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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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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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ar e a m e d 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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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i 后放入光电活动记录仪的

测试盒内记录 5 m 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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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介 A d d r e s s :
D u X ia o m i n ,

S h a n d o n g I n s t i t u t e o f P h a r
m a e e u t i e a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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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n d u s t r y ,

J in a n

药理作用初探
”

、 “

雷丸多糖 5 4 。。 2 抗炎免疫活性研究
” 、

工程师
。

1 9 8 2 年 1 月毕业于沈阳药学院 (现沈阳药科大学 )药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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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大黄石苇汤治疗慢性肾衰
现主要从事中药 (药理

、

制剂
、

植化 )新药的研究工作
。

“ 长春中医学院中药系 83 级实习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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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石棒绣线菊对小限自发活动的影响

组别
动物数

(只 )

剂童
(g /k g )

自发活动次数
(5m in 内

,王士 : )

对照组

石棒绣线菊

2 0

2 0

2 0 今穿

1 8 0
.

7 8士 33
.

67

1 0 8
.

50士 2 9
.

2 3
赞 赞 .

4 6
.

5 6士 1 1
.

1 7
苍 . 价

与对照组比较
:

“
`
尸 < .0 0 01

表 2 石棒绣线菊与戊巴比妥钠的协同作用任土 , )

动物数 剂量
(只) ( g /kg

入睡开始时间

(m in )

睡眠维持时间
(m in )

对照组

石棒绣线菊

13
.

70士 0
.

65 5
.

00士2
.

82

睡眠率
(写)

25

.

80士 0
.

98
普 “

19
.

50士 3
.

7 2
苍 . 件

65
`

.

80士 0
.

99
价 “ 赞

26
.

02士6
.

63
份 赞 .

75
“ “

八叼UQéJ̀亡」
.7z

八U八目6式ó八7自

与对照组比较
: ’

尸 < 。
.

05 “ 尸< .0 01
’

“ 尸< 。
.

0 01

从表 1
、

2 结果显示
,

石棒绣线菊水提液

2 个剂量组均可明显减少小鼠的自发活动次

数
,

与对照组比较差 异显著 ( p < 0
.

0 0 1 ) ;
同

时还可明显缩短戊 巴比妥钠使小鼠入睡开始

时间
、

延长睡眠维持时间
,

对各组动物睡眠率

进行 丫 检验
,

给药组与生理盐水组亦有显著

性差异
,

提示其有较强的镇静作用
。

2
.

2 对中枢兴奋剂致惊厥作用的影响
〔 3〕 :

取

健康小鼠 40 只
,

早 舍各半
,

随机分为 2 组
,

分

别 19 生理盐水 20 m L k/ g
、

石棒绣线菊水提

液 2 0 9 / k g
,

4 0 m i n 后 i p 0
.

0 4 % 回 苏 灵 5

m g / k g
,

观察记录给回苏灵后至惊厥发生的

潜伏期及惊厥死亡率
,

结果见表 3
。

结果显

示
,

石棒绣线菊水提液可延缓回苏灵的致惊

厥作用
,

给药组死亡率略低于生理盐水组
。

表 3 石棒绣线菊对回苏灵致惊厥的影响任士
: )

2
.

3
.

1 扭体法即
:
取健康小鼠 50 只

,

随机分

为 4 组
,

分别 19 生理盐水 20 m L k/ g
、

石棒绣

线菊水提液 1 0
、

20 9 k/ g ,

阳性对照组 Pi 盐酸

呱替吮 25 m g / k g ;
40 m ni 后各组小鼠每只均

i p 0
.

0 2 5 %酒石酸锑钾 0
.

2 m L
,

观察 i p 致痛

药物 10 m ni 内扭体次数及各组扭体发生率
,

见表 4
。

结果表明
,

石棒绣线菊对酒石酸锑钾

致小 鼠腹腔疼痛有明显的抑制作用
,

与生理

盐水组比较差异显著
,

且随剂量增加扭体发

生率明显降低
。

表 4 石棒绣线菊对小鼠扭体反应的影响临士
: )

组别
动物数 剂量

(只 ) ( g / k g )

扭体次数
( 1 0 m in

内 )

扭体发生率
( % )

生理盐水

石棒绣线菊

盐酸呱替吮

1 6

l 1

1 l

1 2

1 0

2 0

0
.

0 2 5

8
.

5 0士 2
.

0 7

2
.

4 6士 0
.

8 0 “

0
.

9 1士 0
.

6 4
并 居

0
.

0 8士 0
.

0 8
丢 “ .

63
.

6 4

27
.

2 8
肠

8
.

3 3
苍 普 普

与生理盐水组比较
: ’
尸< .0 05 “ P < o

·

。 1

书 趁 普

尸 < 0
.

0 0 1

2
.

3
.

2 热板法即
:

取筛选合格的 雌性 小鼠

30 只
,

分为 3 组
,

分别 19 生理盐水 20 m L /

k g
、

石棒绣线菊 7
.

5
、

15 9 k/ g
,

以小鼠舔后足

作为痛反应判断指标
,

记录小鼠放在 55 ℃ 士

0
.

5 ℃铁板 (恒温水浴 )上不同时段 出现上述

反应的时间 (痛闭值 )
,

并按下式计算痛阑提

高百分率
,

结果见表 5
、

图 1
。

痛闭提高百分率 ( % ) 一

给药后痛阂值一给药前痛阑值
、 , , 八 八 。 /

一
一

.

一- 下下尸二口二二左丁下丈犷下 ; r

不

一
沪乃、

1 以 U / 0

戮约 月J夕用 网但

组别
动物数

( 只)

剂量
( g / kg )

惊厥潜伏期
(m i n )

惊厥死亡率
( % )

生理盐水

石棒绣线菊 ::
一 6

.

28土 0
.

94
、

20 10
.

3 9士 1
.

40 赞 “ ::
与生理盐水组比较

: ’ `
尸< .0 01

2
.

3 镇痛作用

表 5

试验结果表明石棒绣线菊对热板法引起

的小鼠足底疼痛有较好的镇痛效果
,

在不同

时间段给药组与生理盐水组比较均有显著差

异
。

石棒绣线菊对热板法小鼠痛阅值的影响临士
, )

组别
动物数 剂量

(只 ) ( g /k g )
给药前 药后 l h 4 h s h

生理盐水 10 1 2
.

0 1士 1
,

0 5

石棒绣线菊 10 7
.

5 11
.

2 8工 1
.

29

10 15 11 6 5士 0
.

94

14
.

33士 1
.

23

( 19
.

4 2 )

15
.

30士 1
.

34
赞 书 ,

( 3 5
.

64 )

16
.

7 8士 0
.

8 7
份 书

( 4 4
.

03 )

14
.

3 9士 1
.

9 6

( 1 9
.

92 )

19
.

1 5士 2
.

3 9
肠 “ ,

( 6 9
.

77 )

19
.

1?士 2
.

66
长 ` “

( 64
.

亏5 )

与生理盐水组比较
: ’
尸 < .0 05

.

3 9 8
.

9
.

90士 0
.

8 3

(一 17
.

5 )

13
.

68士 1
.

06
“

( 21
.

2 8 )

18
.

1士 1
.

4 7
心 伪

( 55
.

3 6 )

. “

尸 < 0
.

0 1

13
.

8 9士 1
.

27

( 15
.

7 5)

17
.

4 5士 2
.

66
. “ “

( 54
.

7 0 )

20
.

33士 2
.

03
. 怪 井

( 74
.

5 1 )

13
.

4 4士 1
.

3 8

( 1 2
.

0 )

15
.

3 5士 1
.

4 9
苍

二
( 3 6

.

0 8、

23
.

8 9士 4
.

13
祷 书 “

( 10 5
.

06 )

… 尸 < 。
.

01 ;
括号内为痛阐提高百分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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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一

为生理盐水组 卜为石棒绣线菊 7
.

5 9 / k g 组

l 一

为石棒绣线菊 15 9 / k g 组

3 讨论

综上实验结果表明
,

石棒绣线菊水提液

可以明显减少小鼠的自发活动次数
,

与戊巴

比妥钠有较好的协同作用
;
对回苏灵引起的

动物惊厥有一定的对抗作用 ;对酒石酸锑钾

及热板法引起的疼痛有较强的抑制作用
;
这

些作用的确切机理尚待进一步探索
、

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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颈复康冲剂治疗眩晕症 80 例

安徽海螺集团公司总医院内科 (宁国 2 4 2 3 1 1) 方启辉
.

眩晕症是临床上较为常见病之一
,

笔者自 1 9 9 4

年 3 月至 1 9 9 7 年 5 月采用颈复康冲剂治疗眩晕症

80 例
,

取得满意效果
。

1 资料与方法

1
.

1 一般资料
:

a) 病例选择
:

80 例全为门诊患者
,

男 3 3 例
,

女 4 7 例
,

年龄 3 2 岁~ 7 7 岁
,

平均 4 9 岁 ;

b) 病因
,

颈椎病 68 例
,

椎基底动脉供血不足 12 例 ;

c )临床表现
:

颈椎病患者
,

眩晕
:

自感旋转
,

浮动
,

摇

晃
,

变动体位
、

抬头或转动而加重
,

常伴有恶心 ; 头

痛
:

后头部
、

颈项部呈阵发性或持续性纯痛 ;颈椎压

痛 ;上肢或指尖麻木
;

行走不稳
;
颈项试验阳性

。

椎基

底动脉供血不足患者
:

眩晕
、

平衡障碍
、

头晕
、

视蒙或

复视
、

感觉障碍
、

共济失调
、

肢体麻木
、

运动障碍
、

吞

咽困难
、

急性短暂意识障碍等
。

1
.

Z x 线检查
:

全部病人 X 线颈椎正侧位平片示
:

均有不同的骨性改变
,

如颈椎骨质增生
,

椎间孔变

形
,

缩小
,

椎间隙狭窄
,

生理弯曲变直等
。

1
.

3 结合临床或其它辅助检查 已确诊的颈椎病和

椎基底动脉供血不足所致的眩晕
。

1
.

4 治疗方法
:

用颈复康冲剂每次 2 袋冲服
,

每 日

2 次
,

15 d 为 1疗程
。

在用药中停用其它药物和其它

治疗方法
。

2 结果

2
.

1 疗效标准
:

痊愈
:

眩晕消失
,

恢复工作
,

生活 自

理
。

有效
:

眩晕明显减轻
,

可以 自行活动
,

未能恢复工

作或生活稍能自理
。

无效
:

治疗前后无明显改善
。

2
.

2 治疗结果
:

本组 80 例中
,

痊愈 64 例 (占 80 % )
,

有效 10 例 (占 12
.

5 % )
,

总有效率为 9 2
.

5 %
。

本组未

出现有毒副作用
。

2
.

3 注意事项
:

应用颈复康冲剂时
,

有消化性溃疡
、

肾性高血压者慎用
。

有感 冒
、

发热
、

鼻咽痛等暂停使

用
。

3 讨论

眩晕症多为颈椎病和椎基底动脉供血不足所

致
,

主要病变压迫椎动脉颅外段使血流受影响而产

生
。

由于颈椎骨质增生及退行性病变
,

有人从血流速

异常的发生率检测分析
,

中青年主要以痉挛型血
.

流

速度增高为主
,

而老年组以狭窄型血流速度增高发

生率高
〔 1〕 ,

老年患者已有动脉粥样硬化
、

管腔变窄或

闭塞而发生脑缺血性发作
,

这种情况多属于椎一基

`

方启辉 男
,

1 9 7 8 年毕业于皖南医学院医疗系
。

现为安徽海螺集团公司总医院内科副主任医师
。

《中华误诊学杂志 》特
约编辑

, 《现代医学临床与理论研究》特约编委
。

从事内科临床 20 年
。

主持研究氦氖激光在临床应用工作
, “

低能量 He
一

N e
激

光血管内照射治疗长期失眠症临床观察
”
科研成果

,

是正被推广的科技成果
。

认真总结临床经验
,

在国家及省级以上医学刊
物发表论文 35 篇

。

从事内科门诊临床工作中
,

诊治疑难病症
,

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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