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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祀蝎精酒对失血性血虚动物的补血作用

河南省 医学科 学研究所 (郑州 4 5 0 0 5 2) 华海婴
`

叶启 霞 戈士文

摘 要 乌祀蝎精酒对急性失血模型小 鼠及慢性失血模型大 鼠均具有明显的改善作

用
,

可加速动物 R B C 及 H b 的恢复
,

并可有效地刺激网织红细胞的生成
。

关键词 乌祀蝎精 酒 红细胞 (R B C ) 血色 素 ( H b) 网织 红细胞 ( R et )

乌祀蝎精酒是 由首乌
、

拘祀
、

全蝎
、

山药
、

g ; 健康 W i st a : 远交系大鼠
,

体重 3。 。 g一 3 30

大枣等多味中药配伍
,

经低度 曲酒炮制而成 g
,

雌雄兼用
。

由河南省实验动物中心提供
。

的 口服药酒
。

具有补气健脾
、

养血和营
、

活血 常规饲料喂养
,

自由饮水
。

实验室环境温度为

化察等功效
。

临床用于治疗面色苍白
、

头 目眩 22 C 一 25 C
。

晕
、

心悸怔冲
、

失眠健忘
、

四肢麻木等证候
,

根 2 方法与结果

据该制剂的功能主 治
,

我们对其 治疗失血性 2
.

1 对急性血虚模型小 鼠红细胞 ( R B C ) 及

血虚证的作用进行 了实验研究
。

血色素 ( H b) 的影响
〔 1〕 :

取 50 只健康小 鼠
,

随

1 实验材料 机分为 5 组
,

每组 10 只
。

将每 鼠尾部以 70 %

1
.

1 乌祀蝎精酒
:

药酒含生药 为 30 %
,

赋形 酒精反复擦拭
,

使之充血后剪去尾尖 0
.

5 Cm

剂为 35
“

曲酒
,

由河南 省宝 丰县东 亚钳蝎研 一 0
.

75 Cm
,

即刻采血测 定 R B C 及 H b 的正

究所提供
,

批号 9 4 0 9 0 4
。

铁维隆 口服液
,

河南 常值
。

采血后同期置小 鼠尾部于 4 0
`

C 左右定

省安 阳市保健品厂生产
,

批号 9 2 0 9 1 8
。

量 温水 的刻 度 试 管 内
,

使 其 出血 量 达 0
.

5

1
.

2 动物
:

健康昆明种小 鼠
,

体重 21 9 一 23 m L
。

Z h 后重复采血检测
,

观察造型结果
,

必

案
A d d r e s s :

H u a H a iy in g ,

H e n a n In s t i t u t e o f M e d i e a l S e i e n e e s ,

Z h e n g z h o u

《中草药 )) 1 9 9 8 年第 2 9 卷第 1 2 期
·

8 1 7
·



要时再次放血
。

采血后当天各组动物分别 19 1 次
,

连续用药 10 d
,

末次给药后 l h 再次采

给药
,

设模型 对照组 (给予同体积蒸馏水 ) ; 赋 血
,

分别检测 R B C 及 H b 值
,

结果见表 1
。

实

形 剂对照组 (给予 同体 积 3 50 曲酒 ) ; 阳 性对 验结果表明
:

失血后 Z h
,

R B C 及 H b 均显著

照组 ( 1
.

5 倍稀释 的铁维 隆 口 服 液
,

20 m 工
一

/ 降低 ( P < 0
.

0 1 )
,

服药 10 d 后
,

模型组及赋形

k g
,

相 当于临床用量 15 倍 ) ; 乌祀蝎精 酒低 剂组仍 明显低于失血前水平
,

但各用药组及

剂量组 (7
.

5%药酒
,

1
.

5 9 k/ g
,

相当于临床拟 铁维隆组的 R B C 和 H b 已明显升高
,

H b 已

用 量 10 倍 ) ; 乌祀 蝎精 酒高剂量 组 ( 15 %药 恢 复至失 血前水平 (尸 > 0
.

0 5 )
,

R B C 虽未恢

酒
,

3
.

0 9 k/ g
,

相当于临床拟用量 20 倍 )
。

各 复至正常值
,

但与失血后相 比 已明显增加 ( p

组小鼠 19 体积均为 0
.

2 m I
J

/ 10 9 体重
,

每 日 < 0
.

0 1)
。

表 1 乌祀蝎精酒对急性血虚模型小鼠 R B c 和 H b 的影响` 士 , )

R BC ( 又 10 ` 2 / I )

组 别
剂 量 动物

( g / kg
,

d ) (只 ) 失血前 失血后 Z h

12
.

34士 1
.

11

12
.

0 6士 1
.

01

1 1
.

8 2士 1
.

59

13
,

0 1士 1
.

4 8

6
.

75 士 2
.

22 枪 苦

5
.

67 土 1 20 苍 等

5
.

27士 1
.

19
“ 资

5
.

78士 1
.

30
“ 卜

4
.

90士 1
.

06 去 芳

失血后服药 10 d 失血前

6
.

80 士 1
.

2 1
苦

1 10
.

1士 4
.

6

6
.

86士 1
.

7 5
餐

1 13
.

8士 3
.

5

8
.

95士 1
.

7 9
芳

△ / 、 1 13
.

1士 3
.

7

8
.

10士 1
.

64
份 釜 △△ 1 13

.

8士 6
.

4

8
.

63士 1
.

70 诺 △△ 110
.

7士 7
.

8

H b ( g / L )

失血后 Z h

73
.

3士 9
.

10 芳 矢

70
.

2士 6
.

8
苦 “

73
.

4 士 8 1
资 蛋

74 0 士 8 9
长 爷

7 5
.

0 士 12
.

9
` 并

失血后服药 10 d

76
.

4士 9
.

22 苦 关

71
.

7士 11
.

9
资 备

119
.

4士 9
.

4△△

107
.

1士 7
.

0△八

1 17
.

0士 8
.

4△△

né门n曰1111
1.1

模型对照组

赋形剂对照组

铁维隆口服液

乌祀蝎精酒

2 0 m I
J

1
.

5

3 O 10 11 7 5主 1 8 4

与失血 前比较
: `

P < 。
.

05
`
P < 0

.

0 1 ; 与失血后比较
: △P < 。

.

()5 △八 P < 。
.

01 (下表同 )

2
.

2 对慢性血虚模型大 鼠 R B C 及 H b 等的 分组为
:

模型对照组 ( 同体积蒸馏水 ) ; 赋形剂

影响 〔2〕 :

取健康大 鼠 50 只
,

随机分为 5 组
,

每 对照组 ( 同体积 3 50 曲酒 ) ; 阳性对照组 (铁维

组 10
`

只
。

每 鼠经眼内毗静脉丛放血 1
.

5 m I
J

隆 1
.

32 m I
J

/ 1 0 0 9 体重
,

相当于临床用量 20

~ Z m I
J ,

即刻检测 R B C
、

H b 及网织红细胞
。

倍 ) ; 乌祀 蝎精酒 低剂量 组 ( 7
.

5 %药酒
,

1
.

5

隔天同法放血 1 次
,

共 5 次 (即实验的第 1
、

g k/ g 体重
,

相 当于 临床拟用量 10 倍 ) ; 乌祀

3
、

5
、

7
、

9 日放血 )
,

每次放血 同时 (即 上一次 蝎精酒高剂量组 (1 5%药酒
,

3
.

0 9 k/ g 体重
,

放血后 4 8 h )末次放血后第 5 日
、

第 n 日
,

检 相当于临床拟用量 20 倍 )
。

除铁维隆组外
,

其

测 R B C
、

H b 及网织红细胞 ( R et ) 值
。

第 1 次 余各组动物给药体积均为 1 m l
一

/ 1 0 0 9 体重
。

放血时即分别 19 给药
,

每 日 1 次
,

连续 20 d
。

结果见表 2一 4
。

表 2 乌祀蝎精酒对慢性血虚模型大鼠 R B c 的影响 ( 又 10
1 2

/ L 次士 s)

时 间
模型 对照组

( 1 0 m l )

8
.

9 2士 0
.

5 4

5
.

7 9士 1
.

1 1
气

赋形剂对照组

( 3 5
0

曲酒 1 0 m l )

阳性对照组

(铁维隆 1 3
.

2 m L )

8
.

4 1士 0
.

7 5

6
.

0 7士 0
.

8 5
釜 苦

5
.

2 7士 0
.

8 2
倪 矢

4
.

0 2士 0
.

9 8
子 予

5
.

8 8士 0
.

5 2
关 关

△△

7
.

3 1士 1
.

19
矢 关

△△

8
.

8 8士 0
.

5 1△ △

7
.

9 9士 0
.

4 7△ △

乌祀蝎精酒

( 1
.

5 9 / k g
·

d )

乌祀蝎精酒

( 3
.

0 9 / k g
·

d )

放血前

第 1 次放血后 4 8 h

第 2 次放血后 4 8 h

第 3 次放血后 48 h

第 4 次放血后 4 8 h

第 5 次放血后 48 h

第 5 次放血后 s d

第 5 次放血后 n d

8
.

8 2士 0
.

5 5

5
.

9 5士 ]
.

0 2
裕 长

5
.

0 6士 1
.

1 0 着 书

4
.

0 4士 0
.

5 9
份 开

4
.

0 9士 0
.

4 4
关

4
.

1 1士 0
.

6 1
关 补

5
.

0 2士 1
.

2 7
苦 书

5
.

1 3士 1
.

3 5
树 份

5
.

18士 0
.

6 3
荃 芳

3
.

9 1士 0
.

5 7 份 蛋

3
.

5 7士 0
.

3 9 于 卜

3
.

6 9士 0
.

5 5
签 衍

4
.

5 9士 1
.

0 4 铃 卜

4
.

7 7士 1
.

2 3
赞 赞

8
.

6 2士 0
.

6 2

6
.

0 1士 0
.

7 8
关 关

5
.

60士 1
.

0 1
长 釜

4
.

18士 0
.

3 6 苍 爷

5
.

8 4士 0
.

6 3 衡 苦 △△

6
.

13士 1
.

0 9
关 J

△△

6
.

7 7士 1
.

37
赞 ,

△△

7
.

2 7 士 1
.

11
务 苍

△△

8
.

6 4士 0
.

35

5
.

6 5士 0
.

45
倪 冬

5
.

2 9士 0
.

32
书 苦

3
.

8 3士 0
.

6 5
书 于

5
.

7 5士 0
.

6 2
苦 苦

△△

6
.

3 3士 1
.

1 4 釜 苦 △△

7
.

0 2土 1
.

4 3
` 沂

△△

7
.

6 2士 1
.

2 6
气

△△

与放血前 比较
: `

P < 0
.

05 “ P < 0
.

01
,

与模 型对照组 比较
: 。 P < 。

.

05 △ 八尸 < 。
.

01 (下表同 )

实 验结果可见
,

给大 鼠放 血 1 次后
,

其 R B C 及 H b 已不同程度地接近或恢复至正常

R B C 与 H b 已 开始 明显减少 ( P < 0
.

0 1 )
,

放 水平
,

且与模型对照组 比较均差异显著 (尸 <

血第 3 次后达最低限
,

第 4 次至第 5 次放血 0
.

0 1 ) ; R et 于 放血 1 次后 即开始增生活跃
,

后 开始 回升
,

直至末次放血 后 11 d
,

用药组 模型及赋形剂对照组上升至第 4 次放血后达

·

8 1 8
·



表 3 乌祀蝎精酒对慢性血虚模型大鼠 H b 的影 响 ( g / L
,

牙士 s)

时 间

放血前

第 1 次放血后 4 8 h

第 2 次放血后 48 h

第 3 次放血后 48 h

第 4 次放血后 48 h

第 5 次放 血后 4 8 h

第 5 次放 血后 s d

第 5 次放血后 n d

模型对照组

( 10 m l )

11 0
.

8士 5
.

8

7 1
.

0士 5
.

0 普 件

6 6
.

4士 4
.

2
朴 带

6 5
.

1士 8
.

6
件 件

6 7
.

4士 1 0
.

1
粉 份

6 0
.

2士 9
.

5 怪 漪

7 1
.

7士 6
.

9
爷 爷

7 5
.

5士 4
.

4
` ,

赋形 剂对照组

( 3 5
0

曲酒 10 m L )

1 14
.

2士 5
.

2

7 3
.

0士 5
.

2
势 怪

6 8
.

1士 9
.

1
赞 书

6 2
.

5士 9
.

3
苍 苦

6 4
.

1士 6
.

5
书 普

6 2
.

4士 5
.

5 苍 件

6 9
.

3士 7
.

4
“ 爷

7 3
.

4士 4
.

4
赞 飞

阳性对 照组

(铁 维隆 1 3
.

2 m L )

10 8
.

3士 7
.

5

80
.

0士 1 4
.

0
, 书

9 8
.

3士 5
.

2 怪 势

△△

8 0
.

0士 6
.

3 “ 备 乙△

9 0
.

0士 8
.

9 苦 势

△△

9 2
.

3士 7
.

6
件 `

乙△

1 1 5
.

8士 7
.

4△ △

1 2 5
.

0士 1 0
.

5 番 △八

乌祀蝎精酒

( 1
·

5 9 / k g
·

d )

1 1 5
.

8士 6
.

6

8 2
.

5 士 1 5
.

0
荟 荃

9 0
.

0士 9
.

5
蔑 “

△ △

70
.

0 士 10
.

9
铃 朴

8 1
.

7士 6
.

8
苍 沉

△ △

8 4
.

2 士 3
.

7
书 书

△ △

97
.

5 士 9
.

6 份 势 △ △

10 7
.

5士 5
.

0
“

△△

乌祀蝎精酒

( 3
·

0 9 / k g
·

d )

1 1 1
.

6士 6
.

0

7 0
.

0士 6
.

3
苦 “

9 3
.

3士 8
.

9 僻 铃

△ △

7 6
.

1 1士 1 1
.

1
“ 份 △

8 5
.

2士 1 3
.

8
公 冬 △△

8 8
.

4士 3
.

9
书 各 △ △

1 1 0
.

8士 5
.

8 △八

1 1 2
.

0士 1 3 1
.

0
务

△△

表 4

时 间

乌祀蝎精酒对慢性血虚模型 大鼠 R et 的影 响 ( %
,

牙士 s)

赋形剂对照组 阳性对照组 乌祀蝎精酒

( 3 5 。

曲酒 1 0 m L ) (铁维隆 1 3
.

2 m l ) ( 1
.

5 9 / k g
·

d )

乌祀蝎精酒

( 3
.

0 9 / k g
.

d )

放血前

模型对照组

( 1 0 m I
J

)

1
.

2 6 9士 0
.

5 9 8

第 l 次放血后 4 8 h 2
.

0 2 1士 0
.

9 2 4
,

第 2 次放血后 4 8 h 2
.

2 1 4士 0
.

8 6 5
`

第 3 次放血后 4 8 h 5
.

6 7 4士 0
.

6 6 4
“ `

第 4 次放血后 4 8 h 6
.

2 4士 0
.

5 1 1
’ `

第 5 次放血后 4 8 h 5
.

8 9士 0
.

7 5 9
` “

第 5 次放血后 s d 2
.

8 6 2士 0
.

4 6 6 “
第 5 次放血后 1 1 d 0

.

9 0 1士 0
.

12 2

1
.

1 2 4士 0
.

6 1 1

2
.

2 1 0士 1
.

0 0 1
份

2
.

0 3 4士 0
.

7 9 8
拼

5
.

5 3 7士 0
.

5 5 8
苍 甘

6
.

0 2 2士 0
.

8 5 6
关 爹

5
.

2 5 5士 0
.

7 5 1
“ 务

3
.

0 1 1士 0
.

4 3 9
着 苦

0
·

7 4 9士 0
.

2 3 1△△

1
.

2 0 0士 0
.

4 3 5

3
.

1 2 4士 1
.

9 0 0
书 贡

△

3
.

3 0 5士 1
.

5 2 1
诀 斧 △

6
.

8 5 9士 0
.

6 6 8
寺 普 △

2 0
.

5 0士 2
.

3 1
赞 关

乙△

2 1
.

1 2士 2
.

5 5
苦 长

△△

6
.

3 3 3士 0
.

5 0 9 关 关

乙凸

0
.

8 3 9士 0
.

1 5 8

1
.

0 8 7士 0
.

3 4 6

2
.

8 7 1士 0
.

3 9 5 粉 份

八

3
.

0 5 4士 0
.

6 7 2
价 关

△

6
.

6 3 4士 1
.

1 2 5
铃 长

△

14
.

4 2士 1
.

6 6
爷 ,

△△

17
.

2 2士 2
.

4 3
长 粉 △ △

8
.

3 6 2士 0
.

5 10 开 “ 八 凸

0
.

8 5 8士 0
.

2 14

1
.

2 3 7士 0
.

4 9 8

3
.

3 2 0士 1
.

0 0 2
书 潇

乙

3
.

2 5 5士 0
.

9 8 7 升 份

八

7
.

8 6 4士 1
.

6 2 5
资 苦

△△

1 5
.

1 2士 2
.

4 2
潇 岳 △ △

1 7
.

0 5士 2
.

3 6 爷 丢

△ △

1 0
.

1 2 5士 2
.

8 4 7 蛋 朴 △ △

0
.

9 3 1士 0
.

2 2 5

高峰
,

以后逐渐恢复至放血前正常水平
,

其 中

各 用药 组持续升高 的程度和 时间大 于前两

者 ; 赋形剂组各项指标变化 与模型对照组 比

较无差异
。

3 讨论

血虚多因失血过多
,

或脾 胃虚弱
,

血液生

化 之源 不足
,

或 因痕 血阻 滞新 血不 生 等 引

起 〔3〕 ,

根据中医辨证理论的基础
,

治疗以 补益

为主
,

即补肾生髓
,

益气生血
。

该方中构祀补

肾益阴
,

首 乌
、

山药
、

大枣健脾补气生血
,

全蝎

破癖散结
、

活血通络
,

该组方又经低度曲酒炮

制
,

寓补气生血活血
、

健脾益 肾中药为一体
。

实验结果表明
,

血虚动物用药后能刺激
、

促进

骨髓造血机制
,

尽快恢复和重建造血机能
,

使

R B C 和 H b 明显上升
。

临床观察中也表明
,

对

改善血虚证候疗效确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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