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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明进 男
,

4 3 岁
,

右躁关节扭伤 Z h
,

局部 肿

胀 范围 s c m 又 3 c m
,

用神农镇痛精 10 m L 外擦 患

处
,

每 4 小时一次
,

首次用药擦后 20 m in 疼痛好转
,

第 2 天右跺疼痛肿胀消失
。

张丽妹 女
,

68 岁
。

右脚背被钝器砸伤 s h
,

局

部肿胀
,

青紫 s c m x 4 c m
,

用药 Z h 后疼痛缓解
,

第

3 天症状消失
,

功能康复
。

张 军 男
,

43 岁
。

扭伤腰部
,

痛不敢屈伸
,

双

手撑腰缓步行走
,

用神农镇痛精外擦
,

每 日 4 次
,

第

2 天痊愈
。

6 讨论

几年来
,

我们用神农镇痛精治疗软组织损伤
,

均

取得显著效果
,

尤其对局部肿胀
、

扭伤
、

撞痛者效果

更佳
。

本方中徐长卿具有镇静止痛
、

祛湿解毒作用
;

细辛具散风祛寒
、

止痛作用
; 红花具活血

、

破癖
、

通经

活络作用
; 冰片具消肿止痛

、

芳香 开窍作用
; 生姜具

温中散寒
、

回阳还脉作用
,

几种配伍达到温通经络
、

散寒止痛
、

祛风止痒的功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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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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跌打膏对免疫功能的影响

解放军北戴河 281 医院 ( 。 6 6 1 0 0) 雷亚锋 张丽娟

我院自 1 9 8 7 年以来
,

对研制的跌打膏进行 了临 生产
。

床疗效川
、

透皮吸收图
、

药效学 3[ 一 5 〕等方 面的研究
,

2 方法和结果

获得了较好的治疗效果
。

为了考察不 良反应及副作 2
.

1 对大 鼠佐剂性关节炎 的影响困
:

取大鼠 50 只
,

用
,

我们探讨了跌打膏对机体免疫功能 的影响
,

现报 分 4 组
,

雌雄兼有
。

每 鼠测量左右后肢躁关节周长
,

道如下
。

左后足趾
s c
费 氏完全佐剂 0

.

1 m L
,

隔天测量大 鼠

1 实验材料 左
、

右后肢躁关节周长
。

模型组不给任何药物
,

给药

1
.

1 药品
:

跌打膏 由本院制剂室提供
,

每克相 当于 I 组外敷跌打膏 2 9
,

给药 I 组外敷跌打膏 4 9
,

对照

生药 1
.

0 9
。

组 im 地塞米 松 5 m g k/ g
,

在 实验期 内每天 给药 1

1
.

2 动物
:

昆明种小 鼠
,

体重 19 ~ 22 9
。

W i st ar 大 次
。

第 1
,

2
,

12
,

14 天各时间点测量左后肢躁关节周

鼠
,

体重 15 0一 2 0 0 9
,

上述动物雌雄兼用
。

长
,

并观察右后肢
、

鼠耳红斑
、

尾部结节等出现情况
。

1
.

3 仪器
: 7 53 分光光度计

,

上海医用分析仪器厂 结果见表 1
。

表 1 跌打裔对大 鼠跺关节肿胀的影响 x( 士 s)

躁关节周长 ( m m )

组 别

资开

月比一n只1
舀9妇OdOJ

工胜

模型组

地塞米松

跌打青

2 3
.

4 6士 5
.

9 7

1 9
,

2 7士 4
.

5 1

1 8
.

9 3士 5
.

2 4 普

1 8
.

5 7士 4
,

3 4
书

3 4
.

0 2 士 4
.

2 8

2 6
.

7 1士 5
.

2 1

2 4
.

3 8士 4
.

3 1 苍

2 4
`

4 2士 4 2 6
丹

4 6
.

9 3士 6
.

8 6

3 2
.

7 9 士 7
.

63

3 0
.

15 士 5
.

9 0
“

2 9
、

2 士 4 9 1
长

1 4 d

3 3
.

4 1士 8
.

2 5
.

6 5士 5
.

2 6
.

1 3士 4
.

24
.

9 7士 5
.

与模型组比较
: ,

尸 < 。
.

05

注射 费氏完全佐剂后 3 d 内足肿胀明显
,

第 10

天后肿胀更加严重
,

同时发生迟发性超敏反应
,

对侧

后肢
、

前肢各关节周 围及耳
、

尾等部位 出现红肿
、

红

斑
、

炎性结节等多发性关节炎
。

给药组与模 型组 比较

有显著性差异 (尸 < 0
.

05 )
,

说明跌打膏有一定 的消

肿治疗作用
。

2
.

2 对小鼠巨噬细胞吞噬功能的影响闭
:

取雄性 昆

明种小 鼠 4 0 只
,

随机分成 4 组
,

小 鼠背 部 脱 毛 3

c m X 3 o m
。

对照组不加任何处理
,

给药组
、

地塞米松

组给药剂量
、

给药方法同 2
.

1
。

每天给药 1 次
,

连续 5

d
。

各组于第 6 天早晨由尾 iv 稀释的印度墨汁 。
`

1

m L / 10 9 (生理盐水稀释 )
,

注射后每隔 s m in 眶内

采血各 1 次 ( 2 5 拜L )加人盛有 1 m g / m I
J

N a Z
C O

。
溶

液的试管 中
,

使成等 容积
,

摇匀 后测取 吸光度 ( A )

值
,

结果见表 2
。

给药 组 与 对 照 组 比 较 无 显 著 性 变 化 ( p >

0
.

05 )
,

而地塞米松组与对照组比较具有显著性变化

(尸 < 。
.

0 5 )
。

说明给药 组对单核 巨噬细胞 吞噬功能

无影响
,

而地塞米松组对该功能影响较为明显
。

2
.

3 对迟发型超敏反应 的影响闭
:

将小 鼠 30 只
,

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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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跌打裔对小 鼠印度墨汁廓清功能的影响 ` 士 、
)

吸光度 () A

s m、 n1 0 min1 5 min

对照组

地塞米松

跌打膏

0 0 6 92 士 0
.

01 30

0
.

0 46 5士 0
.

02 1 9
份

0
.

01 6 9士 0
.

1 0 0 7

0
.

0 6 3 9士 0
.

02 1 3

0
.

0 58 6士 0
.

1 0 0 9

0
.

0 37 4士 0
.

01 30
倪

0
.

0 6 5 9士 0
.

01 50

0
.

0 6 58 士 0
.

1 0 0 4

0
.

0 7 40 士 0
.

1 0 0 4

0
.

0 31 0 士 0
.

2 1 0 4
`

0
.

0 6 5 4士 0
.

1 0 0 3

0
.

0 6 6 4士 0
.

Q IO O

0
.

0 41 6士 0
.

0 0 8 7

0
.

02 7 4士 0
.

02 1 9
甘

0
.

01 7 4士 0
.

011 0

0
.

0 41 8 士 0 02 1 0

与对照组 比较
:’

P<0. 0 5

机分为 3组
。

脊背部脱毛 3 Cmx3 c m
,

给药 I 组外

敷跌打膏 2 9
,

给药 亚组外敷跌打膏 4 9
,

对照组于每

只脱毛部位滴涂 50 %二硝基氯苯丙 酮溶 液 20 拼L

进行攻击
。

24 h 后
,

每鼠 iv l %伊文思蓝 10 m L / k g
。

30 im
n 后处死小 鼠

,

取下脊背部蓝染皮肤
,

给药组

取相应部位皮肤
,

剪碎
,

置试管中
,

用 1 : 1丙酮生理

盐水混合 液 4 m L 浸泡 24 h 后
,

离心取上清 液
,

用

7 5 3 分光光度计 以 ~ 6 10 n m )测定吸光度 ( A )
,

结果

见表 3
。

表 3 跌打膏对小鼠迟 发型过敏反应的影 响 ` 士 , )

组 别 动物数 (动 A 值

对照组

跌打膏

l O

1 0

l 0

0
.

1 2 5士 0
.

0 2 4

0
.

0 0 1士 0
.

0 0 3
`

0
.

0 0 1士 0
.

0 0 2
赞

与对照组 比较
: ’

尸 < 0
.

05

对照组与给药组 比较差异显著 (尸 < O
,

0 5 )
,

说

明跌打膏无迟发型皮肤过敏反应
。

2
.

4 对特异性体液免疫的影响

2
.

4
.

1 对 小鼠血清溶血素形成的影响
:

取小 鼠 30

只
,

雌雄兼用
,

随机分为 3 组
,

实验前准备及给药方

法同 2
.

3
,

采用徐学瑛等圈方法
,

用药第 12 天测定

血清溶血素的含量 (以 吸光度 A 值表示 )
,

间接判断

血清中抗体形成的数量
,

见表 4
。

表 4 跌打裔对溶血素
、

血凝素的影响 ` 士 s)

组 别 给药途径
溶血素

( A X 1 0 0 )
血凝素

对照组

跌打膏 外敷

外敷

6 0
.

5 8士 1 1
.

0 2

5 9
.

9 3士 9
.

8 7

6 1
.

0 2士 9
.

9 5

3
.

0 3士 0
.

2 7

3
.

0 2士 0
.

3 1

2 9 7士 0
.

3 5

给药组与对照组 比较无显著性差异
,

说明给药

组对小鼠血清溶血素的形成无抑制作用
。

.2 4
.

2 对血凝素的影响
:

实验前准备及用药方法同

2
.

3
,

外敷用药 12 d 后
,

每只小 鼠用 10 %绵羊红细胞

.0 2 m L i p 进行免疫
,

24 h 后眼眶采血
,

分离血清
,

倍 比稀释
,

以血球凝集
“
十 +

”
为观察终点

,

测定各组

小鼠血清 中血凝素抗体的效价
。

结果见表 4
。

给药组

与对照组 比较血凝素无显著性变化 (尸> 。
.

05 )
,

说

明跌打膏对血凝素无抑制作用
。

上述研究结果表示跌打膏对特异性抗体的生成

无显著作用
。

3 讨论

实验选择外界抗原刺激物
,

分别对免疫变态反

应
、

迟发超敏反应
、

巨噬细胞吞噬功能和特异性进行

了探讨
。

本制剂含马钱子等药物具有一定的透皮吸

收功能
,

对小 鼠巨噬细胞吞噬功能
、

血清溶血素
、

血

凝 素抗体含量均无 明显影响
,

其主要作用于细胞免

疫
,

不影响体液免疫和非特异性屏障机能
。

传统膏药

制剂易引起过敏反应
,

我们将该制剂做为抗原进行

了迟发型超敏反应现象
。

该制剂选择性 的抑制细胞

免疫
,

降低广泛的免疫抑制出现的副作用
,

为此类药

物制剂发挥疗效
、

长期应用奠定 了理论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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