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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种蒲黄对凝血系统作用的比较研究△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 (北京 1 0 0 0 9 4)
杜力军

辛

秦秀芹

马立众

冯毓 秀

才冬 蓝

孙绍美

摘 要 通过对小鼠
、

大鼠的凝血时间
,

凝血酶元时 间及血小板 聚集性等试验表明
,

4 种蒲黄均具

有促凝血的作用
。

其中以长苞香蒲作用最强
。

其次为蒙古
、

宽叶
、

窄叶香蒲
。

它们的作用机理也不

完全一致

关键词

。

长苞香蒲主要促进凝血酶元激活
,

蒙古香蒲则主要在 于促进血小板聚集性
。

蒲黄 品种 药效学 凝血 系统

蒲黄为香蒲科植物窄叶香蒲 了3沪h a a 。 -

gu st ifo ila L
.

及其同属其它植物的干燥花粉
。

目前可供临床入药的还有东方香蒲 T
.

or i
-

e n t a l i s P r e s l
,

长苞香蒲 T
.

a n g u s t a t a B o r y e t

C h a u b e r d
. ,

蒙古香蒲 T
.

d a v i d i a n a H a n d一

M az z
. ,

宽叶香蒲 T
.

la t
ifo il a L

. ,

小香蒲 .T

m in im a F u n k 等
。

这些香蒲的花粉均作为蒲

黄入药
。

那么它们之间在质量及药效上有无

不同
。

这对于临床上更好地应用此药
,

开发新

产品
,

具有重要的意义
。

我们主要从凝血系统

对不同品种进行了药效学评价
。

1 材料
4 种蒲黄即长苞香蒲

,

蒙古香蒲
,

宽叶香

蒲
,

窄叶香蒲
。

以 70 % 乙醇分别提取浓缩至

所需浓度
。

均 由本所资源室提供
。

大鼠脑凝血活素 (b
r a i n t h

r o m b o p l a
s t i n )

自制
。

A D P 为 S ig m a
产品

。

实验 用 昆明种小 鼠 (雄性 ) 20 士 1
.

29
,

w is t a r 大鼠 1 6 5士 1 8
.

8 9 (雄性 )
,

均购自本院

实验动物所
。

2 方法
2

.

1 在体凝血时间测定 (毛细玻管法 )
〔` 〕 :

试

验分 9组
,

每组 14 一 21 只
。

第 1 组为对照组
,

给予等体积生理盐水
。

其余 4 个药各设 2 个

剂量组
,

共 8 组
。

剂量分别为 2
.

3 3 3 9 生药 k/ g

( 等效量组 )
,

23
·

3 39 生药 / k g ( 1 。 倍等效量

带 A d d r e s s : D u I IJu n , In s t i t u t e o f M
e d i

e i n a
l P l

a n t ,

C h i n
e s e

A
e a
d
e
m y o f M

e
d i e

a
l S

e
i
e n e e s ,

B e l s一n g

△ 国家中医管理局八 五科技攻关课题

文中草药 》 1 9 9 6 年第 2 7 卷第 l 期
·

2 7
·



组)
。

均为腹腔给药
。

每只鼠在给药后 。
.

sh用

一根 10 c m( 1 m) m玻管眼眶采血
。

每隔 15 5 折

断玻管
,

直至出现凝血为止
。

记录时间
。

2
.

2 离体凝血酶元时间测试
L̀ 〕 :

取鼠脑凝血

活素 0
.

l m l
.

加入受试药物 0
.

zm l
,

即 1
.

1 6 59

生药 / m l 和 0
.

5 8 39 生药 / rn l
。

再加入 0
.

l m o l /

L C a C 1
2
O

·

l m l
,

最 后 加 入 o
.

l m l 大 鼠血 浆

( 3
.

8 %构椽酸钠抗凝 )
。

混匀置 37 C 水浴中
,

记录从加入血浆到纤维蛋白凝固的时间
,

对

照组以生理盐水代药物
。

2
.

3 在体凝血酶元时间测试
:

给小鼠腹腔注

射所需剂量的药物 (同 1
.

1 )
。

3 0 m in 后眼眶

采血分离血浆
。

按 2
.

2 所述方法测试纤维蛋

白凝固时间
。

2
.

4 体外血小板聚集性试验 ( 比浊法 ) 〔幻
:

首

先制备大 鼠富含血小板血浆和贫含血小板血

浆
。

以贫含血小板血浆调整吸收度并以此做

标准
。

取 富含血小板血浆 。
.

4 m l 加入已硅化

好的 比色杯中
,

加入生理盐水 0
.

05 ml
,

37 ℃

恒温下磁棒搅拌
,

加入受试药 0
.

05 m l
,

使总

体积 为 0
.

5m l
。

观测 sm in 吸收度变化并记

录
。

对照组加入等量生理盐水
。

阳性对照组

选用 血小 板 聚 集诱导 剂 A D P
,

每次 加入

0
.

Os m l
,

使终浓度至 1 0拌g /m l
。

预试中曾给

.2 3 3 39 生药 /m l .o l m l
,

对血 小板无聚集作

用
。

故试验时将给药剂量分别定为 1
.

1 “ 5 9

生药 / m l ( 1 0 倍等效量 ) 和 0
.

0 1 1 6 5 3 9 生药 /

m l( 等效量 )
。

每组 9 例
。

血小板相对聚集率

一最大聚集率 (药物 ),/ 最大聚集率 ( A D P )
。

3 结果

.3 1 4种蒲黄在 10 倍于等效量时对整体小

鼠均有促凝血作用
。

血液凝固时间明显缩短
。

其中以长苞和蒙古香蒲作用最强
。

在等效量

时这二种药物作用减弱
,

而宽叶和窄叶香蒲

作用较为明显
。

3
.

2 对凝血酶元的激活作用
:

离体试验表

明
,

单独加入药物不能使凝血酶元激活
。

只有

在 鼠脑凝血活素及钙离子参与下
,

才能表现

出对凝血酶元的作用
。

在等效量条件下
,

除长

苞香蒲具有明显缩短纤维蛋白凝固时间外
,

·

2 8
·

表 1 4 种药物的促凝血和促血小板聚集性的作用

药物
剂量

( g / k g )

凝血时间

( s )

剂量

( g / m l )

相对最大

聚集率 ( % )

生理

盐水

长苞

2 1 18 2士 4 4

宽叶

蒙古

窄叶

2 3
.

3 3

2
.

3 3 3

2 3
.

3 3

2
.

3 3 3

2 3
.

3 3

2
.

3 33

2 3
.

33

2
。

3 3 3

1 7 6 7士 3 0
.

1 5 19 0士 5 2

14 1 3 6士 6 2
苦

14 14 3士 5 0 哥

15 1 16士 5 1
份

15 1 8 5士 4 0

14 1 4 8士 4 3
.

14 1 4 3士 4 4 奋

1
.

1 6 5

0
.

1 16

1 1 65

0
.

1 16

1
.

1 6 5

0
.

1 1 6

1
.

1 6 5

0
。

1 1 6

0
.

2 8土 0
.

1 1

0
.

2 3士 0
.

0 5

0
.

2 7士 0
.

0 8

0
.

2 6士 0
.

0 6

0
.

3 6士 0
.

1 5
铸 赞

0
.

4士 0
.

1二
0

.

1 5士 0
.

0 6

0
.

1 9士 0
.

0 4

与生理盐水组相 比
, 并

尸 < 0
.

05 与窄 叶组相 比
, ` .

尸

< 0
.

0 1

其余 3 种均延长其凝固时间
。

减少长苞和宽

叶香蒲量时
,

其凝固时间接近对照组
。

整体试

验也重复了这一结果
,

给 10 倍等效量时
,

除

长苞组纤维蛋 白凝固时间明显短于对照组

外
,

其余三药均长于对照组 (表 2 )
。

表 2 4种药物对凝血酶元激活的影响

体外试验 体内试验

药物 剂量

( g /m l )

凝固时间

( s )

剂量

( g / m l )

凝固时间

(
s
)

生理

盐水

长苞

2 0

1 3

l 3

l 2

l 3

1 2

1 2

l 2

1 2

3 8
.

1士 3
.

5 2 6
.

6士 1
.

5

1
.

1 65

0
.

58 3

宽叶 1
.

16 5

0
.

58 3

蒙古 1
.

16 5

0
.

5 8 3

窄叶 1
.

16 5

0
.

5 8 3

3 2
.

8士 4
.

8 . 2 3
.

3 3

3 7
.

6士 2
.

6
.

44
.

3士 5
.

8
.

2 3
.

3 3

3 8
.

8士 3
.

6

5 7
.

8士 5
.

2
.

2 3
.

3 3

40
.

1士 3
.

4

42
.

4士 4
.

5
,

2 3
.

3 3

3 7
.

4士 3
.

1

2 2
.

8士 0
.

9
任

1 0 2 8
.

8士 2
.

9

2 9
.

5士 1
.

5
.

10 2 9
.

3士 2
.

2
.

与生理盐水组相 比
.

p < 。
.

05

3
.

3 体外血小板聚集性试验
:

与生理盐水组

相比
,

4 种药物都有促进血小板聚集作用
。

但

以蒙古 香蒲 作 用 最强
,

达 A D P 聚 集率 的

4 0%左右
。

其次是宽叶香蒲
,

窄叶香蒲作用最

弱 (表 1 )
。

4 讨论

4 种药物在 10 倍于等效量时均有不同

程度的促凝血作用
。

与生理盐水组相 比有显

著性差异
。

其中以长苞香蒲作用最强
,

它可以

使凝血时间缩短近 2/ 3
。

随着剂量的减小
,

凝



血时间延长并接近对照组
。

对于这种情况
,

我

们分别从与凝血过程密切相关的两大因素
,

凝血酶元活性和血小板聚集性进行了分析研

究
。

结果表明
,

在等效量情况下
,

4 种药物中

以长苞香蒲作用明显
,

它能增强凝血酶元活

性
,

进而促使纤维蛋白凝固
。

其它三药大多表

现为延长纤维蛋白凝固的时间
。

其中蒙古香

蒲能 明显延长纤维蛋白凝固时间
,

提示该药

对凝血酶元活性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

这种现

象在离体和整体试验中均得到验证
。

4 种药物对体外血小板的聚集性均有一

定的促进作用
。

其中以蒙古香蒲作用明显
。

其

对血小板的最大相对聚集率达 36 %
。

且随着

剂量的减小而表现出上升趋势
。

表明蒙古香

蒲的促凝血机制可能在影响血小板的聚集性

方面
。

关于蒲黄对凝血系统的作 用
,

各家报道

不一
。

有报道该药具有促凝血作用
〔 3〕

.

有的则

报道具有抗凝血作用
〔4〕 。

随着对该药研究的

不断深入
,

其分歧 日趋明朗
。

本草学认为
,

蒲

黄性平味甘
,

具有止血
、

化疲
、

通淋的作用
。

这

个药首先是具有良好的止血作用
,

其化疲的

作用也是在止血的基础上所兼有的
。

临床医

生常用它来治疗下焦 出血
,

取 得较 好疗效
。

iG b b s 报道在长苞香蒲中分离 出一种多糖
,

在低浓度 ( 1 00 m g /m l )时有促凝血作用
,

高于

此浓度则为抑制作用
〔5 〕 。

我们的工作也提示

蒲黄含有促凝和抗凝的不同活性成分
。

它随

机体所处的生病理状态不同而表现出不同的

作用倾向
。

但是该药仍以促凝血
,

止血为主
。

有关这一问题需要进一步深入探讨
。

总之
,

本研究工作表明了 4 种蒲黄均具

有促凝血的作用
,

其强度 由大到小依次为长

苞香蒲
、

蒙古香蒲
、

宽叶香蒲
、

窄叶香蒲
。

长苞

香蒲的促凝血作用可能是通过促进凝血酶元

的激活进而作用于纤维蛋白实现的
。

蒙古香

蒲的促凝血机理则可能是促进血 小板聚集
,

进而作用于纤维蛋臼
。

宽叶和窄叶香蒲介于

二者之 间
,

即对血小板聚集有一定的促进作

用
。

蒙古
、

宽叶
、

窄叶 3 种香蒲对凝血酶元的

活性均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

这一点不同于长

苞香蒲
。

提示此可能为该药兼有的抗凝血的

药理基础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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