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云芝糖肤对小鼠活动的抑制作用

上海师范大字生物系 (2。 。 :3。 高菊芳
`

蒋彩红 胡美娟

摘 要 小鼠自发活动和转轮活动测试结果表明
:

云芝糖吹能抑制小鼠自白发活动和转轮活动
。

腹腔注射 100 m / gk g和 0 20 19 1/k g云芝糖吹都能显著降低小鼠的自发横向和直向活动以及转轮活

动 (尸 < 0
.

0 1或 尸 <。
.

0 5)
,

并显 示了一定的量效关系
。

安定 2
.

s m g k/ g 的作用明显高于 云芝糖肤

l o om g / k g 的作用 ( P < 0
.

0 1 )
,

而与其 Zo o m g / k g 的作用相比
,

无显著差异 ( p > 0
.

0 5 )
。

关镇词 云芝糖肤 自发活动 转轮活动 抑制作用

云芝糖肤 ( p o l y s a e e h a r o p e p t i d e o f co 石
-

ol u s v e sr i c o l o r ,

p s p )是云芝 C o r 一 1 菌株的深

层培养菌丝体中提取 到的一种结合蛋 白多

糖
〔` ’ 。

药理学研究和临床观察证明 P S P 不仅

能明显提高正常机体的免疫力
,

改善肿瘤患

者食欲不振
,

神疲乏力
,

口干咽燥
,

疼痛等临

床症候
〔“ 一 ` 〕 ,

还能明显提高家兔
,

小鼠和大 鼠

的痛阂
〔卜

’ 〕 。

获中药贰类新药证书
,

并正式投

产
。

以前发现给予动物较大剂量的 P S P 后
,

动物表现出安静
,

活动量减少等现象
,

本文就

P S P 对小 鼠自发活动和转轮活动的影响作一

初步研究

1 材料

实验动物 为昆明系雄性小鼠 1 20 只
,

体

重 18 一 2 0 9
,

购 自中科院上海分院实验动物

中心
。

其中 80 只用于 自发活动测试
,

40 只用

于转轮活动测试
。

均随机分为 4 组
,

分别腹腔

注 射生理 盐水 0
.

4 m l ( N S组 )
,

1 0 0 m g / k g

P S P o
.

4 rn l ( P S P
一

I 组 )
,

Z o o m g / k g P S P

0
.

4m l ( P S p
一

I 组 )和 2
.

s m g / k g 安 定 1 0 一

1 5拌 l ( A D 组 )
。

P S P 9 1 1 2 o 6 (杨庆尧提供 ) 和

P S P 94 06 01 (上海新康制 药厂生产 )
,

使用前

均经溶解
、

离心
、

去沉淀及透析处理
,

实验时

用灭菌生理盐水配制成溶液
。

安定注射液为

上海海普药厂生产
。

2 方法
2

.

1 自发活动的测定
:

实验装置为自制 40

X 4 o X 4。 的玻璃试验 箱
,

箱底衬 以白纸
,

用

记号笔在白纸上 划线
,

分 为 16 个相等的格

子
。

观察 3m in 内小鼠的活动
,

以穿过划线的

次数代表横向活动
,

双前肢抬高次数代表直

向活动
,

除 A D 组在注射后 l m in 测试外
,

其

余各组都在注射后 1一 1
.

h5 测试
。

2
.

2 转轮活动的测定
〔幻 :

测试装置转轮两端

有机玻璃片直径为 1 c5 m
,

整个 圆周 由 32 个

聚醋塑料棒围成笼子形
,

其中 3 根塑料棒可

以活动便于取出动物
。

转轮两端有轴承
,

搁置

在马蹄形支架上
。

在一侧圆周面上作一记号
,

当动物踩动转轮
,

转轮转动 1 周
,

计数 1 次
。

由于使用这种方法对小 鼠活动有正反馈作

用
,

故在正式实验前先对小鼠进行训练
。

即每

天把小鼠放入转轮内
,

记录 15 m in 内小鼠踩

动转轮的圈数
,

待其稳定后 (需 10 一 1 2d )
,

才

进行正式实验
。

实验时先记录注射前 15 m in

内
,

踩动转轮 的圈数
,

然后注射不同的药物
,

除 A D 组在注射后 15 m in 测试外
,

其余各组

都在注射后 1 一 1
.

s h 测试注射后 15 m in 内

踩动转轮的圈数
,

并记录
。

2
.

3 实验条件
:

实验在 上午 8 :

00 一 n
:

00

进行
,

室温 1 5一 25 〔
\

2
.

4 数据处理
:

实验数据均 以均数士标准误

表示
,

实验结果的统计学处理采用配对 t 测

验和两样本均数 t 测验
。

3 结果

3
.

1 P S P 抑制小鼠的自发活动
:

小鼠腹腔注

射 P S P 后自发活动显著减少
。

结果见表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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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P S
一

I 组小鼠 自发横 向活动和直 向活动显

著低于N S 组的自发横向活动和直 向活动
。

P SP
一

l 组小鼠的自发横向活动和直向活动

不仅显著低于N S 组
,

而且显著低于 P S P
一

I

组
,

说明 P S P 抑制小鼠自发活动具有一定的

量效关系
。

安定降低小鼠自发活动的作用最

强
,

A D 组小鼠的自发横向活动和直向活动

与 N s 组和 P s P
一

I 组的比较均有极显著的

差异 (尸 < 0
.

0 1 )
,

但与 P S P
一

I 组的比较无显

著差异 (尸> .0 0 5 )
。

表 1 P S P 抑制小民的自发活动 ` 士
s E ,

次 / 3 m in
)

组别
剂量 动物数

( m g / k g ) (只 )
横向活动 直向活动

N S 2 8

P S P
一 1 1 0 0 2 8

P S P
一 1 2 0 0 2 8

A D 2
.

5 2 8

8 0
.

8士 3
.

7 2 3 9士 2
.

3

5 6
.

8士 3
.

7 . 0 1 7
.

7士 3
.

6
.

4 4
.

2士 4
.

1二 △ 8
.

9士 1
.

7二 △

2 6
.

5士 3
.

6二 △△ 3
.

9士 2
.

1 . ’ △△

与 N S 组 比较
`
尸< 0

.

05 二尸 < .0 01

与 P S P
一 l 组比较 △ P < 0

.

0 5 △ △ P < 0
.

0 1

3
.

2 P S P 减少小鼠的转轮活动
:

腹腔注射不

同剂量的 P S P 后
,

小鼠踩动转轮的圈数显著

减少 (见表 2 )
。

4 组小鼠在注射前每分钟踩动

转轮的圈数无显著差异 (尸 > 0
.

05 )
,

而腹腔

注射两种剂量的 P s p 和 2
.

s m g / k g A D 后
,

小 鼠每分钟踩动转轮的圈数显著减少 (尸 <

。
.

01 )
,

生理盐水组小鼠每分钟踩动转轮的圈

数无 明显变化 (尸 > 0
.

0 5 )
。

与 N S 组 比较
,

P s P
一

I 组
、

P s P二 I 组和 A D 组小鼠在注射后

表 2 P S P 减少小鼠的转轮活动 ` 士 s 。 ,

圈 / m i n)

组别
剂量 动物数

( m g / k g ) (只 )

注 射前踩动

转轮圈数

2 4
.

8士 2
.

8

2 4
.

3士 2
.

7

2 4
.

4土 2
.

8

2 4
.

2士 4
.

1

注射后踩动转轮

圈数的变化值

N S

P S P
一 I

P S P
一 I

A D

l 8

18

18

l 8

0
.

4 1士 0
.

4 0

一 1 0
.

1 2士 0
.

97 二

一 1 2
.

8 6士 0
.

81 二 △

一 1 5
.

32士 1
.

2 2
“ .

。 △

0nULO00
.

19曰,妇

与 N S 组 比较
’
尸< 0

.

05
, `

尸 < 0
.

01

与 P S P
一 I 组比较 △ 尸< 0

.

05 △ 0 尸< 。
.

01

踩动转轮的 圈 数 非 常显 著地 减 少 (尸 <

.0 01 )
。

P S P
一

I 组和 A D 组小鼠在注射后踩

动转轮的圈数显著少于 P s P
一

I 组 (尸 < 0
.

05

或 p < 0
.

0 1 )
,

A D 组与 P S P
一

I 组比较注射后

小 鼠踩动转轮的圈数之 间无显著差异 (尸 >

.0 05 )
。

以上结果说明 P S P 能显著降低小鼠

的转轮活动 泣它的作用比 A D 的弱得多
。

4 讨论

以前的文献正实腹腔注射 P S P 后
,

其镇

痛作用随时间延续而增强
,

一般在注射后 1

一 Zh 达到峰值 .(4
5〕 ,

在本实验中我们选择 了

注射后 1一 1
.

h5 进行测试
。

结果表明无论对

小鼠的自发活动
,

还是转轮活动
,

P S P 都具有

较强的抑制作用
,

并且这种作用随剂量加大

而 明显增强 (表 1
、

2 )
。

实验中观察到腹腔注

射不同剂量 P S P 后
,

小鼠行走或踩动转轮时

的姿态动作仍然协调
,

只是停下来进行洗脸

理毛的次数及持续时间增加了
,

此结果提示

P S P 有一定的安神镇静作用
。

而注射 A D 后

的小鼠有的在行走时步履踌姗
,

有的在踩动

转轮时时常出现摇摆
,

有时前后爪不能很好

地握住塑料棒
,

此现象与 A D 具有松弛骨骼

肌紧张性的作用相吻合
。

P S P 是从云芝菌丝体中提取的一种免疫

调节剂
,

本实验结果和以前的实验结果表明

P S P 具有较明显的镇痛镇静作用
,

所 以 P S P

可在肿瘤的综合性治疗方面发挥一定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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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流熊胆药理作用的研究

延边医学院药理教研室 (延吉 13 3 0 0 0) 张红英
.

延边医学院附属医院 陈亚东 庄桂兰 秦幸智 张铁源

延边肿瘤医院药局 吕金钟

摘 要 熊胆 ( eB
a r ib l

e
)灌胃给药可明显延长小鼠的常压耐缺氧存活时间

,

能明显对抗四抓化碳

( C CI
; , s 。 )引起的小鼠血清谷丙转氮醉 ( G P T )升高

,

对四抓化碳所致的肝病理组织改变有一定保护

作用
,

并对小鼠学习记忆有促进作用
,

同时能降低脂质过氧化产物丙二醛 ( M D A )的含量
。

关扭词 熊胆 耐缺载 C cl
.

G P T 学习记忆 M D A

熊胆是熊科动物黑熊和棕熊的干燥胆
。

由于天然熊胆贵重和来源有限
,

所以常用人

工引流熊胆
。

引流熊胆与天然熊胆化学成分

相似
〔 , 〕 。

熊胆的主要成分是胆汁酸
〔幻 。

主要为

熊胆特有的熊去氧胆酸
、

鹅云氧胆酸
、

胆酸及

去氧胆酸等
。

最近又有文献报道引流熊胆有

改变血液流变学参数及抑制血栓形成 的作

用
` 3〕 。

熊为我国重点保护动物
,

药源缺乏
。

本

文用黑熊引流熊胆进行了耐缺氧
,

保护肝脏
,

促进小鼠学习记忆等药理作用的研究
。

l 实验材料

动物
:
B al b c/ 小 鼠

,

昆明种小鼠
,

体重 22

士 29 ,

雌雄兼用
。

由延边医学院实验动物科

供给
。

药物
:

引流熊胆由延吉市珍贵动物饲养

场提供
,

为当地黑熊的一次人工引流胆汁的

干燥粉末
,

引流熊胆粉末与天然胆汁制成的

粉末二者的含水量无区别
。

实验前用蒸馏水

配成所需浓度
。

四乙氧基丙烷 ( T E P )为 lF u -

ka 产品
,

硫代巴 比妥酸 ( T B A )
,

北京化工厂

产品
,

其它药物均为市售
。

仪器
: 7 21 分光光度计 (四 川分析仪器

厂 )
。

2 方法与结果

2
.

1 对小鼠耐缺氧能力的影响
:

取健康小鼠

30 只
,

雌雄各半
,

按随机法分为 3 组
,

每组 10

只
。

实验组连续灌 胃给药引流熊胆 (2 00
,

4 0 o m g / k g ) 4一 s d
,

对照给以等容量的常水
。

末次给药 hl 后 分 别置 于 经容 量标定 的

30 o m l 广 口 瓶中
,

瓶内置 2馆 钠石灰以吸收

C O
:

和水份
,

瓶盖涂以凡士林密封
。

记录小鼠

的死亡时间
,

即存活时间
,

并与对照组比较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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