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构损伤
。

本实验结果也表明
,

G C 大剂量 (2 5 0

m g /k g )组 可降低结扎冠 脉所致心 电图 S
一

T

段 抬高幅 度
,

减 小梗死 面积
,

增加心肌 匀浆

CP K 活性
,

进一步证实 G C 对缺血心肌有保

护作用
。

而 G C 小剂量 ( 1 2 5 m g / k g )组则无

效 ; G C Z 个剂量组和丹参组对 S O D 和 M D A

无显著影响
,

这可能与给药次数 (本实验采用

舌静脉一次给药 )有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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茵陈篙汤的抗炎镇痛作用

武警 医学 院药理教研室 (天津 3 0 0 1 6 2) 朱 江
来

宋光明 苗得田 万宗 明 蔡德海 丁全福

摘 要 用 3
.

0 和 1
.

0 9 浸膏 /k 9 2 个剂量进行试验
,

探讨了茵 陈篙 汤的抗炎镇痛效果
。

结果表明
,

茵陈篙汤 可显著抑 制醋酸诱发 血管通 透性增加
,

高
、

低剂量 的抑制率分别为 41
.

2 % 和 22
.

0 % ; 显

著抑 制角叉菜所致大 鼠足肿胀作用
,

最高抑制率分别为 47
.

0 % 和 4 5
.

5 % ; 显著抑制棉球肉芽组织

增 生
,

抑 制率分别为 5 0
.

1 % 和 1 3
.

7 %
;
显 著抑制醋酸诱发的小 鼠扭体反 应

,

抑制率分别为 59
.

8 %

和 3 7
.

5 %
。

提示 茵陈篙汤有显 著的抗 炎镇痛作用
。

美键词 茵陈篙 汤 抗炎 炎性 渗出 组织肿胀 肉芽增生 镇痛

茵 陈篙 汤 (A C T S )主要成 分为茵 阵
、

桅

子和大黄等 〔‘〕 。

有清湿热
、

退黄疽作用
,

临床

上 主要用于黄胆尿少
、

湿疮痰痒及传染性肝

炎 〔2
,

3〕。

但 A C T S 的抗炎镇痛作用未见报道
。

为指导和开 发 A C T S 的临床应 用提供实验

依据
,

我们对其进行了抗炎镇痛的药理实验
。

1 材料

1
.

1 药品
:

茵陈篙汤干浸膏 由天津市药品检

验所提供
,

配制方法
:

取茵 陈 6 0 0 9
、

桅子 50 0

g 和 大黄 2 0 0 9 水 提后 浓缩 得到 干 粉浸 膏

(4
.

19 9 生药 / g )
。

醋酸购于天津化学试剂一

厂
,

批号 9 7 0 41 ; 角叉菜胶美 国 Si g m a 公 司
,

批号 59 C
一

03 28
; 消炎痛购 于天津 医 药公司 ;

谤胺蓝 由 N A C A CA I
,

T E SQ U E IN C 生产
。

1
.

2 仪器
:
A T 25 0 十万分之一 电子天平

,

由

瑞士 M E T T L E R 公司生产
; 72 1 型分光光度

计
,

上海第三分析仪器厂制造
。

1
.

3 动物
:

健康 W is t a r 雄性大 鼠及 昆明种

小 鼠
,

购于中国医学科学院生物制品研究所
,

动物合格证号
:

医动字第 01
一

3 0 01
。

2 方法与结果

2
.

1 对醋酸诱发血管通透性增高的作用
〔4〕 :

选用雄性昆明种小 鼠 (2 O士 2) 9 4 0 只
,

实验

前禁食 16 h (水禁水 )
,

随机分 4 组
,

高剂量组

19 A C T S 3. 0 9 浸膏 / k g
,

低剂量组 19 1. 0 9

浸膏 / k g
,

对照组给生理盐水
,

阳性药为消炎

痛
,

给药后 4 0 m in
,

尾 iv Z%谤胺蓝溶液 0
.

1

m L / 1 0 9
,

3 0 m in 后
,

ip 0
.

6 %醋酸溶 液 O
·

1

m L/ 10 9, 20 m in 后
,

脱颈椎处死小鼠
,

剪开

腹部皮肤
,

用 巧 m L 生理盐水分数次冲洗腹

腔
,

收集洗涤液
,

用 72 1 型分光光度计在 59 0

n m 处 比色
,

测定吸光度 (A )
,

求 出增减百分

率
,

并进行 t 检验
。

结果 19 A C T S 3
.

0 和 1
.

0

g 浸膏 / k g
,

与对照组比较有剂量依赖性抑制

醋酸诱发血管通透性增高 的作用
,

抑制率分

别 为 4 1
.

0 %和 2 2
.

0 %
,

表 明 A C T S 能显 著

抑制血管通透 性增高
,

结果见表 1
。

2
.

2 对角叉菜所致足肿胀的作用〔“
,
6〕 :

选用

A d d r e s s
:
Z g h u Jia n g

,

D ep ar t m e n t o f Pha r m a e o lo g y
,

M e d ie a l C o lle g e o f CPA PF
,

T ia n jin

·

1 2 0
-



表 1 茵陈篱汤对毛细血管通透性的影响

一气勇犷一一门雨f 一顶蔽一一一下
一仰制粼

-

(名浸青/k g ) (的
_ _

j 土
互 一 一-

一二鱼一
空白对照 一 1 0 0

.

1 3 5士 0
·

0 35

茵陈篙汤 3
.

0 1 0 0
.

07 9士 0
.

0 14
“ ‘ 4 1

1
.

0 1 0 0
.

12 0土0
.

0 2 5
奋

2 2

消炎痛 0
.

0 1 1 0 0
.

0 75士0
.

02 1
‘ ’

4 4

与空白对照组比较
: “

尸< 0
.

05
. ‘

尸< 0
.

01

体 重 (1 8 0 士 2 0 ) g 雄性大 鼠 2 8 只
,

随机分 4

组
,

实验前禁食 16 h (不禁水 )
。

测定每 鼠右

后足周长作为基数
,

ip 给药 30 m in 后
,

大 鼠

右后足 sc l% 角叉菜 0
.

1 m L
,

分别于 0
.

5
、

1
·

o
、

2
·

o
、

3
·

o
、

4
·

0
、

6
·

o h 测右后 足周长
,

求

出肿胀百分率 (给药后值 / 给药前值 )
,

并进行

t 检验
。

结果 19 A C T S 3
.

0 和 1
.

0 9 浸膏 / kg
,

可显著抑制角叉菜所致足肿胀 的作 用
,

在第

4一 6 h 作用较强
,

最高抑制率可达 47
.

0 %和

4 5
.

5 %
,

但作用强度不如消炎痛
,

见表 2
。

裹 2 茵陈禽汤对角叉菜诱发大 鼠足肿胀的影响‘士
: , n ~ 7)

(g 浸青/ k g ) 0
.

s h 1
.

o h 2
.

o h 3
.

o h 4
.

o h 6
.

o h

模型组

茵陈篙汤

消炎痛

1 20
.

3土 7
.

2

1 14
.

9士 9
.

7 “

11 9
.

0士 5
.

6

11 2
.

9士1 3
.

0 骨

12 2
.

8士7
.

9 12 9 4士7
.

9 1 37
.

3士 11
.

0 1 4 6
.

2士 11
.

6 1 67
.

8士 1 3
.

5

11 1
.

9士8
.

6
“

1 10
.

8士 6
.

5 任

1 16
.

7士 9
.

4 苦 .

12 5
.

0士 1 1
.

8
. “

140
.

5士 1 8
.

3 普 普

12 0
.

9士 5
.

9 1 21
.

0士 4
.

1
母

1 25
.

5士 4
.

6
.

13 7
.

9士1 1
.

8
‘ 14 1

.

9士 1 1
.

3 爷 书

11 1
.

9士 11
.

3
. 份

1 11
.

8士 12
.

9
苦 .

11 1
.

7士 9
.

4 粉 份
11 4

.

3士1 3
.

7
. 价

12 0
.

4士 1 4
.

8
怪 苍

与模型组比较
: “

P < 0
.

05
璐 荟

尸< 0
.

01

2
.

3 对棉球所致 肉芽组 织增生 的作 用〔5 ,6)
:

选 用体重 (1 8 0 士 2 0) 9 雄性大 鼠 28 只
,

随机

分 4 组
,

实验前禁食 16 h (不禁水 )
。

乙 醚浅麻

醉
,

无 菌条件 下大 鼠背部 剃毛
,

70 % 乙醇 及

0
.

2 %利凡诺 消毒后
,

切开皮肤将已灭菌干燥

的 2 0 m g 棉 球植人背部 皮下
。

术后 当 日给

药
,

每 日 1 次
,

连续 7 d
,

第 8 日处死动物
,

剥

离 肉芽组 织
,

滤纸吸干
,

烘箱干燥 24 h 后称

重
,

比较各组 肉芽组织重量
,

计算增加百分率

及抑制 率
,

并 进行 t 检 验
。

结果 连续 7 d ig

A C T s 3
.

0 和 1
.

0 9 浸膏 / k g
,

对棉球所致 肉

芽 组 织 增 生 有 抑 制 作 用
,

抑 制 率 分 别 为

5 0
.

1 %和 1 3
.

7 %
,

见 表 3
。

说 明 长 期 口 服

A C T S 对炎症晚期症状有抑制作用
。

表 3 苗陈蓄汤对棉球肉芽组织增 生的影响

一丽厕一一气征断一下嘟厂一雨
~

芽组织增生
一

抑制幸
’

(g 浸膏 / k g ) (n ) 伍生红 竖) 一 - 一卫立匕
模型 组 一 7 2 2 5

.

0 士 3 9
.

7

茵陈禽汤 3
.

0 7 1 6 1
.

9士 2 4
.

5 “ 5 0
·

1

1
.

0 7 2 0 7 9士 5 6
.

9 1 3
.

7

消炎痛 0
.

0 1 7 1 1 5
.

3土 3 9
·

3
‘ ’

8 8
·

0

与模 型组 比较
:

“ 尸< 。
.

01

3 讨论

炎症是具有血管系统的活体组织对局部

损伤的反应
。

在炎症的早期
,

这些炎症介质刺

激 血管
,

使血管扩张
,

血管内皮 间隙扩大
,

血

管壁通透性增强
。

血浆 内的液体
、

蛋 白质和 白

细胞等渗出到组织 间隙
,

随着渗出的增加
,

造

如币章药》1 9 99 年第 3 0 卷第 2 期

成组织肿胀
,

因此
,

炎性渗出组织肿胀是炎症

早期的重要指标
。

在炎症晚期和慢性炎症期
,

由于 巨嗜细胞和纤维母细胞等增生
,

形成 肉

芽组织〔7〕 ,

我们用醋酸
、

角叉菜和棉球作为致

炎因子
,

观察 了 A C T S 对实验性渗出
、

肿胀
、

增生和疼痛的影响
。

A C T S 主要 成分为茵陈篙
、

桅子和大黄

等
。

大黄属寒下药
,

有清热解毒
,

活血化疲
,

泻

下和抗 菌等功效 〔幻 ,

对棉球所致 肉芽组织增

生有 抑制 作用
,

其 中大 黄 生品 的抑 制率 为

3 7
.

5 %
;河套大黄连续 3 d 给药可显著抑制

小 鼠的实验性渗 出
,

显著抑制醋酸诱发 的小

鼠 扭 体 次 数
,

其 抑 制 率 分 别 为 5 2
.

6 %和

4 1
.

4 % 〔9
,

l0: ; 桅 子属 清 热泻 火药
,

有 泻 火 除

燥
,

消炎利胆等功用 〔8〕 。

桅子甲醇提取物可显

著抑制 甲醛所致 肉芽组织增生
,

对致 炎后 4

一 s h 的抑制率 2 8
.

9 % 〔n 〕 ; 茵陈篙属利水渗

湿药
,

有 清热利湿
、

利胆通黄等 功效 〔8〕 ,

关于

抗炎实验数据
,

国内未见报道
。

在 A C T S 的

抗炎实验 中
,

高剂量 的 A C T S 对小鼠的毛细

血管 渗 出抑制 率 为 4 1
.

0 %
,

由于 给药 时间

短
,

效果不如单方大黄连续 3 d 给药的效果
,

高
、

低剂量的 A C T S 对角叉菜所致足肿胀 的

抑制作用在第 4一 6 h 间最强
,

其抑制率分别

为 4 7
.

0 %和 4 5
.

5环
,

均优于文献中桅子的效

果 ; 高
、

低剂量 的 A C T S 对棉球所致 肉芽组
·

1 2 1
.



织增生抑制率分别为 50
.

1 %和 13
.

7 %
,

其中

高剂量组的效果优于大黄生品的作用
; 高

、

低

剂量的 A C T S 对醋酸诱 发的小 鼠扭体反 应

抑制率分别为 59
.

8 % 和 37
.

5 %
,

其 中高剂量

组的效果优于文献 中大黄的作用
。

A C T S 既

可抑制炎症早期 的水肿和渗出
,

又可抑制炎

症 晚 期 的 组 织 增 生 和 肉 芽 组 织 的 形 成
,

AC T S 的抗炎效果在相 同给药时间下
,

优于

大黄或桅子 ; 可能与复方之 间的协 同作用有

关
,

A C T S 的抗 炎机制可能与增强机体 免疫

功 能有关
,

有报道 A C T S 可增 加 白细 胞数
,

提高 T 细胞活性
,

特别是 对免疫抑制机体的

T 细胞有促进转化作用
〔‘幻 ,

但更详细 的作用

机制有待进一步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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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味子对心肌力学和心率的影响

天津中医学院生理教研室 (3 0 0 1 9 3) 刘菊秀
带

苗 戎 陈 静 高 岚

摘 要 iv 40 % 五味子 l m L /k g 对家兔心肌力学 有明显影响
,

使左心室 内压峰值 (L V SP)降低
,

左

心室 内压最大上升速率 (d p / d t
o a二

)减慢
、

左 心室 内压 下 降速率 (d p / d t
。;。 )减慢

、

左心 室舒张末期 压

(L V E D P) 升高
、

压力
一

压力变化速率环 IP (P
一

d p / dtm
a二

)缩 小
,

等容 收缩期段 向左下方移位
,

心 率减

慢
,

说 明五味子提取液具有抑制 心肌收缩性能
,

减慢 心率的作用
。

关键词 五味子 心肌力学 心率

五 味 子 采 用 木 兰 科 植 物 北 五 味 子 60 %
,

挥发 乙 醇 后 的五 味 子溶 液
,

用 PH S
-

S ch is an d ra : hl’ne ns i: Bail l的成熟果实
。

北五 29 C 型酸度汁 (天津第四光学仪器厂 )测定其

味子性味酸
、

甘
、

温
,

归肺
、

心
、

肾经
,

具有敛肺 pH 值为 2
.

9
。

为去除五味子液 中各种有机酸

止 咳定喘
、

滋 肾涩精 止泻
、

益气 生津敛 汗之 对心血管活动的影响
,

用 N a O H 溶液 中和有

功
,

用于气阴两伤所致的心悸怔忡等证印
,

现 机酸
,

直至配制成浓度为 40 % (1 0 0 m L 溶液

代研究报道
,

10 0 %煎剂对正常及麻醉兔有降 中含五 味子生药 40 9 )
、

pH 为 7
.

4 的五味子

压作用
‘2〕 ,

我们探讨 了五味子提取液对心肌 溶液
,

灭菌后置 4 ℃冰箱 内保存备用
。

收缩性能及心率的影 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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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五味子煎剂
:

天津中医学院门诊部提供 信号分析系统软件包 (第四 军医大学研制)
,

北五 味子 的成熟果实
,

由天津 中医学院 中药 压力传感器
,

生物 电信号传感器等
。

系 白宝诚 副教 授鉴定
。

以 水提 取 乙醇 沉淀 2 方法与结果

法 〔” 制 备 五 味子 溶 液
,

其 中酒 精 的浓 度 为 健康大耳 白家兔 8 只
,

体重 (2
.

2 士 0
.

2)

,
A d d r e s s

:
L iu Ju x iu

,

D e p a r t m e nt o f Physio lo g y
,

T ia n jin C o lle g e o f T r a d itio n a l C hin e s e M e d iein e
,

T ia n jin

.

1 2 2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