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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锦鸡儿提取物静注 ( 10 。
、

200 m g/ kg) 能明显降低家兔的全血粘 度和血浆粘度及全血还

原粘度
,

减少血桨中纤维蛋白原含量
,

缩短血小板电泳时间
;
同时明显抑制血小板粘附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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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鸡儿系豆科小叶锦鸡儿 C a r a g a n a s f o f e a
( B u e ,

h o z
) R e h d

.

是从吉林省汪清县采收
,

含有生物碱
、

贰类
、

皂贰和淀粉等成分〔 0
。

朝鲜族民间用锦鸡儿浸酒治疗骨髓炎
,

关节炎
,

咽

喉炎等疾病
。

近年来的研究表明锦鸡儿有抗炎及降压作用 〔“ 〕 。

但到 目前为止
,

有关锦鸡儿提

取物对血液流变学的研究
,

在国内外尚未见报道
。

现根据血痕症的特点
,

观察锦鸡儿提取物

对家兔血液流变学及血小板粘附性的影响
。

1 实验材料

动物
:

家兔
,

雌雄兼用
。

由延边医学院实验动物科供给
。

药物
:

锦鸡儿提取物 ( 简称锦鸡儿 ) 由延边医学院肖慧中和刘永镇鉴定
。

将其根茎切成

饮片
,

干燥后
,

经甲醇反复提取硅胶柱层析
,

得锦鸡儿提取物注射剂
。

其他均为市售
。

仪器
:

X N
3

型血粘细胞电泳 自动仪
,

上海医科大学生物物理教研室研制 , X S N 一 R l

型体外血栓形成血小板粘附两用仪
,

北京中医研究院西苑医院监制
,

无锡电子仪器二厂制造
。

2 方法与结果

2
.

1 对家兔血液流变学的影响
:

取体重 2
.

0~ 2
.

s k g家兔 25 只
,

随机分为复方丹参 组 ( l 0 0 0 m g

/ k g )
,

锦鸡儿组 ( 1 0 0
、

2 00 m g / k g )
,

以及正常组和模型组 ( 等量生理盐水 )
。

各组均经

耳静注不同的药物 2次 / d
,

第 2天给药 20 m in 后
,

用改 良高分子葡聚糖静脉注射造型法〔” 〕 ,

自

耳 静 脉 推注 10 %高分子右旋糖醉 10 m l/ k g
,

全量在 3 m in 内推注完毕
。

待 30 m in 后 自心脏

采血 s m l
,

用 X N
3

型血粘细胞电泳自动仪测全血粘度
、

红细胞聚集指数
、

血浆粘度
、

纤维蛋

白原
、

红细胞电泳时间
、

血小板电泳时间
、

高切还原粘度
、

低切还原粘度等血 液流 变 学 指

标
。

结果
,

锦鸡儿 ( 10 0
、

20 o m g / k g ) 均明显降低血浆粘度
、

纤维蛋白原含量
,

并 缩 短 血

小板电泳时间
。

2 00 m g / k g时还可降低全血粘度
、

高切还原粘度和低切还原粘度
。

但锦 鸡儿

的上述作用均略弱于复方丹参组 ( 表 1
、

2 )
。

2
.

2 对家兔血小板粘附功能的影响
:
仿W

r
ig ht 法 ( 旋转法 )

。

取体重 2
.

0一 2
.

s k g 健 康 家

兔 22 只
,

雌雄兼用
,

随机分为锦鸡儿组 ( 1 0 0
、

20 0 m g / k g ) 和对照组 ( 等量生 理 盐 水 )
。

耳静脉注射不 同剂量的锦鸡儿或生理盐水 2次 / d ,

第 2天
,

用乌拉坦 1
.

2 9 / k g腹腔注射麻醉
,

手术分离颈总动脉
,

在给药 15 m in 后
,

用 s m l硅化注射器 由颈总动脉采血 1
.

2 m l
,

加入 含有

3
.

8 %构椽酸钠 0
.

13 m l 的硅化试管混匀
。

从试管中取血 工m l]J 口入容量为 8 m l的长颈圆球瓶中
。

置于 X S N 一 R l 型体外血栓形成血小板粘附两用仪转盘上
。

恒温 37 ℃
,

以 3
.

7 r
/ m in 速度旋转

15 二 in
,

分别测定旋转前后血小板数
,

计算 2次取平均值
。

计算血小板数和血 小板粘 附率
。

结果见表 3
。

可见锦鸡儿组 与对照组相比均有显著性差异 ( 尸 < 。
.

01 )
,

表明 锦 鸡 儿 对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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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锦鸡儿对家兔急性痪血证摸型血液流变性的影响 ( 夕 , 5 0 )

组 别
剂 量

( m g / k g )

动物数 全血粘度 (比 )

(只 ) 低切粘度

正 常

模 型

锦 鸡 儿

锦 鸡 儿

复方丹参

10 0

2 0 0

1 0 0 0

5
。

5 3 土 0
。

0 4

8
。

5 4士 1
。 5 0

7
.

1 6 士 0
。

3 9

6
。

3 7士 0
.

4 4 .

5
.

7 5士 0
.

1 3 .

高切钻度

4
。

1 8 士 0
`

0 4

5
。

3 4 士 0
。

8 8

5
。

2 9 士 0
.

4 6

4
。

8 5士 0
。

3 5

4
。

2 0 士 0
。

7 0

R B C聚集

指 数

血浆粘度

(比 )

1 。 3 2士 0
。

0 1

1
。

6 0士 0
。

1 8

1
。

4 7士 0
。

0 8

1
。

3 3士 0
。

4 5

1
.

3 7士 0
.

0 1 .

1
。

51 士 0
。

0 1

2
。

4 3士 0
。

3 6

1
。

88士 0
。

1 5 *

1
。

5 9士 0
。

5 1
*

1 .

6 9土 0
.

0 3二

与模型组 比较
今

尸 < 。
.

05
, . *

P < 。
.

01

表 2 锦鸡儿对家兔急性碗血证模型血液流变性的影响 ( ; 士 5 0 )

剂 量 动物数
组 别

( m g / k g ) (只 )

纤维蛋白质

( m g / d l )

R B C 电泳

时间 ( s )

血小板电泳

时间 ( s )

高切还原

钻 度

低切还原

率尽 度

复方丹参

1 0 0

2 0 0

1 0 0 0

3 0 1
.

5 0 士 3 0
.

4 1

4 8 1
。

4 0 士 10 6
。

5 4

3 0 9
.

0 0 土 8
.

连0二

3 0 7
. 50 士 2 6

.

, 4 . 中

3 37
.

5 0士 5 3
.

0 3 ,

1 6
。

30 士 1
。

2 2

20
.

4 7 士 1
。

3 5

2 0
。

5 2 士 0
.

2 5

1 9
。

0 3士 l
。

4 2

1 6
.

3 1 士 0
。

1 8 . 中 *

1 9
。

6 6 士 0
。

5 1

2 4
。

2 8 士 1
。

0 0

2 2
.

5 0 士 0 。 6 8 *

2 1
。

3 2 士 1
.

9 9巾

2 0
。

0 6士 1
。

0 1 . , .

8
。

1 3 士 0
。

4 6

1 2
。

3 6 士 2
。

48

10
。

4 6 士 1
.

0 3

8
.

8 1士 0
。

7 7
*

8
.

2 5士 0
.

5 0章 *

1 1
。

8 0士 0
。

2 8

19
.

9 8 士 3
。

38

1 9
。

2 0 士 1
。

7 5

1
。

5 1士 1
.

8 2 .

1 2
。

0 2士 0
。

5 6 中

二

己Jl匕尸a

与模型组比较
今
尸 < o

。

舫
` ’
尸 < 0

.

01 ”
,

尸 < 0
.

0 01

小板粘附功能有明显抑制作用
。

3 讨论

血液流变学是研究循环血液的流动性
、

变形性
、

凝固性
、

粘弹性以及心脏血管粘弹

性的科学
。

当人体患某种病
,

尤其是心血管

系统的疾病时
,

血液的流变性发生异常
,

从

而引起全身或局部循环和微循环障碍
。

因

表 3 锦鸡儿对家兔血小板粘附功能

的影响 ( 灭士 5 0 )

刘 量
组 别

( m g / k g )

动物数

( 只 )

对 照

锦 鸡 儿

锦 又为 儿 ;::

血小板粘附率

( % )

5 3
。

8 6 士 10
。

1 1

3 7
.

0 4 士 6
。

6 9中 *

3 4
.

8 6 士 6
。

3 8二

此
,

在临床上测定血液流变学指标对了解机 与廿照组 比较
·

,P <。
.

0 ,

体在正常生理或病态条件下的变化规律具有重要意义
。

本实验采用改良高分子右旋糖醉静脉注射法傲为血奈证动物模型
,

是 目前国内普遍采用

的一种微循环障碍为主的急性动物模型
。

血
一

寮证的血液流变性特点为粘
、

浓
、

凝
、

聚
。

表现

为血球压积增加
,

全血和血浆比粘度增加
,

血浆纤维蛋 白原增加和红细胞电泳缓慢
,

血小板

粘附性和聚集性增高
。

锦鸡儿可显著地降低全血粘度 ( 模型组 8
.

54 士 1
.

50
,

药物组 6
.

37 士 0
.

44
,
尸 < 0

.

05 )
,

降低全血还原粘度 ( 模型组 1 2
.

36 士 2
.

4 8 ,

药物组 8
.

81 士 。
.

7 7 ,

模型组 1 9
.

98 土 3
.

那
,

药 物

组 1 5
.

5 1士 1
.

82
,
尸 < 0

.

0 5 ) 和降低血浆粘度
,

同时降低纤维蛋白原含量
,

缩短血小板 电泳时

间
,

抑制血小板的粘附率
。

以上结果说明锦鸡儿与模型组比较具有抑制血液浓
、

粘
、

凝
、

聚

的作用
。

锦鸡儿的使用可能对心血管疾病的防治发挥重要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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