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示刺五加叶皂苷 B 对缺血心肌的保护作用可能

通过抑制脂质过氧化过程 ,提高内源性抗氧化酶活

性从而减轻氧自由基对心肌的损伤。

心肌梗死时 , FFA 水平增高 ,随着心肌利用脂

肪酸供能增加 ,脂质中间代谢产物大量堆积 ,过多活

性氧产生 ,损害线粒体 ,从而引起心脏收缩、舒张功

能异常[13 ] 。增加心肌耗氧量 ,而加重心肌缺血 ,扩

大缺血或梗死范围 ,又可以减弱心肌收缩力 ,诱发心

律失常等。此外 ,由于心肌缺血 ,冠脉血流量减少 ,

不能很好地清除代谢产物 ,使 L A 堆积 ,进一步减弱

心功能。刺五加叶皂苷 B 10、20 mg/ kg 均可明显

降低心肌梗死区及非梗死区 FFA 及梗死区 L A 水

平 ,表明刺五加叶皂苷 B 可纠正心肌缺血时 FFA

代谢紊乱 ,阻止 FFA 及 L A 堆积对心肌的损伤 ,可

能也是其保护缺血心肌的机制之一。

心肌缺血时 ,可激活炎性细胞释放炎症因子 ,如

TN F2α及 IL26 ,增强炎症细胞的聚集与浸润 ,是导

致心力衰竭发生、发展的重要因子 ,在心肌梗死中起

重要作用[14 ] 。本实验结果表明 ,急性心肌梗死组大

鼠血浆 TN F2α及 IL26 明显增加 ,刺五加叶皂苷 B

10、20 mg/ kg 能明显降低 TN F2α及 IL26 水平 ,减

轻炎症的发生。

综上所述 ,刺五加叶皂苷 B 可改善急性心肌梗

死大鼠心功能 ,缩小 MIS ,降低心肌酶活性等 ,对心

肌缺血有保护作用 ,且是通过多途径综合作用的结

果。本研究提示刺五加叶皂苷 B 可有效地保护实

验性心肌缺血 ,可作为一种有效的抗心肌缺血中药

单体进行开发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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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氢丹酚酸 B对大鼠急性心肌缺血的治疗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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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 　观察双氢丹酚酸 B 对大鼠急性心肌缺血的治疗作用。方法 　采用大鼠冠脉结扎心肌梗死模型 ,测
定心梗范围及血清心肌酶活性。结果 　双氢丹酚酸 B 可明显减小心肌梗死区范围 ,显著抑制血清肌酸激酶 (CK) 、
乳酸脱氢酶 (LD H) 的升高 ,显著降低增高的脂质过氧化物丙二醛 ( MDA) 水平 ,升高降低的超氧化物歧化酶
(SOD) 活性。结论 　双氢丹酚酸 B 有明显的心肌保护作用 ,其保护缺血引起的心肌组织损伤机制可能与其抗氧
化、清除氧自由基作用有关。
关键词 :双氢丹酚酸 B ; 急性心肌缺血 ; 肌酸激酶 (CK) ; 乳酸脱氢酶 (LD H) ; 超氧化物歧化酶 (S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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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丹参是我国传统医学中应用最早且最为广泛的

药物之一 ,主要含有丹参酮和丹酚酸等有效成分。

丹酚酸 (salvianolic acid) 又称丹参酸 ,系丹参的水

溶性有效成分 ,属酚酸类化合物 ,是丹参的主要有效

成分之一[1 ] 。丹酚酸 B 由三分子丹参素与一分子

咖啡酸缩合而成 ,是目前研究较多的丹酚酸类成分

之一。研究表明 ,丹酚酸 B 具有抗氧化、保护心肌

缺血再灌注损伤、对脑缺血损伤的保护作用[2～4 ] 。

双氢丹酚酸 B 是以丹酚酸 B 为先导化合物合

成的新化合物 ,通过对丹酚酸 B 在 21、22 位碳上的

双键加氢制备而成[5 ] 。本实验采用冠脉结扎心肌梗

死模型 ,测定心梗范围及血管活性物质 ,评价双氢丹

酚酸 B 对大鼠急性心肌缺血的治疗作用 ,为这一新

化合物的进一步研究开发提供实验数据。

1 　材料

111 　动物 : Wistar 大鼠 ,雌雄各半 ,体质量 220～

250 g , 河北省实验动物中心提供 , 合格证号 :

805029。

112 　药品与试剂 : 双氢丹酚酸 B (质量分数

9716 %) 、丹酚酸 B (质量分数 9812 %) ,华东理工大

学提供 ;氯化三苯基四氮唑 ( T TC) ,北京化学试剂

公司 ;肌酸激酶 (C K) 、乳酸脱氢酶 (LD H) 、丙二醛

(MDA) 、超氧化物歧化物 (SOD) 测试盒 ,南京建成

生物工程研究所。

113 　仪器 : ECG—6511 心电图机 ,上海光电医用电

子仪器公司 ;752 N 紫外2可见分光光度计 ,上海精

密科学仪器有限公司。

2 　方法

211 　大鼠心肌梗死模型的造模方法 :以 10 % 水合

氯醛 3 mL/ kg ip 麻醉大鼠 ,于第 4、5 肋间切口 ,撕

开心包 ,轻压胸廓挤出心脏 ,用丝线结扎大鼠冠状动

脉左前降支 ,关闭切口 ,缝合皮肤 ,结扎后大鼠存活

率约为 60 %。假手术组只手术不结扎。

212 　动物分组与给药 :将大鼠随机分为 4 组 ,即假

手术组、缺血模型组、丹酚酸 B (50 mg/ kg) 组、双

氢丹酚酸 B (50 mg/ kg) 组。各组于冠脉结扎后 30

min 舌下 iv 给药 1 次 ,4 h 后再给药 1 次 (假手术组

和缺血模型组 iv 等量蒸馏水) ,24 h 后麻醉处理。

213 　观测指标

21311 　心电图 :测定术前以及结扎后 5、15、30 min

的 Ⅱ导心电图 ,观察心电图 ST 段及 T 波变化。

21312 　血清酶学指标 :麻醉后自腹腔静脉取血 ,

3 000 r/ min 离心 15 min ,取血清 ,按测试盒操作测

血清 LD H、C K、MDA、SOD 水平。

21313 　心肌梗死范围 :取血后摘取大鼠心脏 ,用生

理盐水洗尽残血 ,滤纸吸干 ,称全心及左心室质量 ,

冷冻后在结扎线以下将左心室均匀横切成 5 份 ,置

于 1 % T TC 液中染色 15 min [ (37 ±015) ℃] ,取

出后剪下未被染色的心肌梗死区 ,用滤纸吸干 ,称质

量 ,计算梗死区与左心室心肌质量比及梗死区与全

心质量比。

3 　结果

311 　心电图记录 :除假手术组外各组心电图 ST 段

抬高明显 , T 波高尖明显 ,说明心肌缺血造模成功。

312 　双氢丹酚酸 B 对大鼠心肌梗死范围的影响 :

缺血模型组心肌梗死范围分别占全心和左心室的

27172 %、36108 % ,表明造模成功。双氢丹酚酸 B

可明显改善大鼠冠脉结扎所致心肌缺血 ,使梗死区

心肌质量明显减轻。结果见表 1。

313 　双氢丹酚酸B 对心肌缺血大鼠血清 LD H、C K

活性的影响 :结果见表 2。模型组大鼠血清 LD H 及

C K 活性显著升高 ( P < 0101) ,双氢丹酚酸 B 可明

显降低 LD H 与 C K 活性 ,且作用强于丹酚酸 B。
表 1 　双氢丹酚酸 B对急性心肌缺血大鼠心肌梗死范围的

影响 ( x ±s)

Table 1 　Effects of dihydrosalvianolic acid B on myocardial

infarction area of acute myocardial ischemia

rats ( x ±s)

组 　别
剂量/

(mg ·kg - 1 )

动数/

只

梗死区与左心室

心肌质量比/ %

梗死区与全心

心肌质量比/ %

假手术 - 10 - -

模型 - 9 361 08 ±91 38 271 72 ±7175

丹酚酸 B 50 9 221 56 ±81 41 ▲▲ 161 97 ±6157 ▲▲

双氢丹酚酸 B 50 10 201 06 ±51 61 ▲▲ 141 87 ±4114 ▲▲

　　与模型组比较 : ▲▲P < 01 01

　　▲▲P < 0101 vs model group

314 　双氢丹酚酸 B 对心肌缺血大鼠血清 MDA、

SOD 水平的影响 :结果见表 2。模型组大鼠血清

MDA 水平明显升高 ( P < 0101) ,SOD 活性显著降

低 ( P < 0101) ; 双氢丹酚酸 B 可明显降低大鼠

MDA 水平 ,提高 SOD 活性 ( P < 0101) 。

4 　讨论

　　在心肌缺血损伤时 LD H 和 C K 经细胞膜受到

破坏的地方渗漏到胞质间隙 ,因此常用来作为心肌

损伤的指标酶。本研究结果表明 :双氢丹酚酸 B 可

改善大鼠冠脉结扎所致心肌缺血 ,使梗死区质量明

显减轻 ;并能显著抑制血清 C K、LD H 的升高 ,提示

其有明显的心肌保护作用。

心肌缺血时脂质过氧化物 MDA 量会显著增

加 ,而体内清除氧自由基的主要酶类SOD活化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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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双氢丹酚酸 B对急性心肌缺血大鼠血清 LD H、CK活性及 MDA、SOD 水平的影响 ( x ±s)

Table 2 　Effects of dihydrosalvianolic acid B on LD H, CKactivities , and MDA and SOD levels in serum

of myocardial ischemia rats ( x ±s)

组 　别 剂量/ (mg ·kg - 1 ) 动数/ 只 LD H/ (U ·L - 1 ) CK/ (U ·mL - 1 ) MDA/ (mmol ·mL - 1 ) SOD/ (U ·mL - 1 )

假手术 - 10 2 1381 62 ±3181 51 01 86 ±0121 21 47 ±0165 2191 38 ±19133

模型 - 9 5 6381 85 ±8621 98 △△ 11 92 ±0162 △△ 41 65 ±1102 △△ 1651 75 ±17144 △△

丹酚酸 B 50 9 4 6091 38 ±6011 50 ▲▲ 11 32 ±0143 ▲ 31 30 ±073 ▲▲ 1851 40 ± 8196 ▲▲

双氢丹酚酸 B 50 10 4 4771 21 ±5681 37 ▲▲ 01 92 ±0134 ▲▲3 31 14 ±0180 ▲▲ 2021 05 ±15136 ▲▲3

　　与假手术组比较 : △△P < 0101 ; 　与模型组比较 : ▲P < 0105 　▲▲P < 0101 ; 　与丹酚酸 B 组比较 : 3 P < 0105

　　△△P < 0101 vs Sham group ; ▲P < 0105 　▲▲P < 0101 vs model group ; 3 P < 01 05 vs salvianolic acid B group

明显降低。本研究结果表明双氢丹酚酸 B 可显著

降低升高的脂质过氧化物 MDA 水平 ,升高降低的

SOD 活性。提示双氢丹酚酸 B 保护缺血引起的心

肌组织损伤机制可能与其抗氧化、清除氧自由基作

用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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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方苦参注射液在晚期肿瘤患者联合化疗中的临床观察

缪永杰 ,王君芬
①

(舟山市人民医院 药剂科 ,浙江 舟山 　316000)

摘　要 :目的 　探讨复方苦参注射液在晚期肿瘤患者化疗中的抗肿瘤作用和对肿瘤化疗的增效及减毒作用。方法
将 166例患者随机分为两组 ,治疗组 ( n = 85) 用化疗药物加复方苦参注射液 ,对照组 ( n = 81) 仅用化疗药物。
结果 　治疗组和对照组的总有效率在统计学上有显著性差异 ( P < 0105) ;治疗组毒性反应低于对照组 ( P <

0105) ;在改善患者生活质量 ,提高免疫功能方面 ,两组比较均有显著性差异 ( P < 0105) 。结论 　在化疗同时加用
复方苦参注射液 ,能增强肿瘤患者机体免疫功能 ,增强化疗药物疗效 ,减少化疗药物不良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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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恶性肿瘤是导致人类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 ,目

前的治疗措施有手术、化疗、放疗和介入等治疗 ,而

晚期肿瘤患者由于年龄、病灶部位、肿瘤类型、病程、

体质、经费等各方面的原因 ,失去手术根治的机会 ,

所以化疗成为主要的治疗方法之一。2005 年 1 月

至 2009 年 1 月笔者对采用化疗治疗的 85 例恶性肿

瘤患者同时给予复方苦参注射液治疗 ,进行临床观

察 ,现总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1 　临床资料 :全部病例来自本院住院的恶性肿瘤

患者 ,共 166 例 ,其中胃癌 53 例、肺癌 59 例、乳腺

癌 17 例、肝癌 21 例、多发性骨髓瘤 2 例、恶性淋巴

瘤 4 例、鼻咽癌 4 例、子宫颈癌 6 例。随机分为治

疗组和对照组 ,治疗组 85 例 ,男 48 例 ,女 37 例 ,年

龄 35～69 岁 ,平均 52 岁 ,其中 ,胃癌 27 例、肺癌 30

例、乳腺癌 9 例、肝癌 11 例、多发性骨髓瘤 1 例、恶

性淋巴瘤 2 例、鼻咽癌 2 例、子宫颈癌 3 例 ;对照

组 81 例 ,男 46 例 ,女 35 例 ,年龄 34～69 岁 ,平均

51 岁 ,其中胃癌 26 例、肺癌 29 例、乳腺癌 8 例、肝

癌 10 例、多发性骨髓瘤 1 例、恶性淋巴瘤 2 例、鼻

咽癌 2 例、子宫颈癌 3 例。对照组与治疗组无明显

差异 ,具有可比性。两组病例均按每种恶性肿瘤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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