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表 3　VLC 对犬结扎后心率的影响 (x±s, n= 4)

Table 3　Effect of VLC on heart rate of dogs af ter l igation (x±s, n= 4)

组　别
剂量

ö(m g·kg- 1)

心率ö(次·m in- 1)

缺血前 缺血后 1 h 缺血后 3 h 缺血后 6 h 缺血后 12 h

模型 　　- 　 　138±15 　 　113±12 　 　136±12 　 　173±35 　 　197±143

VL C 　　8115 146±16 134±19 154±20 199±27 189±173

32150 166±19 144±19 140±27 154±29 167±32

丹参 13125 151±21 144±40 140±53 146±70 144±37

　　　　与缺血前比较: 3 P < 0105

　　　　3 P < 0105 vs befo re ischem ia

处 (方法É ) , 但结果显示, 无论从心肌酶还是心梗指

数上观察, 结扎效果均不确切, 动物死亡率较高。本

实验参照在结扎兔左冠状动脉左缘支基础上[7 ] , 同

时结扎对角支中点, 建立心梗模型 (方法Ê )。结果

可见, 此法造成心梗面积较小, 对心脏血流动力学影

响轻微, 因此, 减少了心律失常发生, 提高了动物生

存率, 且评价结果可靠, 故本实验选择方法Ê 进行药

物实验。但此法同时存在一定不足, 由于心梗面积

小, 药物对血流动力学的作用无法明显体现; 另外,

不同种属之间, 冠状动脉结构也存在一定差异。

心外膜心电图已成为心血管药理研究中一种常

用方法, 心电图上 2 ST 表示心肌损伤程度, N ST 表

示心肌损伤范围, NQ 表示心肌梗死范围[7 ]。CPK,

LDH 在心梗的评价中具有重要价值。John 等[8 ]提出

在所有酶及细胞成分中, CPK 是衡量心梗面积的最

佳指标。本实验结果显示,VL C 具有明显抗心肌缺血

作用。王万铁等[2 ]报道, 川芎嗪抗心肌缺血再灌注损

伤与提高机体内NO , 降低 ET 水平有关。缬草可通

过减慢心率, 降低血压及扩张冠脉以降低心肌氧耗,

对急性心肌缺血起保护作用[1 ]。VL C 由缬草提取物

(主要含有挥发油和环烯萜) 和川芎提取物 (主要含

有挥发油、阿魏酸和川芎嗪) 组成, 因此, 本组方可能

从多个方面抑制心肌缺血损伤。VL C 中川芎嗪的质

量分数约为 1% , 但其抗心肌缺血作用近似于川芎嗪

单体。这说明缬草与川芎具有协同作用。VL C 保护心

肌缺血的具体作用机制仍在进一步研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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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干的抗病毒实验研究

韩　杨1, 孔　红2, 李宜平1Ξ

(11 长春中医学院, 吉林 长春　130021; 21 吉林大学第三临床医院, 吉林 长春　130021)

　　射干为鸢尾科植物射干 B elam cand a ch inensis

(L. ) DC. 的根茎。其味苦、性寒, 能清热解毒、消痰

利咽。用于热毒痰火郁结、咽喉肿痛、痰涎壅盛、咳

嗽、气喘。本实验研究其体内、体外抗病毒作用。

1　材料

111　药物与试剂: 射干 60% 乙醇提取物原液,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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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中医学院药学院药剂教研室提供, 制备方法: 射

干 100 g, 分 3 次水煎, 加水量分别为射干 8, 6, 6

倍, 第 1 次水煎 2 h, 第 2、第 3 次各水煎 1 h, 3 次水

煎液合并浓缩成相对密度 1108, 加乙醇调含醇量至

60% , 静止滤过, 滤液回收乙醇, 挥尽乙醇, 得射干

60% 乙醇提取物, 以蒸馏水配成 1 gömL , 0145 Λm

微孔滤器滤过除菌备用, 贮于 4 ℃。病毒唑注射液

(100 m gömL ) , 河南焦作市第二制药厂, 批号

96072822, 实验前配成 018% 溶液, 滤过除菌备用。

培养液 IM DM , Sigm a 公司; 胎牛血清, 长春生物制

品研究所; 胰蛋白酶, 日本产上海分装。

112　细胞与病毒株: H ep 22 传代细胞、单纯疱疹病

毒É 型 (H SV 21) , 购于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

FL 细胞、流感病毒 FM 1株、肠道病毒 CoxB 3均由白

求恩医科大学微生物教研室保存。腺病毒Ë 型来源

于白求恩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儿科研究室。

113　动物: 昆明种小鼠 (20±2) g, 雌雄各半, 购自

吉林省中医中药研究院试验动物室。

2　方法与结果

211　对小鼠流感病毒性肺炎的作用[1 ]: 取健康小鼠

(20±2) g, 雌雄各半, 随机分 5 组, 每组 10 只。于感

染前一天开始 ig 给药, 连续 5 d。病毒唑组 ig 0. 07

gökg 病毒唑, 射干高、低剂量组分别 ig 射干 60%

乙醇提取物 1210, 610 gökg, 正常对照组与模型组

ig 等容积蒸馏水。除正常对照组外, 其余各组小鼠

乙醚浅麻醉下滴鼻感染流感病毒 FM 1株 10 LD 50,

感染后 96 h 处死动物, 取肺称质量, 计算肺指数和

抑制率, 进行 t 检验。结果见表 1。
肺指数= 肺质量ö体重×100%

肺指数抑制率= (模型组平均肺指数- 实验组平均肺指

数) ö模型组平均肺指数×100%

表 1　射干对小鼠流感病毒性肺炎的作用 (x±s, n= 10)

Table 1　Effect of Rh izom a B elam candae on inf luenza l

v irus pneumon ia in m ice (x±s, n= 10)

组　别 剂量ö(g·kg- 1) 肺指数ö% 抑制率ö%

模型 　　　- 　　1147±0106 -

正常对照 　　　- 0194±0106 -

病毒唑 　　0107 1124±01043 3 3 15164

射干 1210 1122±01053 3 3 17100

6100 1132±01053 3 3 11136

　　与模型组比较: 3 3 3 P < 01001

　　3 3 3 P < 01001 vs model group

　　结果表明射干高、低剂量组肺指数明显低于模

型组, 高、低剂量组肺指数抑制率分别为 17100% ,

11136% , 表明射干 60% 乙醇提取物对小鼠流感病

毒所致肺炎具有抑制发生发展, 使其炎症减轻作用。

212　射干对病毒致细胞病变的作用[2 ]

21211　细胞准备: 将 H ep 22 传代细胞和 FL 细胞培

养 5 d, 使之成片, 胰蛋白酶消化, 待细胞面出现针

尖样小孔, 吸尽消化液, 取数毫升培养液吹散细胞计

数至约 5×104ömL , 接种于 96 孔培养板, 待细胞长

成单层。

21212　药物的无毒界限及病毒效价测定: 将射干

60% 乙醇提取物稀释成 1∶2, 1∶3, 1∶4, 1∶8,

1∶16 浓度, 并分别加入 H ep 22、FL 单层细胞上, 每

孔 012 mL , 置 37 ℃, 5% CO 2孵箱培养, 求出药物

对细胞的无毒界限。射干在 1∶4 稀释浓度 (250

m gömL ) 以下对细胞无毒性作用, 实验时选用 1∶4

浓度 (250 m gömL )。病毒唑在 10 m gömL 浓度以下

对细胞无毒性作用, 实验时选用 2 m gömL 浓度。

　　将流感病毒 FM 1、肠道病毒 CoxB 3、腺病毒Ë、

单纯疱疹病毒 (H SV 2É ) 进行 10 倍稀释成 10- 1～

10- 6不同稀释度, 并将各稀释度的病毒感染 H ep 22

和 FL 细胞, 吸附后洗去病毒液, 每一病毒稀释度各

加 4 孔, 置 37 ℃, 5% CO 2培养箱内培养, 每天在倒

置显微镜下观察病变, 连续 3 d, 记录各孔病变情

况, 用改进寇氏法 (Karber 法) 分别求出 FM 1、

CoxB 3、腺病毒 Ë、H SV 21 病毒滴度 (TC ID 50)。

TC ID 50= lg- 1 (Xm + 1ö2i- 2P iö100)

Xm : 最大病毒浓度病毒量的对数值; i: 相邻两组病毒浓

度病毒量的对数值; 2p: 各组病毒稀释度病毒致细胞病变的

总和。

21213　对病毒致细胞病变作用的影响: 在 96 孔培

养板上已培养成单层的 H eb22 传代细胞和 FL 细

胞内分别加入 250 m gömL 的射干 60% 乙醇提取

物、2 m gömL 的病毒唑药液及 30 TC ID 50的病毒, 37

℃ 孵育培养后于显微镜下观察细胞病变, 病变程度

可分为无病变、有病变, 并于孵育的不同时间 (1, 2,

3 d) 观察细胞病变, 以判断药物能否延迟病毒的致

细胞病变作用。实验重复 3 次。结果中“+ ”表示对

细胞病变有抑制作用,“- ”表示对细胞病变无抑制

作用,“±”表示对细胞病变有延迟作用。见表 2。结

果表明, 在感染的 4 种病毒的 30TC ID 50剂量下, 射

干 60% 乙醇提取物 250 m gömL 对流感病毒 FM 1

表 2　射干对病毒致细胞病变的作用

Table 2　Effect of Rh izom a B elam candae on

cytopathy caused by v irus in m ice

组　别 浓度ö(m g·mL - 1) 流感 FM 1 CoxB 3 腺病毒Ë 型 疱疹病毒É 型

射干 250 + - + ±

病毒唑 2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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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腺病毒Ë 型的致细胞病变有抑制作用, 对疱疹病

毒É 有一定延迟作用。

3　讨论

　　小鼠流感病毒性肺炎是用流感病毒小鼠适应株

所致的出血性肺炎模型, 是最常用的病毒致整体动

物感染模型。小鼠感染病毒后引起肺炎导致肺组织

内炎症细胞渗出增多, 形成肝样实变, 使全部肺质量

增加, 肺质量增加和肺炎的严重程度相关。该模型用

于观察药物对流感病毒所致肺炎的预防和治疗作

用。本实验于感染流感病毒 96 h 解剖称取肺质量,

计算肺指数及其抑制率, 结果射干高、低剂量组肺指

数明显低于模型组, 高剂量组肺指数抑制率明显高

于低剂量组, 并强于病毒唑。表明射干对小鼠流感病

毒所致肺炎有抑制发生发展, 使其炎症减轻作用。

细胞培养抗病毒试验常用抑制病毒致细胞病变

(CPE) 法, 是因为许多病毒可使感染细胞产生明显

的病变, 在光学显微镜下可见到细胞变圆, 折光增

加, 空泡形成, 细胞融合和细胞溶解。这些变化很容

易与药物毒性所造成的细胞损害相区别, 所以 CPE

法是最常用于研究药物的抗病毒试验的方法。射干

对流感病毒 FM 1株、腺病毒Ë 型致细胞病变有抑制

作用, 对疱疹病毒É 有一定延迟作用。可见, 射干在

体内、体外均有较好的抗病毒作用, 在防治病毒性疾

病方面具有广泛的开发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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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补肝肾中药对M PP+ 诱导 PC12 细胞凋亡的影响

陈建宗1, 田季雨2, 陈晓莉1, 杨　浩2Ξ

(11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陕西 西安　710032; 21 第四军医大学神经科学研究所, 陕西 西安　710033)

　　培补肝肾中药由肉苁蓉、枸杞子、何首乌组成,

临床实验证明其治疗帕金森病 (Park in son’s d is2
ease, PD ) 有一定疗效[1, 2 ]。本实验采用 12甲基242
苯 基 吡 啶 离 子 ( 12m ethyl242phenylpyrid in ium ,

M PP+ ) 建立 PC12 细胞凋亡模型, 观察培补肝肾中

药对M PP + 诱导的 PC12 细胞凋亡的影响。

1　材料与方法

111　细胞培养: PC12 细胞 (购自日本生命科学基

金会) 常规培养在含 10% 小牛血清 的 R PM I1640

细胞培养液 (Sigm a 公司) 中, 细胞培养瓶及培养皿

(内置盖玻片) 使用前均用 012 m gömL 鼠尾胶原覆

壁。培养细胞置于 37 ℃, 5% CO 2培养箱 (H eraecu s

H ERA cell, 德国) 中, 3 d 换 1 次液, 待单层培养细

胞将要融合时, 用 01125% 胰蛋白酶消化, 传代培

养。当传代细胞进入对数生长期时即可加药。

112　中药冻干粉及含中药兔血清制备: 中药冻干粉

制备参照文献[3 ] , 将中药肉苁蓉、枸杞子、何首乌

(购于西安市中药饮片厂, 由本院药剂科苏世银主管

药师鉴定) , 按 1∶2∶2 质量比, 取 1 kg 置不锈钢锅

内, 加水 5 000 mL , 煎煮 1 h, 得滤液 3 000 mL , 再

加水煎煮 1 h, 得滤液 1 000 mL , 合并滤液 (4 000

mL ) 常温常压下浓缩至 800 mL , 静置 10 m in,

W hatm an É 号滤纸滤过, 得滤液 700 mL。将滤液放

入冻结干燥机 (FD 25N 型, 东京理化器械株式会

社) 进行冻结干燥, 制成冻干粉, - 20 ℃ 冰箱保存。

每克冻干粉相当于中药生药 5167 g, 用时以蒸馏水

稀释。将新西兰大耳白兔 (雄性, 体重 215～ 3 kg, 由

第四军医大学实验动物中心提供) 随机分 5 组。A

组每天 ig 中药冻干粉 1. 6 gökg (相当于人等效剂

量的 1ö2) ; B 组每天 ig 中药冻干粉 312 gökg (相当

于人等效剂量) ; C 组每天 ig 中药冻干粉 6. 4 gökg

(相当于人等效剂量的 2 倍) ; D、E 组分别为空白对

照组和M PP + 模型组, 每天 ig 与B 组药物稀释液等

体积生理盐水。各组动物每天 ig 2 次, 共 3 d。于最

后 1 次 ig 后 1 h, 颈动脉放血, 4 ℃ 过夜, 2 500 rö

m in, 离心 25 m in, 小心分离血清, 于 56 ℃ 灭活 30

m in, 经 0122 um 滤膜抽滤除菌, - 20 ℃ 保存。

113　药物处理: 倒置显微镜下观察传代培养细胞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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