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表 4 各组大鼠主要脏器和体盆比值 (脏器系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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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未见特异性
、

中毒性病变
。

3 结语

综合研究结果表明
,

试验剂量 G c K 对

大鼠生长发育
、

血象
、

肝
、

肾功能以及蛋 白质

合成代谢和免疫功能
,

器官组织无异常影响
。

急性毒性和长期毒性 (6 个月 )试验结果均为

阴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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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公藤对实验性关节炎大鼠血小板聚集功能的影响

大连大学医学系药理室 ( 1 1 6 0 2 2)

吉林市龙潭医院

杨静娴
’

金 力

梁文波

王 郡

摘 要 雷公藤醋酸乙醋提取物对佐剂关节炎大鼠不同病变时期各连续灌胃给药 7 d
,

可使致炎 2

周和 4 周大鼠的血小板最大聚集率明显下降
。

对血小板解聚无明显的促进作用
。

关键词 雷公藤 醋酸乙醋提取物 佐剂关节炎 血小板聚集

雷公藤 乃
户

乞户et yr ig u m w i
lfo dr ii H oo k

.

f
.

为清热
、

活血化痕类中草药
,

近年来在抗炎

免疫
、

抗肿瘤
、

抗生育等方面的研究均得到很

大发展
,

但对活血化癖方面的研究尚少
。

我们

通过大鼠佐剂关节炎模型
,

按不 同病变时期
,

灌胃给药
,

研究了雷公藤醋酸乙醋提取物对

,
A d d r e s s :

Y a n g J i
n g x i a n ,

D e p a r t m e n t o f M e di e in e ,

D a li a n U n i v e r s i t 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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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剂关节炎大鼠血小板聚集功能的影响
。

1 材料

1
.

1 药物
:

雷公藤醋酸 乙醋提取物
,

由吉林

市龙潭 医院植化室提供
,

以 .0 5 % C M C
一

N a

(梭甲基纤维素钠 )配成相应浓度悬液
。

1
.

2 试剂
:
A D P 由日本进 口

,

上海放射医学

研究所分装
。

1
.

5 动 物
:

W i s t a r
大鼠

,

体重 2 0 0一 2 5 0 9
,

雌雄兼用
,

由本院实验动物科提供
。

1
.

4 仪器
:
s P A

一 4 型多功能血小板聚集仪
,

上海科达测试仪器厂生产
; 8 0

一

2 型离心沉淀

器
,

上海手术器械厂产
。

2 方法与结果

大鼠 72 只
,

等分 4 组
,

以正常大鼠作阴

性对照组
,

0
.

5% C M C
一

N a
为空白对照组

。

以

F er
u n d

` s
完全佐剂致炎 仁̀〕

。

分别在致炎前 1

h
,

致炎 7 d 和致炎 21 d
,

按表灌胃给药
,

每天

1 次
,

各连续 7 d
,

空 白对照 组灌给同体积

0
.

5%的 C M C
一

N a ,

均在末次给药后 l h
,

用

乙 醚麻醉
,

分离腹 主动脉
,

采血 2
.

7 m I
J ,

以

3
.

4 %的拘椽酸钠 0
.

3 m I
J

抗凝
,

分离富血小

板 血浆 ( P R P ) 和 贫血小板血浆 ( P P P )
。

以

P P P 调零点
,

2 拌m ol l/
一

的 A D P 作诱聚剂
,

测

血 小板最大聚 集率 ( A G G ) 和血小板 3 im
n

解聚率 ( R
。 tn ,n

)
,

结果见表 1
、

2
。

表 1 药物对模型大鼠血小板最

大聚集率的影响 ` 士 、 )

有多种重要的生理功能
,

它与多种生理
、

病理

过程有着密切的关系
。

血小板聚集性的测定

对于预示血栓形成的倾向
、

研究中医活血化

癖的机理以及活血化癖药物的筛选均有一定

的意义
。

3
.

2 A D P 诱导血小板聚集的机理主要有 3

个环节
:

a) A D P 和血小板表面上特异性受体

作用
;
b) 血小板 内部发生变化

,

使膜上纤维

蛋白原受体形成
; c )纤维蛋 白原和它的相应

受体作用 2[,
3〕

。

本实验结果可见
,

雷公藤可明

显抑制 A D P 诱导的血小板聚积
,

说明雷公

藤可抑制以上某环节
,

从而抑制血小板聚集
。

表 2 药物对模型大鼠血小板 3 m in

解聚率的影谕

致炎时间
(周 )

组别 (m g / k g )
AG G

(% )

1 低剂量 6 20 4 7
.

94士 7
.

3 3

高剂量 6 40 4 0
.

12士 7
.

6 9
·

空白对照 6 l m L / 2 00 9 4 9
.

51士 9
.

6 2△ △

2 低#lJ 量 6 20 6 0
.

76士 1 2
.

32
`

高剂量 6 嫂0 5 2
.

38士 7
.

6 2
,

空白对照 6 l m L / 10 0 9 6落
.

5 8士 23
.

0 9△△

4 低剂量 6 20 65
.

2 8士 6
.

32
渭

高剂量 6 4 0 59
.

3 9士 9
.

21
, ,

空白对照 6 z m L / 10 0 9 76
.

5 1士 一0
.

3 2△ △

阴性对照 18 36
.

4 7土 5
.

13

与空白对照组比较
,

尸 < 。
.

05
, ,

尸 < 。
.

01

与阴性对照组比较△ p < 0
.

05 △△ P < 0
.

0 1

3 讨论
3

.

1 血小板是循环血液中最小的血细胞
,

具

1 低剂量 6 2 0 5 4
.

27士 9
.

7 9

高剂量 6 4 0 5 7
·

96士 10
·

3 1

空白对照 6 l m L / 10 0 9 52
.

25士 11
·

2 9△

2 低剂量 6 20 4 6
.

91士 9
·

63

高剂量 6 魂0 50
.

03士 10
·

2 1

空白对照 6 l m L / 10 0 9 4 6
.

71士 8
.

49△△

4 低剂量 6 2 0 4 1
.

23士 7
.

6 9

高剂量 6 4 0 4 4
·

31士 6
·

88

空白对照 6 l m L / 1 00 9 5 9
.

49士 7
.

9 3△△

阴性对照 18 6 0
.

89士 10
.

5 0

与阴性对照组比较△尸 < 。
.

05 △ △尸 < 。
.

01

3
.

3 人类风湿性关节炎和佐剂关节炎大鼠

模型血液均处于浓
、

粘
、

聚的状态
,

导致血液

流动性下降比
5〕

,

而雷公藤可使其得到改善
。

本实验结果表明
,

佐剂关节炎大鼠血小板处

于高聚集
、

低解聚状态
,

与文献报道的血癖状

态相符
。

结果还说明
,

雷公藤不仅通过降低血

液粘度
,

而且还通过抑制血小板聚集来改善

血液流动性
,

通血脉
、

化癖阻
,

与其抗炎免疫

作用相辅相承
,

利于类风湿性炎症的好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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