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卷柏的止血作用△

上海医科大学药学院 晃 志
缺

程彰华 潘德济 戴克敏

摘 要 报道 种商品卷柏类药用植物的止血实验
。

结果表明
,

卷柏和垫状卷柏止血作用确凿
,

以

垫状卷柏效果稍佳
。

其水溶性碱性成分能显著缩短出血时间 小鼠剪尾法
,

是止血的有效部位
。

两

者经炒炭炮制后止血作用均减弱
。

关键词 卷柏 垫状卷柏 卷柏炭 垫状卷柏炭 止血作用

中药卷柏原植物为两种 卷柏

和 垫状 卷柏
· , 〔, 〕 。

全草人药
,

有活血通经之 功能
,

用于经 闭痛

经
,

症瘦痞块
,

跌扑损伤 经炒炭而成卷柏炭
,

化疲止血
,

用于吐血崩漏
,

便血
,

脱肛
。

作者调

查了全国 余省市的卷柏商品药材
,

发现卷

柏使用较为广泛
,

为主流商品 垫状卷柏主产

于西南省区和河北等地
,

在当地有使用
。

作者对中药卷柏的止血作用加以研究
。

传统认为
,

卷柏炒炭后用于止血
,

效果优于生

用
。

明代《日华子本草》记载
“

生用破血
,

炒用

止血
”即

。

年版中国药典持同种观点
。

但

实 际 应 用 中
,

亦有将卷 柏生 用 作止 血 药

的
〔

,

‘〕。

现拟就上述两种卷柏类植物的止血作

用进行研究
,

比较两者之间以及两者炒炭前

后的效果强弱
,

并寻找其中的止血有效部位
。

实验材料

药材 卷柏购 自广西南宁 其炮制品卷

柏炭
,

垫状卷柏
,

购 自云南大理
、

河北赞皇 其

炮制品垫状卷柏炭 卷柏炭和垫状卷柏炭均

由上海同仁堂参药店炮制
。

动物 昆 明种 小 鼠
,

一
,

雌雄不

拘
,

由上海医科大学实验动物部提供
。

方法

供试样品的制备 有关卷柏
、

垫状卷柏

生品及炮制品均烘干
,

磨粉
,

过 号筛
。

分别

用乙 醇回流提取
,

所得浸膏再各分成水溶物
、

氯仿溶物 及剩余的不溶物 三

部分 然后将每个部分配制成溶液或混悬液
,

共得 种样品
,

浓度均为 相 当于

生药
,

供药理实验用
。

动物止血实验

凝血时间测定 毛细玻管法 取健康

小鼠
,

雌雄兼用
。

测试样品均以  

体重的药液量灌胃
。

后用内径为

的玻璃毛细管插入小 鼠内毗球后静脉丛取

血
,

至毛细管内血柱达 一
。

每隔 折

断毛细玻管一小段
,

检查有无出现血凝丝
。

计

算从毛细玻管采取到出现血凝丝 的时间
,

即

为凝血时间
。

测试药物与生理盐水对照组做

显著性比较
。

出血时间测定 ,
、鼠剪尾法 取健康

小鼠
,

雌雄不拘
。

随机分为给药组和生理盐水

对照组
,

均以 体重的药液量灌

胃
。

后用剪刀在小鼠尾尖 一 处横

断
,

用手抓住小鼠颈背部皮肤
,

使鼠尾浸没于

℃恒温水浴中
,

待血液自行溢出开始计时
,

直至血液 自行停止为止
,

即为出血时间
。

测试

药物与生理盐水对照组做显著性比较
。

止血有效部位的进一步确证 将卷柏和

垫状卷柏的水溶物通过阳离子交换树脂柱
,

收集流出液
。

再用 。 氨水及氨 乙醇

洗脱树脂中的交换物
,

收集洗脱液
。

得卷柏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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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液
、

卷柏洗脱液
、

垫状卷柏流出液
、

垫状卷 状卷柏及它们的炮制品的水溶性部位能显著

柏洗脱液 种样品
。

调整浓度至 相当 地缩短出血时间
,

具止血作用
。

炮制品的止血

于 生药
,

供药理试验用
。

效果不及相应的生品
,

这与
“
炒炭止血

”

的传

分别以毛细玻管法和剪尾法测定灌胃后 统看法不同
。

垫状卷柏的止血效果似较卷柏

小 鼠的凝血时间和 出血时间
,

考察样品的止 为佳
,

但出血时间两者未见显著差异
。

而氯仿

血作用
。

生理盐水和样品灌胃剂量均为 部位和不溶物部位无止血作用
,

这两部分含

体重
。

大量双黄酮类
,

说明双黄酮类成分没有止血

结果与讨论 的作用
。

动物止血实验 结果见表
,

卷柏和垫

表 中药卷柏炒炭前后各部位的止血作用 丁十
,

组别

生理盐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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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
<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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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2 止血部位的进一步确证

:
结果见表 2

。

表 2 两种卷柏水溶性部位经离子交换树指

分离后各部分的止血作用‘士
s , s

)

凝凝血时 出血时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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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种样 品对小 鼠凝血时间均无大的影

响
,

两种洗脱液能使之轻微缩短
。

而卷柏和垫

状卷柏的洗脱液都能极显 著地缩 短出血时

间
;
势状卷柏流出液也能较明显缩短

,

卷柏流

出液缩短出血时间的作用不明显
。

结果表明
,

卷柏和垫状卷柏中
,

起止血作

用的成分主要是经过阳离子交换树脂柱
,

用

氨水和氨乙醇洗脱的一些水溶性成分
。

这些

成分呈碱性
,

能显著缩短小 鼠出血时间
。

3. 3 结论和建议

3. 3. 1 试验显示
,

卷柏和垫状卷柏的止血作

用确凿
,

效果 良好
。

且以垫状卷柏为稍佳
。

一

3 5 2

·

3

.

3

.

2 传统认为卷柏炭止血效果优于生用
。

但从实验结果来看
,

卷柏和垫状卷柏生用比

炒炭后止血效果好
。

作者认为
,

在炒炭过程

中
,

生药中的止血活性物质于高温下被破坏
,

从而止血效价降低
。

故应重新审视卷柏的炒

炭炮制法
,

建议以生用为宜
。

3

.

3

.

3 水溶性碱性部位是卷柏和垫状卷柏

的止血有效部位
。

其碱性成分能够显著缩短

小鼠出血时间
,

而对凝血时间影响不大
。

3

.

3

.

4 水溶性碱性成分具体为何种物质
,

尚

未能确定
。

文献报道
,

曾自卷柏属植物深绿卷

柏 5
.
doe de rl 翻iz’ Hi

e
ro
n .
中分离 出了大麦碱

(hordenine)及其贰
〔5〕 。

这是一种具苯乙胺结

构的水溶性生物碱
,

药理作用与麻黄碱
、

肾上

腺素等颇有相似之处
,

能够收缩血管
〔6〕。

作者

推测
,

卷柏和垫状卷柏的水溶性碱性成分中
,

可能亦含有大麦碱或其类似物
,

能通过收缩

血管缩短出血时间
,

从而发挥止血的功效
。

此

推论也可用于解释 民间有用卷柏水煎剂治疗

哮喘
、

难产等症
。

事实是否如此
,

有待更深层

次的论证
。

3

.

3

.

5 本工作中止血试验方法易受外界条

件影响
,

特别是凝血时间受室温影响较大
。

温



度越低
,

凝血时间越长
,

适宜的温度为 15
‘

C

左右
〔7〕。

因而我们的试验选择在气温约 巧℃

一2 5℃的春秋季节进行
。

致谢
:
陈冰凌

、

黄建明同志参加部分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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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鱼石抗衰老作用的实验研究△

潍坊医学院应用药理学实验室 (261042) 侯 琦
杏

陈维宁 高 尔

李华洲 张 被 吕欣然

摘 要 给小鼠木鱼石 12 5
、

2

50

、

50

0
m

g
/k

g 巧 d
,

结果给药组小鼠血清丙二醛 (M D A )含量明显低

于对照组
,

超氧化歧化酶(S( )D )活性比对照组有显著提高
。

杭应激实验显示
,

游泳持续时间
、

耐缺

氧 (
一

77 k P
a
) 和耐寒冷(一 30 ℃ )存活率明显高于对照组

。

小鼠体重增加和血红蛋白含量均高于对照

组
。

提示木鱼石有一定抗衰老作用
。

关键词 木鱼石 抗衰老 M D A S( )I ) 抗应激

木鱼石 Li m on z’t
u a m 又名 禹余 粮

,

是 我

国传统珍稀矿物药
,

性甘平
,

涩
,

《神农本草

经杯J为上品
“

炼饵服之
,

轻身延年不老
” ,

《本

草纲木》记载
“

久服耐寒暑
,

不饥
,

轻身延年
” 。

有研究报道木鱼石的补益方震丹灵有抗老延

龄和免疫促进作用
〔‘〕。

化学分析表 明
,

木鱼石

主要成分为三氧化二铁 (2Fe
20 。 ·

3 H

Z

O )

,

并

含少量硅酸
、

磷酸及锰
、

铜
、

硒
、

钥
、

锌
、

钮
、

钻

等 20 余种元素
,

其中许多是机体必需的微量

元素
。

作者研究了木鱼石对小鼠的抗衰老作

用
。

1 材料和方法

1
.
1 样品

;山东省昌乐县产
,

经地质矿产部

山东省中心实验室鉴定
,

按药典方法
〔2〕
炮制

。

M
D A

、

s o D 测定试剂盒由南京建成生物工

程研究所提供
。

,
A d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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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o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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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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