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电图给 药组 于 颈外静脉 注射 � �� ��
、

�� 。

� � � � � 和 � � � � � � � � �
,

对照组给生理盐水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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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拜�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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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及 � ��

对乌头碱所致大鼠室性心律失常均无明显对

抗作用 �表 � �
。

表 � � � � 对乌头碱诱发大鼠心律失常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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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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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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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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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实验材料

�
�

� 药物
� � �� �知石清解注射液 �以下简称

知解液 �
,

由我院剂型研究室提供
,

�� �一 �
,

置 � ℃冰箱保存备用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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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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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新城疫

病毒 �� � � �
,

均由本院微生物研究室提供
。

�
�

� 动物
�
� �� 品系小 鼠

,

�
�
� 小 鼠

,

体 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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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 � �
,

� � 大鼠
,

体重 � �� 一 � �� � 旧本大 抑制二 甲苯所致耳壳炎症 �� � �
�

� � �
,

见表

白兔
,

体重 �
�

�一 �
�

� � �
。

雌雄兼用
,

均 由我 �
。

院动物研究室提供
。

�
�

�
�

� 对腹腔毛细血管通透性的影响
�

取小

� 方法与结果 鼠 �� 只
,

随机分为 � 组
。

采用
� 。
给药

。

给药

�
�

� 知解液的抗炎作用 �� � � 后
,

于尾静脉注射 � �伊文思 兰 ��

�� �� � 对二甲苯致小 鼠耳壳炎症的影响
�

选 � � �� �
,

随即 �� �
�

�

 
! ∀

#

∃%
& ∋

()

∗

。

30

小 鼠 30 只
,

随机分为 3 组
。

分别 ip 蒸馏水 20 m in 后处死小鼠
,

于腹腔内注入 s m L 生理

m L /kg
、

知解液 40
、

8 0 9
/k

g

。

30
m in 后

,

于小 盐水
,

充分洗腹腔后
,

取出腹腔洗液在 721 型

鼠耳背均匀滴二 甲苯
,

0

.

03
m L

/ 只
。

30
m in 分光光度计 590 nm 处比色

。

结果表明
,

知解

后凿耳片称重
。

以左右耳片重量之差作为炎 液二个剂量对醋酸所致腹腔毛细血管通透性

症肿胀度
。

结果表明
,

知解液两个剂量均显著 增高有显著抑制作用
,

见表 1
。

表 1 知解液对耳壳炎症及腹腔毛细血管通透性的影响‘士
s)

分分组 剂量 动物数 耳片重量 抑制率 咙
毛细血管通透性 尸 值值

(((/kg ) (m g) (% ) O
·

D 值值

对对照组 20 m L 10 4.3士 1
.
1 0

.
3 6士0

.
0 555

知知解液 组 40 9 10 2.5士 0
.
5 4 2

.
5

<
0
.
0 1 0

.
2 3士0

.
04 <

0
.
0 111

8880 9 1 0 2
·

1 士 0
.
5 5 1

.
1 < 0

·

0 1 0

.

2 5 士0
.
0 5 < 0

.
0 111

2
.
3 对角叉菜胶致大鼠足踢肿胀的影响

:
大 致炎

。

以周长法测量致炎足肠周长
。

测量 6 h

鼠 3。只
,

随机分为 3 组
。

按表 2所列剂量 ip 内的变化
。

结果表明
,

知解液明显对抗角叉菜

给药
,

1 次/d
,

连续 3 d
。

末次给药 30 m in 后
,

胶性足肠肿胀
,

且作用持久(见表 2)
。

于大鼠右足环 sc l% 角叉菜胶 0
.
15 m L /只

表 2 知解液对大鼠角叉菜胶性足肿胀的影响(x 士
s )

剂剂量 动物数 致炎前 致炎后不同时间足环周长(c m )))

分分 组

——
(((/kg)(只 ) (cm ) 1 h 2 h 5 h 4 h s hhh

对对照组 20 m L 10 2
.
2士 0

.
0 6 2

.
7士 0

.
0 8 2

.
9 士0

.
13 2

.
9 士0

.
11 2

.
9士0

.
12 3

.
0 士0

.
1 777

知知解液组 16 9 10 2
.
2士 0

.
0 7 2

.
6士 0

.
0 7 2

.
6士 0

.
0 5 份

2

.

7 土 0
.
1 0 ‘

2

.

7 士 0
.
1 1 ‘

2

.

5 土 0
.
0 7 ...

333 2 9 10 2
.
2士 0

.
0 8 2

.
6士 0

.
1 0 告

2

.

7 士 0
,

1
3

.

2

.

7 士 0
.
0 9

“

2

.

7 士 0
.
1 4

赞

2

.

8 士 0
.
0 9

份份

与对照组相 比
‘
尸< 。

·

。5

2
.
2 抑菌作用

:
采用试管内药液稀释法进行

体外抑菌实验
〔2〕 。

用肉汤培养基将 20 0% 知

解液稀释成 1 :2 ,

⋯ 1
:
16

,

⋯ 1
: 2 56 。

经高

压灭菌 30 m in 后
,

待冷却每管加二 白金耳培

养 6 h 的菌液
,

于 37 ℃温箱 中培养 24 h 后
,

观察各管中细菌生长情况
,

结果见表 3
。

最低

抑菌浓度 (M IC )
:
知解液对金葡菌为 0

.
032

g/m L ;对肺炎双球菌为 0
.
0639/m L ;对溶血

性链球菌为 0
.
0639/m L ;对流感杆菌为 0

.
13

g/m L
,

对大肠杆菌为 0
.
25 9/m L

。

2

.

3 抗病毒作用
:
采用鸡胚法进行体外抗病

毒
。

结果表明知解液对 流行性出血热病毒

(E N FV )的最小有效浓度为 0
.
02 9/m L

,

此
·

1 0 2

·

表 3 知解液的抑菌作用 (试管法)

___
金黄色色

药药液 药液浓度 葡萄 少竺粤血件
流感 大肠肠

稀稀释度 (g/m L ) _、
_ 双球菌 链球菌 杆菌 肝菌菌

坏坏国国

111 : 2 5 6 0
.
0 0 7 8 + 十 + + + + + + + + +++

111 : 128 0.0156 + + + + + + + +++

111 : 64 0.0312 0 + + + + + +++

111 : 32 0.0625 0 0 0 + + +++

111 : 16 0.125 0 0 0 0 +++

111 : 8 0.25 0 0 0 0 000

“
+ 十

”

明显生长
, “

+

”

少量生长
, “

0’’无菌

浓度下血凝滴度比对照组低 32 倍
。

对新城疫

病毒(N D v )的最小有效浓度为 0. 01 9/m L
,

此浓度下血凝滴度 比对照组低 64 倍
。



解热作用

2
.
4
.
1 对发热家兔体温的影响

:
选体温合格

的家兔 24 只
,

随机分为 4 组
。

耳静脉注射伤

寒副伤寒甲乙三联菌苗 1 m L /k g 致热
。

l h

后测兔肛温并分别 iv 药液
。

于给药后 30
、

60

、

9 0

、

1 2 0

、

1 5 0

、

1 8 0

、

2 4 0

、

3 0 0 ( rn i
n

) 测体温 1

次
,

结果表明
,

阿斯匹林组与对照组相 比各时

相体温均 明显降低 (尸< 0
.
05 )

,

且持续降温

时间较长
;
知解液 8 9/k g 和 16 9 /k g 剂量在

给药 90 一 180 m in 降温 作 用 明 显 (尸 <

0. 05 )
,

但持续时间较短
。

2

.

4

.

2 对酵母致大鼠发热的影响
:
选用体温

合格大鼠 40 只
,

随机分为 4 组
。

s c

10 % 酵母

混悬液 10 m L /k g
,

s h 测肛温同时 iP 知解

液
。

此后每隔 l h 测肛温 1 次
,

连测 3次
。

结

果 表明
,

阿斯匹 林组降温作用 明 显 (尸 <

0
.
0 1 )

,

知解液 16 9/kg 和 32 9 /k g 剂量亦有

降温作用 (p < 0. 05 )
。

3 讨论

热病是临床常见的中医急症
。

治以凉血

清热解毒为主
。

知解液是以白虎汤为基础
。

化

裁配方精制提取成静脉注射剂型
。

是治疗急

症热病的新剂型
。

药理实验证明
,

该针剂具有

明显的抗炎
、

抑菌
、

抗病毒及解热作用
,

为临

床治疗中医急症热病提供了科学有效
、

使用

快捷方便的新途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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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皮引起过敏反应 2 例

浙江省宁海中医院 (3156。。) 童湘谷

患者王某
,

女性
,

36 岁
,

农 民
。

因外感风寒出现

畏寒
、

鼻塞
、

咳嗽
、

头痛等症
,

给予桂枝汤合二陈汤加

减
,

3 剂
。

头汁药服后约 Z h
,

即出现腹胀肠鸣
、

腹痛
,

连续腹泻 2 次
。

第 2汁未服
。

第 2天服药后上述症状

再次出现
。

患者 自诉近 Z d 来未服过其它药物
。

平时

腹胀饱闷时常 自泡桔皮茶
,

饮服后也有类似情况出

现
,

但症状较轻
,

多为大便澹薄
,

一次即止
,

泻后腹部

反而有舒服感
,

故未引起注意
。

嘱患者在原方中拣去

陈皮
。

第 3天煎服后
,

无任何不适
,

外感诸证亦消失
.

又如患者李某
,

女性
,

30 岁
,

工人
。

因贪食毛芋

头
,

过量后而致腹部胀满不适
。

于是用桔皮
、

白糖泡

开水当茶饮
。

服后 3 h
,

全身出现奇痒
,

继而发现粟粒

状红色血疹
,

尤以四肢为多见
。

上下眼睑也出现轻度

水肿
。

故来院求治
。

给予静推 10 % 葡酸钙 10 m L
,
口

服息斯敏片 10 m g
,

当晚身痒缓解
。

经抗过敏及对症

治疗 Z d 后
,

皮疹及眼睑水肿均逐渐消退
。

患者 自诉平时经常泡服白糖茶
,

无任何不适
。

近

一个月来
,

多次吃过毛芋头
,

也未出现过上述情况
,

近 3 d 内未服过任何药物
,

可见以上 2 例过敏反应

均由陈皮所引起
。

( 1 9 9 6

一
0 6

一
0 4 收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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