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于单一状态 3
H-淫羊藿苷的 t1 /2(β) ,提示复方中的

其他成分可延迟 3
H-淫羊藿苷的消除 ,长时间保持体

内药量 ,从而延长其发挥作用的时间。复方中的 3
H-

淫羊藿苷的峰浓度 Cmax及 AUC都约为单一状态的

2倍左右 ,说明复方中其他成分可促进淫羊藿苷的吸

收 ,提高其生物利用度 ,提示复方成分之间有协同增

效的作用。另外 ,实验表明淫羊藿主要分布在肝、肾、

肾上腺 ,这与淫羊藿的中医归肝肾经的理论一致。

上述研究证明 ,中药复方成分在体内的变化是

一个复杂的过程 ,但复方成分之间在体内仍然有相

互促进吸收、协同增效的作用 ,也进一步证实了中药

复方配伍应用的科学性所在 ,同时也为淫羊藿的归

经理论提供了科学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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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种中药注射剂体外抗内毒素作用的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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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　观察板蓝根、双黄连 、清开灵等 8种中药注射剂的体外抗内毒素作用。方法　注射剂经稀释后取 0. 2

m L与内毒素 0. 2 m L( 1 EU /mL )温孵 ,然后利用鲎试剂定量测定内毒素含量 ,计算各注射剂对内毒素的清除率 ,

比较不同注射剂的抗内毒素作用。 结果　双黄连粉针剂、清开灵注射液、板蓝根注射液、穿琥宁注射液和鱼腥草注

射液都有明显的体外抗内毒素作用 ,其中双黄连、清开灵和板蓝根的抗内毒素作用最强 ,稀释 2 500倍仍能够清除

70% 以上的内毒素 ;穿琥宁、鱼腥草和鱼金注射液其次 ;复方大青叶注射液和抗腮腺炎注射液的体外抗内毒素作用

较弱。 结论　在清热解毒中药中寻找抗内毒素作用的制剂将有一定的发展前景。
关键词: 内毒素 ;中药 ;注射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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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ies of anti-endotoxin effect of eight Chinese herb injections in vit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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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严重的败血症或脓毒血症的死亡率还比

较高 ,其中原因之一是内毒素引起的休克。因此抗内

毒素药物的研究受到广泛关注 ,我们的实验观察了

目前临床上常用的 8种清热解毒中药注射剂的体外

抗内毒素作用 ,旨在为探讨抗内毒素药物提供实验

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 1　试剂和试药: 鲎试剂盒 ,上海伊华临床医学科

技公司 ,批号: 200001; 细菌内毒素 , Sigma 公司

O111: B4,批号: 63H4010;氯化钠注射液 ,河北宏宝

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批号: 9907530;复方大青叶注射

液 ,山东鲁南制药厂 ,批号: 9903022;鱼金注射液 ,陕

西省黄河制药厂 ,批号: 980503;鱼腥草注射液 ,南方

制药厂 &雅安三九药业有限公司 ,批号: 970707;复

方板蓝根注射液 ,江西清风制药厂 ,批号: 98062102;

清开灵注射液 ,北京中医药大学药厂 ,批号:

97103407;穿琥宁注射液 ,四川宜宾制药厂 ,批号:

981209;抗腮腺炎注射液 ,北京第四制药厂 ,批号:

910943;双黄连粉针剂 ,哈尔滨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中

药二厂 ,批号: 9901250。

1. 2　方法

1. 2. 1　药物作用:用 2 mL无热原水 (氯化钠注射

液 )溶解双黄连粉针剂 ,得 300 ng /m L的贮液。分别

将鱼金注射液、鱼腥草注射液、大青叶注射液、板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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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注射液、清开灵注射液、穿琥宁注射液、抗腮腺炎

注射液和双黄连贮液等按 1∶ 5, 1∶ 25, 1∶ 125,

1∶ 625, 1∶ 2500, 0稀释 ,各浓度药品 0. 2 mL与

1 EU /mL的内毒素 0. 2 mL 37℃ 温浴 60 min,各

种药品均设药物对照 ,为弥补药品本身的颜色对结

果的影响 ,有颜色的药品每个浓度设一个药物对照。

1. 2. 2　内毒素测定:分别取各管反应液 0. 1 mL,与

鲎试剂 0. 05 mL混匀 ,置于 37℃ 水浴 25 min,再

加入鲎三肽 0. 05 mL,置于 37℃ 水浴 3 min,取出

后加入亚硝酸钠溶液 0. 5 mL,混匀后加入氨基磺酸

胺 0. 5 mL混匀 ,加入萘乙二胺 0. 5 mL混匀 ,于波

长 545 nm测定 A值 (分光光度计 ,北京瑞利分析仪

器公司 , UV 9100)。 用标准曲线的回归方程计算反

应液中的内毒素含量。 以药物清除的内毒素占总内

毒素的百分比表示清除率: 清除率= (总内毒素量-

剩余内毒素量 ) /总内毒素量× 100% 。

2　结果

8种药物中 ,双黄连、板蓝根和清开灵注射液抗

内毒素效果最好 ,在稀释 2 500倍后仍然能够中和

70%～ 90% 的内毒素 ;穿琥宁、鱼金和鱼腥草注射

液也有一定的抗内毒素作用 ;大青叶和抗腮腺炎注

射液的抗内毒素效果较差 (表 1)。

3　讨论

　　中草药用来治疗各种感染性疾病的研究由来已

表 1　 8种中药注射剂的体外抗内毒素作用

药物 稀释度 清除率 (% ) 药物 稀释度 清除率 (% )

双黄连 2 500 72. 7 清开灵 2 500 87. 3

鱼金 125 57. 1 板兰根 2 500 94. 5

穿琥宁 625 85. 3 大青叶 25 31. 3

抗腮腺炎 5 21. 0 鱼腥草 125 69. 1

　　注:稀释度为该作用的最大稀释倍数。

久 ,以往多是从抑菌、杀菌等方面进行研究 ,其效果

往往不及抗菌素。研究表明多种清热解毒药物如黄

连、黄芩、白头翁、板蓝根等都具有抗内毒素功

效
[1, 2 ]
。此次实验所选用的药物 ,多属于清热解毒中

药注射剂 ,结果表明 ,这些药物在体外均有抗内毒素

的作用。 对 8种中药注射剂的抗内毒素作用进行比

较 ,双黄连、板蓝根和清开灵注射液抗内毒素效果最

好 ,稀释 2 500倍仍能中和大部分内毒素。穿琥宁、

鱼金和鱼腥草注射液也有较好的抗内毒素作用 ,稀

释 125倍能中和 50%以上内毒素。大青叶和抗腮腺

炎注射液抗内毒素效果较差 ,稀释 25倍的大青叶

注射液仅能中和 31. 3% 的内毒素。结果提示 ,在中

药中筛选抗内毒素药物有着广阔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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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檗胺类化合物对黑色瘤细胞内钙调蛋白水平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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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　研究 5种小檗胺类化合物对恶性黑色瘤细胞内钙调蛋白 Calmodulin ( CaM )水平的影响。方法　收

集不同浓度不同药物作用后的细胞 ,通过反复冻融法破碎细胞 ,并用磷酸二酯酶 ( PDE)法测 CaM含量。结果　 5种

化合物均能不同程度地降低细胞内 CaM的水平 , IC50 (μmol / L) 值分别为: B0= 10. 73, B2= 9. 1, B4= 7. 4, BB=

6. 15, EBB= 1. 55。 结论　小檗胺衍生物降低细胞内 CaM 的能力大于小檗胺 ,其中 EBB的效果最为突出。

关键词: 小檗胺 ;衍生物 ;拮抗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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