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表 l效果判断标准

等等级级

观观察 I级 l级 l级级

方方法法

创创
口
多仓竺 创 口 愈 合较较

::::罩豁 )蕉蒸莎莎
扼扼扼

横横断面 新生骨很薄
,

新生骨较厚
,

新生骨较厚
,,

荧荧光 荧光极弱 荧光强 荧光强强

嘿嘿
, 生骨很 ,

篡黔暴黔篇碧碧
观观察 显显

表 3 续断总皂贰粗提物对大鼠骨损伤

愈合的影响

动动物数 结果果

组组别
, 。

、

— ——气气夕气夕 l 皿 皿皿

对对照组 1 0 5 2 000

总总皂贰粗提物 10 3 4 3 二二

表 4 同剂最不同提取部位效果比较

组组别 动物数 一一丝鼓一
---

(((只 ) x 班 皿皿

水水煎剂 1 0 3 7 000

总总皂贰粗提物 10 3 4 3
,,

表 2 不同剂量续断水煎剂对大鼠骨损伤

愈合影响

组组别 剂量 动物数 一上壁生一
---

((( g / k g ) (只 ) 1 1 111

对对照 1 0 8 2 000

续续断水提液 1 0 1 0 6 4 0 餐餐

222 0 1 0 3 7 0
关 苦苦

333 0 8 1 2 0 份 备 任任

.

P > 0
.

0 5 “ P < 0
.

0 5
怪 拓 书

P < 0
.

0 1 (下同 )

3
.

2 续断总皂贰粗提物与相当剂量 ( 20 9 /

k g )的水煎剂其疗效无差异伊 > 。
.

05 )
,

二者

具有等同的疗效
,

说明总皂贰是续断促进骨

损伤愈合作用的活性组分
。

3
.

3 本实验首次应用大鼠后腿膝盖骨制作

骨损模型
,

并利用 四环素与新生骨结合产生

荧光的特性辅助进行效果判断
。

实验证明本

模型具有制作简便
,

实验周期短
、

结果可靠等

优点
。

( 1 9 9 5一 1 2
一

0 7 收稿 )

刺五加叶皂试的抗实验性心律失常作用

白求恩 医科大学药理教研室 (长春 1 3 0 0 21) 昨大 赏
辛

吕忠智 于晓凤

摘 要 静脉注射刺五加叶皂贰 50
、

10 0 m g k/ g
,

可使氯化钡诱发的大鼠心律失常迅速转复窦性心

律
,

能明显增加豚鼠对哇 巴因的耐量
,

对大量氯化钙引起大鼠室颤致死具有保护作用
,

但不能明显

对抗乌头碱所致大鼠心律失常的发生
。

其抗心律失常作用与维拉帕米的作用相类似
。

关铆词 刺五加叶 皂贰 心律失常 维拉帕米 氯化钡 哇巴因 氯化钙 乌头碱

五加科植物刺五加 A c a n t h OP
a n a x s e n t i

-

c o s u : ( R u p r
.

e t M a x im ) H a r m S
.

在祖 国医学

中做为药物应用 已有悠久历史
,

证明是很有

前途的
“

适应原
’ ,

性药物
。

多年来国内外对刺

五加皂贰的研究多限于根茎及根皂贰
,

我校

天然药物化学研究室从其叶 中提取 出含 有

13 种新的活性成分的总皂贰
〔̀

,
’ 〕 。

经动物实

验证实具有抗心肌缺血
〔3 , ,

缩小心肌梗塞范

围
,

改善心肌代谢
以 〕 ,

增 加营养性心肌血流

量
〔5〕和降血糖作用

〔 6〕
等

。

本实验进一步观察

到刺五加叶皂贰对实验性心律失常的作用
。

1 实验材料

. A dd
r e s s : S u i D a y u n ,

D e p a r t m e n t o f P h
a r m a e o

l
o g y ,

B e t h
u n e

M
e d ie a l U

n iv e r s i t y ,
C h a n g e h u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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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1药品
:

刺五加叶皂贰 ( A S) S由本校天然

药物化学研究室提取
,

纯度 80 %以上
,

用生

理盐水配成所需浓度
;
维拉帕米 ( V e r ) 为芬

兰 O ir o n 药厂生产
;
乌头碱和哇巴因系 M er

-

ck 厂出品的粉剂 ;氯化钡粉剂 由北京红星化

工厂生产
;
氯化钙粉剂 由北京红星化工厂生

产
。

1
.

2 动物
:

w is at r
大鼠及豚 鼠均 由本校 实

验动物部供给
,

雌雄不拘
。

2 方法与结果

2
.

1 对 B a 1C
2

所致心律失常的预防及治疗

作用
:

大鼠
,

体重 1 90 一 31 0 9 ,

雌雄兼用
,

随机

分成对照 组
,

预防组 和 治疗组
。

腹腔注射

1 0 %水合氯醛 3 00 m g k/ g 麻醉
,

仰位固定
,

描记 l 导联心 电图
,

由后 下静脉注射 0
.

4%

B a
CI

。 4 m g / k g 诱发心律失常
。

给药组于静脉

注射 B a C I
:

前 3 m i n 或静脉注射 B a C I
:

出现

心律 失常后 1 m in
,

由舌 下静 脉分别往 射

A S S 5 0
、

2 0 0 m g / k g 或 V e r 1 1二 g / k g
.

观察片

记录是否出现心律失常及心律失常维持时间

和恢复窦性心律的时间
。

结果表明
,

对照组

10 只大 鼠静脉注射 B a CI
。
后迅速出现多源

性室性心动过速
,

持续 10 一 15 m in
。

治疗组
:

静脉注射 A S S 1 00 m g k/ g 使 10 只大鼠室性

心动过速转为窦性正常心律
,

持续 15 m in 以

上
;
50 m g k/ g 可使 7 只大鼠室性心教过速在

1 m in 内转为窦性正常心律
,

持续 5一 、 m in

以上
, 3 只大鼠室速减轻

; v er 1 m g k/ g 可使
8 只大鼠室性心动过速在 1 m in 内转复窦性

正常心律
,

持续 7 ~ 15 m in 以上
, 2 只大鼠室

速减轻
。

各给药组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显著 (尸

< 0
.

0 1 )
。

预防组
:

静注 A S S 1 0 0 m g / k g 可使

1 0 只大鼠在 1 1
.

5士 3
.

5 m i n 内未见 B a , +
性

心律失常
;
50 m g k/ g 可使 10 只大鼠在 5

.

5

士 2
.

5 m i n
内未见心律失常

; V e r 1 m g / k g 可

使 10 只大鼠在 6
.

2士 1
.

8 m in 内未见心律失

常
。

各给药组与对照组 比较具有统计学意义

( P < 0
.

0 1 )
。

2
.

2 对抗哇巴因所致心律失常作用
:

豚鼠体

重 3 00 一 4 00 9
,

雌雄兼用
,

随机均分 4 组
。

乌

拉坦 1 9 k/ g 腹腔注射麻醉
,

仰位 固定
,

分离

颈外静脉
,

记录 l 导联正常心室图
。

给药组预

先静脉 注 射 A s s 5 0
、

1 0 0 m g / k g 和 V e r l

m g k/ g
,

对照组给等容量生理盐水
。

给药后 3

im
n ,

均 由颈外静脉恒速注入哇 巴 因 5 拜g /

m in
,

观察心 电图变化
,

分别测定出现室性早

搏
、

室性心动过速
、

心室颤动和心脏停博的哇

巴因用量
。

结果表明
,

A S S 及 V e r
可明显提

高豚鼠对哇巴因中毒诱发室早
、

室速
、

室颤及

死亡的耐受量 (表 1 )
。

组 别

对照组

A S S 5 0 m g / k g

A S S 1 0 0 m g / k g

V
e r 1 m g / k g

与对照组比较

表 1 A S S 对抗哇巴因所致心律失常的作用 (n 一 8)

哇巴因用量 (妥士 , , 拜g / k g )

室性早搏 室性心动过速 心室颤动

1 1 8
.

5士 2 8
.

2 14 5
.

6士 4 0
.

5 1 8 2
.

6士 2 9
.

5

1 7 2
.

6士 5 5 4 书

2 1 0
.

6士 3 7
.

3二 2 5 4
.

0士 5 7
.

5
.

1 7 5
.

8 土 3 2
.

7 圣 许 2 2 4 5士 4 0
.

2二 2 4 9
.

6士 3 8
.

7
份 件

18 0
.

5士 34
.

8
怪 .

2 1 7
.

8士 3 1
.

3
“ “ 2 4 0

.

5士 3 4
.

9
份 .

心脏停搏

2 5 7
.

2士 6 9
.

4

3 2 0
.

0土 7 6
.

2

3 3 1
.

4士 5 5
.

3 居

3 5 8
.

3士 5 4
.

2
普 普

甘

尸 < 0
.

0 5
肠 祷

尸 < 0
.

0 1

2
.

3 对抗 C a 1C
2

所致心律失常的作用
:

大鼠

3 6 只
,

体重 2 8 0一 3 1 0 9
,

随机均分 4 组
。

腹腔

注射水合氯醛 30 0 m g k/ g 麻醉
,

记录 I 导联
J

合电图
,

舌 下静脉恒速 注射 10 % C a
CI

, 1 30

m g k/ g (于 5 5
内注 完 )

,

观察大 鼠心 电图变

化及死亡数
。

结果对照组 10 只大鼠有 9 只于

静注 C a CI
:

后迅速发 生 室速和 室颤
,

1一 5

m i n 内死 亡
。

若静注 A S S 1 0 0 m g / k g 后 3

一

1 0 0
.

m in 再静注 C a CI
。 ,

结果 9 只大鼠仅死 1 只
,

A s s 5 0 m g / k g 仅死 3 只
,

而 V e r 1 m g / k g 使

9 只大鼠都不死亡
。

从心 电图上看
,

A S S 和

V e r
都能 防止 C a Z +

性心律失常
,

减少大鼠死

亡
,

使之迅速转为窦性心律
。

.2 4 对乌头碱诱发心律失常的作用
:

大鼠体

重 19 0一 3 00 9
,

雌雄兼用
,

以乌拉坦 1
.

2 9 /

k g 腹腔注射麻醉
,

仰位 固定
,

记录 l 导联心



电图给 药组 于 颈外静脉 注射 A s s50
、

10。

m g/ k g和 V e r1 m g/ k g
,

对照组给生理盐水
。

3 m in 后 用微量恒速输液器由颈外静脉恒速

注入乌头碱溶液
,

每分钟 1 拜g 0/
.

1 m l
, ,

观察

并记录室性早搏
,

室性心动过速
、

心室颤动时

所用乌头碱的剂量
。

结果表明
,

A S S 及 V er

对乌头碱所致大鼠室性心律失常均无明显对

抗作用 (表 2 )
。

表 2 A S S 对乌头碱诱发大鼠心律失常的作

用 ( n = 9 )

乌头碱所用剂量 (: 士 : , ; g / k g ) …
组 别

对照组

A S S 5 0 m g / k g

A S S 1 0 0 m g / k g

V e r 1 m g / k g

室性早搏 室性心动过速 心室颤动

2 4
.

2 5士 1
.

8 0 2 8
.

2 4士 1
.

7 2 3 6 4 8士 2
.

4 9

2 6
.

8 5士 3
.

1 2 3 0 3 7士 2
.

5 6 3 7
.

5 0士 2
.

3 5

2 6
.

9 2士 4
.

0 1 3 1
.

8 3士 3
.

7 6 3 9
.

0 8士 2
.

8 6

2 4
.

8 9士 1
.

5 6 2 9
.

4 5士 1
.

8 5 3 8
.

1 5士 2
.

1 7

3 讨论

实验结果表明
,

刺五加 叶皂贰能对抗哇

巴因
、

氯化钡及氯化钙引起的心律失常
,

而对

N a 斗
快通道相关的乌头碱性心律失常无明显

对抗作用
,

与钙拮抗剂维拉帕米作用相似
,

故

推测其抗心律失常作用似与拮抗钙有关
。

确

切的机制有待深入研究
。

本实验结果进一步

为刺五加叶的开发利用提供了实验依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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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石清解注射液的药理作用

陕西省中医药研究院 (西安 7 1 0 0 0 3) 段没云
带

于利森

摘 要 选择抗炎
、

解热
、

抑菌
、

抗病毒等指标
,

对知石清解注射液进行了系统研究
。

结果表明
,

该

药具有明显的对抗急性炎症作用
。

对溶血性链球菌
、

肺炎双球菌有显著抑制作用
,

对金葡菌
、

流感

杆菌有明显抑制作用
。

可明显对抗流行性出血热病毒
。

对家兔及大鼠实验性发热模型有一定解热

作用
。

关键词 知石清解注射液 抗炎 抑菌 流行性出血热病毒 解热

知石清解注射液是由知母
、

石膏
、

连翘
、

大青叶
、

丹皮
、

大黄等中药组成
,

经提取精制

而成静脉注射剂型
。

治疗中医急症热病疗效

理想
,

对其免疫药理作用
〔`〕
进行了报道

,

本文

从抗炎
、

抑菌
、

抗病毒
、

解热方面进行了实验

研究
。

1 实验材料

1
.

1 药物
: 2 00 %知石清解注射液 (以下简称

知解液 )
,

由我院剂型研究室提供
,

p H 6一 7
,

置 4℃冰箱保存备用
。

1
.

2 试剂
:

角叉菜胶
,

辽宁省药物所生产
,

伤

寒
一

副伤寒甲乙三联菌苗
,

卫生部兰州生物制

品研究所生产
,

批号 29 0 1 1 2
。

医用酵母菌
,

洛

阳华美生物工程公司出品
。

金葡菌
、

肺炎双球

菌溶血性链球菌
、

大肠肝菌
、

流感肝菌的标准

菌株及流行性出血热病毒 ( E H F V )
、

新城疫

病毒 ( N D V )
,

均由本院微生物研究室提供
。

1
.

3 动物
:
N IH 品系小 鼠

,

C
3
H 小 鼠

,

体 重

,
A d d r e s s :

D u a n Jin g y u n ,
S h a n x i P r o v e r e i a l C o

ll
e g e o

f T r a
d i t i

o n a l C h in e s e
M

e
d ie i n e a r 、i( M

a t e r i a M e d i
-

C a ,
入 l一 a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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