剂量
(只 )(g / k g

·

d )
血球压 积

(% )
全血还原粘度

生理盐水

溶剂对照

防 风

血 塞 通

1 0

10

1 O

1 O

1 0

4 8
.

5 0 士 3
.

8 9 5 4
.

2 7士 1 5
.

5 1

4 8
.

7 5 士 4
.

7 1 5 8
.

8 7士 2 1
.

3 6

4 5
.

8 0 士 4
.

2 0 4 5
.

3 1士 1 7
.

8 0

4 4
.

8 0 士 3
.

5 6 爷 4 1
.

5 2士 1 0
.

0 7
等

4 3
.

3 0 士 4
.

3 0
要

3 5
.

4 0士 1 2
.

0 4
长 餐

乃��卜�1
.

⋯
O白50

组 别
动物 剂量
( 只 ) ( g / k g

·

d )
血浆粘度

纤维 蛋白原
( g / L )

2
.

5 防风对大 鼠血小板聚集功能的影响
:

实

验方法 同 2
.

1
,

采血后
,

以 3
.

4 %构椽酸钠抗

凝
,

分离贫血小板血浆 (PP P )和 富血 小板 血

浆 (PR P )
,

以 2 拼m o l/ L 的 A D P 作诱 聚剂
,

测

最大聚集率和 l m in 解聚率 〔7〕 。

结果表 5 显示
,

与生理盐水组相比
,

无论

大 剂量组还是小剂量组均无 显著性差异 (尸

> 0
.

05 )
,

其作用与血塞通组相似
。

表 5 防风对大 鼠血小板聚集功能的影响 ‘士
, )

组 别
动物 剂量 最 大聚集率
( 只 ) ( g / k g

·

d ) ( % )

l m in 解聚率
( 肠 )

O曰�h11
..-

Q心5八曰

生理盐水 10 一 1
.

8 8 士 0
.

17 4
.

3 4士 1
.

0 1

溶剂又寸照 10 一 1
.

8 3 士 0
.

1 6 4
.

2 1 士 1
.

1 9

防 风 10 2
.

8 1
.

8 1士 0
.

0 9 3
.

6 7 士 0
.

9 1

10 5
.

6 1
.

6 1 士 0
.

18
书 “ 3

.

5 1 士 0
.

2 9
关

血 塞 通 10 0
.

1 1
.

6 1士 0
.

1 6 “ 3
.

2 1 士 0
.

5 5
各 ‘

2
.

3 防风对大 鼠血沉和血沉方程 K 值的影

响
:

实 验 方 法 同 2
.

1
,

采 血 l h 后 测 血 沉

( m m /h )
,

并用公式计算血沉方程 K 值 〔5〕。

结果表 3 显示
,

与生理盐水组相 比
,

防风

大
、

小剂 量组 对 血沉 和 血沉 方 程 K 值均无

显著影响 (P > 0
.

0 5 )
,

其作 用与血塞 通组相

似
。

表 3 防风对大 鼠血沉和血沉

方程 K 值的影响 (王士 s)

生理盐 水

溶剂对 照

防 风

血 塞 通

l0

10

1 O

l O

1 0

2 1
.

1 0士 5
.

7 7

2 2
.

7 1士 4
.

1 1

1 8
.

0 2 土 5
.

1 3

1 7
.

3 5 士 3
.

5 8

1 6
.

7 4 士 3
.

9 6

4 0
.

4 8 士 1 7
.

54

4 0
.

5 9士 20
.

0 3

4 3
.

4 8 士 1 9
.

9 6

4 4
.

0 5士 1 8
.

8 2

4 6
.

7 4 士 2 1
.

4 7

组 别
动物 剂量
(只 ) ( g / k g

.

d )
血沉

( m m / h )
血沉 方程 K 值

生理盐水

溶剂对照

防 风

血 塞 通

l 0

1 0

1 0

l0

10

0
.

2 5士 0
.

5 1

0
.

3 6士 0
.

4 1

0
.

5 0士 0
.

1 1

0
.

4 2士 0
.

5 5

0
.

6 3士 0
.

3 1

0
.

5 2 士 1
.

14

0
.

7 4 士 0
.

63

1
.

0 9 士 0
.

8 7

0
.

9 4 士 0
.

58

1
.

4 5 士 1
.

0 3

2
.

4 防风对大 鼠血球压积和全血还 原粘 度

的影响
:

实验方法同 2
.

1
,

采血后将抗凝血装

入压积管 内
,

然后 以 2 3 0 0 9 离心力离心 30

m in
,

读出压积数
,

并用公式计算全血还原粘

度 〔6〕 。

结果表 4 显示
,

防风大 剂量 组可使血球

压积和全血还原粘度明显降低
,

与生理盐水

组相 比亦有显著性差异
,

其作用与 血塞通组

相似 ;小剂量组虽有下降趋势
,

但无统计学意

《中草药》1 9 9 8 年第 2 9 卷第 1 2 期

3 讨论

现代血液流变学认为
,

全 血粘度是反 映

血液流动性和粘滞性 的重要指标
。

全血粘度

增高往往导致循环减慢以及组织 氧饱和程度

降低
。

影响血液粘度的因素很多
,

其 中影响最

大 的是血液 中的红细胞
,

红细胞压积直接影

响着血液 的粘度
,

压积越大
,

全血粘度越 高
。

影 响血浆粘度 的因素主要有纤维蛋白原
、

血

浆蛋 白及脂类等 〔8〕。

本实验结果表 明
,

防风正丁醇萃取物能

显著降低大 鼠全血高切粘度
、

低切粘度
、

血浆

粘度
、

纤维蛋白原含量
、

血球压积以及全血还

原粘度 ; 以血沉
、

血沉 方程 K 值
、

最大 聚集率

以 及 l m in 解 聚率均无明显影响
,

说明防风

正丁醇萃取物可能主要通过影响红细胞和纤

维蛋 白原的含量及 功能来发挥 活血化癖作

用
。

一

8 1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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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胡注射液对小鼠灌流肝脏缺氧复氧损伤的保护作用

重 庆医科大学卫生毒理学教 研室 (4 0 0 0 1 6) 汤 兵
‘

吴逸人“ 康格非”
’

摘 要 采 用小 鼠离体肝灌流术在 K re bs
一

H en se le it (K
一
H )灌 流液 中加 人柴胡注射液

,

观察柴胡对

肝缺氧 (l h )复氧 (l h )的影 响
。

结 果表明
:

柴胡组与缺氧组相 比
,

光镜 电镜下肝组织损伤较 轻
,

且肝

组织 乳酸脱氢酶 (L D H )漏 出量 显著减 少
,

脏 / 体 比
、

还原型谷胧甘 肤 (G SH )及黄嗦吟氧化 酶 (X O D )

含量 有显著性差异
,

丙二醛 (M D A )生成 延迟
。

揭示柴胡对 小鼠离体灌流肝缺 氧复氧损伤有 明显拮

抗作 用
,

其机制与抑制氧 自由基形成 有关
。

关键词 柴胡 氧 自由基 缺氧复氧 损伤

肝脏的缺血再灌注损伤是导致肝功能不

良的重要因素
,

氧自由基的形成在此过程中发

挥了重要作用 〔‘〕。

柴胡作为一种传统中药
,

具

有和解退热
、

疏肝解郁的功效
。

近年来
,

研究发

现柴胡对实验性肝损伤有保护作用 〔2〕 。

我们采

用小鼠离体肝灌流术做成肝缺氧复氧模型
,

观

察柴胡在此过程中对肝抗缺氧复氧损伤的影

响
,

并初步探讨其作用机制
,

为获得一种安全

有效且价廉的器官移植保存液作基础性研究
。

1 材料与方法

1
.

1 动物
: 1 3 9 只 N IH 小 鼠

,

雌雄各半
,

体

重 18 一 2 2 9
,

由重庆医 科大学动物实验 中心

年为

旅
A d dr e s s :

T a

叹 B in g
,

D ep a r t m e n t o f H yg ie n e T g x ie o lo g y
,

C h o n g g q in g U n iv e r s ity o f M e d ie al S eie n e e s ,

Ch o n g q in g

汤 兵 1 9 9 0 年毕业于华 西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

获医 学学士学位
,

在重 庆医科 大学卫生毒理教研室 任教
。

1 99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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