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4 4 3 )
,

选 40 只小鼠
,

随机分组及 给药 同

前
。

于给药第 4天
,

按 o
.

Zm l/ 只腹腔 注 射
,

经离心压积处理后的羊红细饱致敏动物
。

继

续给药 s d
。

末次给药 h1 后处死小鼠取血
,

分

离血清测定各组动物的溶血素水平
,

计算半

数溶血值 H C
S 。 。

结果见表 3
。

知 解 液 可显

著提高免疫低下小鼠溶血素含量
,

调节体液

免疫功能
。

表 3 知解液对小鼠溶血素含盆的影响行
士 s )

剂 量 动物

数
( g / k g ) (只 )

半数溶血值
尸值

H C
。 。

对 照 组

氢化可的松组

知 解 液
+

氢化可 的松 组

0
。

0 2 5

::

1 0

1 0

1 0

10

3 0
.

2 1 士 3 。
7 0

1 9
。 2 7士 3

。 6 0△

3 1
.

5 1士 3
。
9 8

.

3 2
。

5 5士 4
。

0 3 .

< 0 。
0 5

< 0 。 0 5

< 0
。

0 1

2
.

2
.

2 对外周血淋巴细胞 A N A E阳性率的影响
:

实验用小鼠
、

分组及给药剂量同前
。

于给

药第 10 天剪尾取血涂片
,

进行醋酶染色
。

观察 2 00 个淋巴细胞
,

计算醋酶阳性细胞百分率
。

结果

对照组 A N A E阳性百分率为 49
.

75 士 1
.

7 1 ,

氢化可的松组为 40
.

25 士 5
.

5沪 ( 尸 < 0
.

05 )
。

知

解液 + 氢化可的松组其大
、

小剂量分别为 48
.

3 8土 2
.

62 .
( 尸 < 0

.

05 )
、

49
.

5 。士 4
.

03
.
( 尸 <

0
.

05 )
,

结果表明
,

知解液可明显提高免疫低下小鼠 A N A E阳性细胞百分率
,

调 节免疫低下

状态机体的细胞免疫功能
。

3 讨论

本研究表明
,

知解液对免疫功能抑制状态的小鼠胸腺重量有明显增加作用
。

胸腺是重要

的免疫器官
,

胸腺淋巴细胞是全身 T 细胞的来源
,
T 细胞是在机体免疫 中具 有重要功能的细

胞
。

结果提示该方药可能具有促使 T 淋巴细胞增殖的作用
。

对外周淋巴细胞 A N A E阳性百分

率的提高作用
,

表明知解液对 T 细胞介导的细胞免疫功能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

对氢化可的

松抑制巨噬细饱吞噬功能有明显对抗作用
,

对特异性体液免疫溶血素反应
,

知解液可明显调

节免疫抑制状态下的体液免疫功能
,

使之达到正常水平
。

该注射液具有正向调节作用
,

增加

机体
“
扶正

” 的内因而达到
“
祛邪

” 之 目的
,

这正是该药治疗热病的作用机理之一
。

( 1 9 9 3一 0 7一 2 3收稿 )

单味麦冬全草治疗糖尿病

江苏省徐州市铜山县刘集医院 ( 2 2 1 1 4 7 ) 丁 仰宪

麦冬为百合科多年生草本植物
,

人药多用小块

根
,

其味甘徽苦微寒
。

笔者多年来用全草入药治疗

精尿病 20 余例得到满意效果
,

介绍如下
。

典型病例介绍
:

李 x x
55 岁

,
1 9 81年秋月因饮一澳一

,

身体日

瘦月余
,

刻诊
:

望患者体瘦面黑少华
,

自述
:

烦喝

日级几壶
,

能食善饥
,

小便频数量多
,

舌红少苔脉

滑数
,

化验检查
,

空腹血糖 12
.

6 m n o l/ L
,

尿糖
, , + ,

诊为糖尿病
,

证属肺胃燥热
,

治当清热生津止

渴
,

用鲜麦冬全草日 50 9切碎煎汤代茶饮服
,

连 服

3月查血糖
、

尿糖均正常
,

为巩固疗效
,

又以 3 0 9 / d

量饮服月余
,

随访 4年再没复发
。

患者因肺胃燥热而致津液耗损
,

鲜麦冬全草甘

寒
,

性主清泄
,

其清胃热
、

泻肺火
、

补胃阴
、

滋津

液
,

清肺燥
,

退热邪之力胜于它的块根— 麦冬
。

笔者根据临床验证
,

认为麦冬全草的作用要比它的

块根强
,

望同道作以验证
。

( 1 9 9卜 0 9一2 7收稿 )

4 7 8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