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线的表面形成血小板血栓
。

锦鸡儿使血小板

的粘附功能受到抑制
,

形成的血栓重量就较

轻
。

表明锦鸡儿能抑制血栓的形成
。

实验采用的体外血栓是按照 Cha n dl er

法
,

在旋转环内模拟体内血流状态
,

在流体效

应作用下形成血栓
,

其结构与体内形成的血

栓相似
。

锦鸡儿可使湿血栓长度缩短
,

湿重
、

干重减轻
。

说明锦鸡儿可抑制体外血栓的形

成
。

综合实验结果表明锦鸡儿提取物可明显

抑制家兔的血小板粘附功能及聚集功能
,

同

时又可抑制血栓的形成
。

提示锦鸡儿的应用

可能对心脑血管疾病的防治发挥重要的作

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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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黄对体外内毒素诱生的肺泡巨噬细胞分泌功能的影响

天津中医学院生理教研室 ( 3 0 0 1 93) 苗 戎
舟

陈 静 朱 婕
`

姚 智
’ `

摘 要 采用细胞分离及培养技术观察了中药大黄对内毒素 (L P )S 体外诱生的肺泡巨 噬细胞分泌

细胞因子
,

如肿瘤坏死因子 ( T N F
一

a)
,

白细胞介素
一
1 ( IL

一

1) 和白细胞介素
一
6 (I L

一

6) 的作用
。

结果表

明
,

大黄能够明显抑制 L P S 诱生的肺泡巨噬细胞分泌 T N F
一 a 、

I L
一
l 和 I L

一
6

,

与对照相比 尸 < 。
.

01
。

从而减轻由于 T N F
一 a 、

I L
一
1

、

I L
一
6 过度分泌所致的肺脏损害

,

这可能是大黄对肺脏具有保护作用的

分子机制
。

关键词 大黄 细胞因子 肺泡巨噬细胞

近年来
,

大黄的药理作用和临床应用的

研究进展很快
,

除以往的泄泻功效外
,

现代药

理研究表明具有免疫调控作用
。

许多实验已

证实
,

机体在受到严重的伤害性刺激时
,

体内

巨噬细胞可大量释放细胞因子
,

而机体无任

何内源性物质来对抗其过度释放
,

从而进一

`
, .

A d少
e s s , M i a o

oR
n旦

,

D e p a 厂tm e n t o f P h y s
iol o g y ,

T i a n jin C o l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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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e in e ,

T i a n j in

研工纂
。

奎要蕃吴辈〕鑫狐资孺暴澡绿戳群
士学位

。

现任天津中医学院生理教研室讲师
。

一直从事教学和科

场 .

天津医科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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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加重机体的损害
〔`〕 。

我们的实验探讨了大

黄对 LP S诱导的肺泡 巨噬细胞分泌细胞因

子的作用
。

1材料和方法

1
.

1大鼠肺泡 巨噬细胞的制备朗
:

取 W i st r a

大鼠 2 009 ~24 09 (由天津药物研究院动物

房提供 )
,

雌雄各半
,

4 %水合氯醛 (7 m L k/ g )

腹腔麻醉
,

无菌条件下解剖颈部
,

分离气管至

支气管分叉处
,

用套管针穿刺固定
,

将穿刺以

上气管结扎
,

以防冲洗液倒流
。

用 H a n k s
液 4

m L 注入肺脏后
,

轻轻反复按压胸部
,

回抽冲

洗液
,

注入离心管中
,

以 1 7 0 0 r /m i n 离心 1 0

m in 后
,

弃掉上清液
,

用 H an k s
液洗涤细胞 3

次
。

用甲紫和瑞氏染色证实为巨噬细胞
,

纯度

为 9 0 %
,

苔酚蓝染色鉴定细胞活率为 95 %
。

将上述细胞悬液离心并弃上清液
,

将沉淀的

细胞用适量的细胞培养液混匀后置 37 ℃
、

5% C O
Z

培养箱内培养 12 h
,

弃掉非贴壁 细

胞
,

即获得肺泡巨噬细胞
。

1
.

2 大黄血清的制备
:

大黄为寥科植物掌叶

大黄 R h eu m P al m at u m L
.

干燥根及根茎
,

南

开 医院制剂室伍孝先主任鉴定
。

取大黄 20 9

煎煮浓缩成 1
: 1 的药液

,

经醇提取
,

灭菌处

理
,

制成浓度为 0
.

1%
、

0
.

5%
、

1%的药液
,

分

装后置 4 ℃下保存备用
。

W i s t a r
大鼠

,

19 每

日 2 次
,

每次 2 m L
,

连续给药 72 h 后处死大

鼠断头取血
,

留血清用于实验
。

1
.

3 实验分组及处理方法
:

将大鼠肺泡巨噬

细胞浓度调到 l x l护 /m L
,

加入 24 孔板中
。

实验分组如下
:

对照组加入 L P S 20 陀
; 1 %

大黄组
:
L P S 2 0 拌g + 1%大黄 ( D H ) ; 0

.

5%大

黄组
: L P S 20 拜g + 0

.

5% D H ; 0
.

1%大黄组
:

L p S 2 0 拌g + 0
·

1% D H
。

每组复制 3 孔
,

每孔

反应体积 为 Z m L
,

将培养板置 37 ℃
、

5%

CO
Z

培养箱中
,

培养 48 h 后收取上清液
,

一

2 0 ℃冰冻保存备用
。

1
·

4 T N F
一 a 、

I L
一

1
、

I I
J 一

6 的测定
`3〕 :

T N F
一 a

测定采用 T N F
一 a
敏感细胞株 L ” 。

细胞 M T T

显色法
,

活性用细胞毒效应百分数表示
。

I L
一 1

测定采用两种传代细胞株 L B RM 3 3) A S 和
.

3 9 6
.

H T Z
,

通过 I L
一
2 推知 I L

一
1 的量

。

IL
一
6 的测定

采用依赖性细胞株 K D 83 细胞 M T T 显色

法
。

IL
一
1

、

I L
一

6 活性以 U /m L 表示
。

2 结果

从表 1 所示
,

大黄在不同浓度下对
、

L P S

诱导的肺泡 巨噬细胞分泌细胞因子具有明显

的抑制作用
。

0
.

1 % D H 对 T N F
一 a
分泌有明

显的抑制作用
; 1% D H 对 I L

一

6 抑制作用 明

显
;
而对 I L

一 1 分泌的影响有明显的量效关

系
,

即随大黄浓度的增加
,

抑制作用亦加强
。

表 1 大黄对肺泡巨噬细胞分泌 T N F
一 Q 、

I L
一
1

、
I L

一
6 的影响份士 : )

组别 TN F
一。

(%) IL
一

l (U /m L ) IL
一

6 (U /m L)

L PS 45
.

3 3士8
.

31 110
.

4 7士8
.

90 70
.

4 1士 5
.

48

L PS+ 1%DH 34
.

70士 2
.

58
`

2 0
.

10士3
.

6 1璐 `
36

.

67士 11
.

93
“ ’

L SP + 0
.

5%DH 3 6
.

53士 0
.

90
”

25
.

67士5
.

13
’

64
.

33士 17
.

21

L SP + 0
.

1%DH 28
.

97士 2
.

25
份 ’

34
.

87士 6
.

31
奋

74
.

67士 5
.

51

与对照 L P S 比
: `
尸 < 。

.

05 二 尸 < 0
.

01

3 讨论

大黄是寥科草本植物
,

其主要成分为大

黄素和大黄鞭酸
,

性寒
、

味苦
,

具有攻积导滞
、

泄火凉血
、

活血祛痪
、

利胆退黄等功效
。

近几

年来
,

大黄的药理研究进展很快
,

现代药理研

究表明
,

大黄具有免疫调控
、

促进人体产生干

扰素
、

增强抗病能力
、

抗菌消炎
、

改善肾功能

和微循环等作用
〔4 〕 。

大量的实验研究证实
,

由单核细胞和 巨

噬细 胞过度合成分泌的 T N F
一 。 、

IL
一
1

、

IL
一 6

可参与机体的多种病理损害
,

是触发感染性

休克和多器官损伤的关键因子
。

有报道称大

黄对内毒素诱导的腹腔巨噬细胞分泌细胞因

子具有抑制作用
〔5 〕 。

而有关大黄对内毒素诱

生的肺泡巨噬细胞功能的影响报道不多
。

肺

泡因与外界相通
,

最易受外界因素影响
。

近年

的研究已证实
,

T N F
一 a
对血管内皮细胞产生

直接作用
,

激发促凝固活性物质的产生
,

抑制

血栓调理蛋白的作用
,

使微血管内血栓形成

导致出血性坏死和全身性 DI C
。

T N F 一 a
也能

直接刺激内皮细胞产生 I L
一

1 ,

并促使超氧化

物释放和十四碳烷酸的产生
,

因而加剧肺组



织和结缔组织的广泛损伤与破坏
。

实验证明
,

大黄对内毒素诱导的肺泡巨噬细胞分泌细胞

因子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
,

并且较小浓度的

大黄即可明显抑制 T N F
一 a
的释放

,

随着大黄

浓度的增加可明显抑制 I L
一

1
、

I L
一

6 分泌
。

这

可能与大黄降解内毒素或抑制肺泡巨噬细胞

合成或分泌细胞因子有关
。

结果表明
,

大黄具

有免疫调节作用
,

当机体受到 内毒素侵害如

严重感染时
,

可阻断有害的细胞因子过度释

放
,

对肺脏及其它器官产生保护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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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棒绣线菊对小鼠中枢神经系统的影响

山东省医药工业研究所 (济南 25 0 1 0 0)

长春中医学院药理教研室

杜晓敏
寮

蔡文静 李春子 赵丽 华 ” 吴思丹 ” 马金凯

摘 要 石棒绣线菊水提物有镇静
、

镇痛
、

抗惊厥的中枢抑制作用
。

关链词 石棒绣线菊 中枢神经系统 镇痛 镇静 抗惊厥

石棒绣线菊 SP iar e a m e d i a S e h m id t 水

提液可以降低动物血清胆固醇及对抗动脉粥

样硬化形成
〔
气同时可以调节外周血管阻力

,

引起血压下降
、

心率减慢
,

对心肌缺氧有一定

的保护作用
〔 2〕 。

我们就其对中枢神经系统的

影响进行了实验研究
。

1 实验材料

1
.

1 动物
:

昆明种小鼠
,

18 9一 22 9
,

由长春

中医学院动物室提供
。

1
.

2 药物
:

石棒绣线菊 (采于吉林省长 白山

区
,

由长春中医学院植化室鉴定 )水提取液
,

由长春中医学院药理教研室制备
;
戊 巴 比妥

钠
,

上海化学试剂采购供应站分装厂 ( 8 6
一 0 1

-

2 2 ) ; 回 苏 灵 注 射 液
,

上 海 第 一 制 药 厂

( 5 5 0 6 2 1 ) ;
盐酸呱替 咤

,

湖北宜 昌制药 厂

( 8 5 1 1 0 3 )
。

1
.

3 仪器
:
S Y D

一 4 型药理生理多用仪
,

长春

中医学院药理室
;
光电活动记录仪

,

中国医科

院北京药物所
;
恒温水浴箱

,

山东医疗器械

厂
。

2 实验方法与结果

2
.

1 对小鼠自发活动的影 响及与戊巴比妥

钠的协同作用
:

取健康小鼠 60 只
、

,

早舍各半
,

随机分为 3 组
,

分别 19 石棒绣线菊水提液
7

.

5
、

1 5 9 (含生药量 ) k/ g ,

对照组给予等体积

生理盐水
,

30 m in 后放入光电活动记录仪的

测试盒内记录 5 m in 内小鼠自发活动次数
,

结果见表 1
。

将小鼠取出测试盒后立即 i p

0
.

4%戊巴比妥钠 40 m g k/ g ,

以小鼠翻正反

射消失为睡眠指标
,

观察与戊巴比妥钠的协

同作用
,

记录入睡开始时间 (从给药到翻正反

射消失的时间 )和睡眠维持时间 (从入睡到翻

正反射恢复时间 )
,

结果见表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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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晓敏 山东省医药工业研究所
系药学专业

,
.

获理学士学位
。

曾从事中
中药研究室主任

,

高级
医学院药理学教学

,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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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雷丸多糖 5 4 。。 2 抗炎免疫活性研究
” 、

工程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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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新药药理研究等工作

。

主要科研成果有
“
石棒绣线菊水提取物

药理作用研究
”

。 雷丸多糖 5 4 。。 2 抗炎免疫活性研究
” 、 “

诚年月泰制剂工艺
、

药效
、

毒理学研究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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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主要从事中药 (药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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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植化 )新药的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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