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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布麻叶浸膏对脑内单胺类递质含量

及细胞膜流动性的影响△

苏州医学院药理学教研室 ( 2 1 5 0 0 7) 潘建新
介

顾振纶 钱曾年 秦正红 许美凤 石 琳

摘 要 罗 布麻叶浸膏可使脑内 5
一

H T 及 D A 含量升高
,

其水溶性成分可使 5
一

H T
、
5
一

H I A A 及 D A

含量 升高
,

而 N E 含量降低
,

醇溶性成分上述作用更为明显
。

提示 罗布麻叶浸膏可能含有兴奋中枢

5
一

H T 神经元功能及抑制中枢肾上腺素神经元功能的化学物质
,

这些化学 物质为水溶性及醇溶性
。

脑神经细胞膜脂质流动性 测定结果提示罗布麻 叶浸膏水溶性部分 可使膜流动性增加
。

关健词 罗布麻叶浸膏 单胺类递质 脑神 经细胞膜流动性

罗布麻为夹竹桃科植物 AP
o叹y n u m ve ne

-

ut m L
. ,

广泛 野生于盐 碱沙荒地 区
,

其根有

强心利尿作用 ; 叶具有降血压
,

治哮喘 lj[ 及加

强免疫功能等作用
。

以往我们研究还发现罗

布麻叶浸膏有一定程度 的镇静
,

镇痛作用
。

为

此我们进一步测定 了罗布麻叶浸膏
、

水溶性
、

醇溶性或脂溶性部分对脑 内单胺类递质含量

以及对神经细胞膜脂质流动性的影响
,

以探

索其 中枢作用机制及其有效成分所在部位
。

l 实验材料

1
.

1 动物
:

昆明种小 鼠
,

雌雄 兼有
,

体重 18

一 2 2 9 ;
W i s t a r 大 鼠

,

雌雄 兼有
,

体 重 1 5 0 ~

2 0 0 9
,

均 由苏州医学院实验动物中心提供
。

1
.

2 药物
:

罗布麻叶浸 膏
,

由江苏省东台县

罗布麻厂提供
,

为棕色干浸膏
,

每克相当原生

药 7
.

7 9
,

临 用时用 0
.

5%淡 甲基纤 维素钠

A d d r e

潘建新
S 8

:
P a n J i a n x i

男
,

4 4 岁
,

主

沌 p a r t
me

n t o f p l l a r m a c o lo g y ,

s u z h o u m e d i c a l c o ll e g e ,

uS
z
h ou

_
. _

_
_

~
_
、 、 ~

_
` 、

二
_ _

师
,

1 9 7 8 年毕业于苏州医学 院附一 院卫校药剂专业
,

19 8 9 年毕业于苏州医字皖夜大宇医 宇基础专
业

,

获大专学历
。

主要从事心血管
、

神经药理及新药临床前药理
、

药效
、

毒理等研究工作
,

共发表论文 5 篇
。

△江苏省医药总公司资助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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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MC
一

N) a配成 0 2%混悬液
。

罗 布麻 叶水溶

性部分
、

醇溶性部分
、

脂溶性部分
,

由本 院化

学教研室提供
,

为干浸膏粉的提取物
,

临用时

水溶性
、

醇溶性部分用生理盐水稀释
,

脂溶性

部分用 3% 吐温
一

8 0 配成混悬液
。

1
.

3 试剂
:

正丁醇 ( A R
,

无锡溶剂厂出品 ) ; 正

庚 烷 ( A R
,

杭 州炼 油厂 生 产 )
:

邻苯 二 甲醛

( F hi k a A G 出品 ) ; 5
一

经色胺 (瑞士进 口分装 ) ;

5
一

经叫噪醋酸 ( A I击 ic h 出品 ) ; 去 甲肾上腺素

( 注射剂
,

上海第十制药厂生产 ) ; 多 巴胺 ( lF u -

k a A G 出品 ) ; 蔗糖 ( A R
,

上海化学试剂厂 ) ;

T r i s ( F l u k a 进 口分装 ) ; 荧光探剂 D P H ( 1
、

6
-

D i p b e n y l
一 l

、

3
、

5
一

h e x a f r i e n e ,

S i g m a 出品 )
。

1
.

4 仪器
:
R F

一

5 10 型荧光分光光度仪 ( 日本

岛津产品 )
。

2 实验方法

2
.

1 单胺类递质测定
:

取健康小 鼠 80 只
,

随

机分 为 8 组
,

每组 10 只
,

分别 以 罗布麻 叶浸

膏
,

水溶性
、

醇溶性或脂溶性部分及相应对照

液 iP
,

30 m in 后将动 物断头处死
,

于冰皿上

快速取出全脑
,

去除小脑及嗅脑
,

称重后加人

10 倍量的酸性正丁醇匀浆
,

然后按我室沿用

方法 [2 ]
,

分别 提取 5
一

轻色胺 ( 5
一

H T )
、

5
一

经 叫

噪醋酸 ( 5
一

H I A A )
、

去 甲肾上腺 素 ( N E ) 及多

巴 胺 ( D A )
,

并分别用 O P T 法及三经叫噪法

进 行反应
,

用 R F 一 5 10 型荧光分光光 度仪测

定各荧光物质的荧光强度
。

2
.

2 神经 细胞 膜流 动性 测定
:

按 oJ en
s 方

法 〔3〕 ,

从 大 鼠前 段部 脑 ( F o r e b r a i n ) 匀 浆 液

中
,

分离粗突触体 ( P
:

部分 )
。

然后将 P :

部分

混悬于 s m m o l / L T r is
一

H C I ( p H = 8
.

1 )低渗

缓冲液中
,

于 O℃静置 l h 使膜破裂
。

于 4 ℃
、

g 0 0 0 x g 离心 2 0 m i n
,

收集微粒部分
,

即得突

触小体
、

线粒体及髓鞘 的混合膜
。

然后按石琳

等方法闭略加改动
,

以测定膜脂质流动性
,

即

用等渗磷 酸缓冲液 ( P B S
, p H 一 7

.

2) 稀 释至

全蛋 白量 ( B r a d f o r d 法 )为 3 0 拜g /m L 的混悬

液
。

取上述混悬液 1
.

5 m L 加等 体积的 Z X

1 0 一 6
m o l / L D P H

,

摇匀后于 3 7 aC 温育 l h
,

作

荧光 标记
,

然 后 用荧 光分 光 光度 仪 于波 长

.

5 1 8
.

3 6 3 / 4 2 8 n m 狭缝 5 / 5
,

恒温 3 7℃
,

测定加人

药物后各时相 的偏振荧光
,

按以 下公式计算

偏振度 ( P )
:

Ivv 一 G l v H

Iw + G l v H

_ I~
( ;乓 中 G 一 于二二

I H H

为避免 P B S 及组织产生非标记荧光
,

采

用组织空 白管 (膜混悬液 + P B S )及探剂空白

管 ( D P H + P B S ) 在波长 3 6 3 / 4 2 8 n m 处测定

共偏振荧光
,

保证样品管的荧 光强度为探剂

空白管及组织空 白管的 4 0一 50 倍 以上
,

然后

进行药物对膜悬液偏振荧光影响的测定
,

同

时设立药物空白管作平行对照
。

3 结果与讨论

3
.

1 对单胺类递质的影 响
:

实验结果显示
,

以 4 9 / k g 剂量的罗布麻 叶浸膏可使脑 内 5
-

H T 及 D A 含量升 高
,

6 9 k/ g 剂量 的水溶性

部分 (剂 量按 原浸 膏量 计算
,

下 同 ) 可使 5-

H T
、

5
一

H I A A 及 D A 含量升 高
,

而 N E 含量

降低 (如剂量 小至 3 9 / k g
,

则作 用不显著 )
,

用 3 9 / k g 剂量的醇溶性部分
,

则上述作用更

为 明显
,

如用 3 9 / k g 剂量的脂溶性部分
,

除

使 5
一

H I A A 含量上升外
,

其它单胺类递质均

未见有 明显影响 (结果见表 1 )
,

即使剂量增

大至 1 0 9 / k g
,

也未见 5
一

H T 含量有所变化
。

提示用较大剂量 的罗布麻叶浸膏及 其水溶

性
、

醇溶性部 分可 使脑 内单胺 类递 质及 5
-

H I A A 含量有所变化
,

而脂溶性部分对递质

含量的影响不大
。

推测罗布麻叶浸膏可能含

有兴奋 中枢 5
一

H T 神经元功能及抑制 中枢 肾

上腺素神经元功能的化学物质
,

这些化学物

质为水溶性及醇溶性
。

而罗布麻的中枢作用

可能是通过这些化学物质而实现的
,

为此进

一步分离提取其有效成分具有一定的意义
。

3
.

2 对脑神经细胞膜脂质流动性的影响
:

近

年来
,

药物对生物膜流动性 的影响 已 日益 引

起人们 的重视困
,

C hi n 等用 自旋标记顺磁共

振波谱 ( E S R ) 法研究 了乙醇对小 鼠脑匀浆中

分离的髓鞘膜
,

线粒体膜及 突触体膜流动性

的影响 61[
。

我们用荧光偏振法初步地观察了

罗布麻叶浸膏水溶性部分对大脑脑匀浆混合



膜 脂 质 流 动 性 的 影 响
,

实 验 结 果 提 示
,

以 的 10 及 20 m in 时两次测定结果无明显差异

1
.

33 m g /m L 浓度 的水溶 性部分 (均按 浸膏 (尸 < 0
.

0 5 )
,

提示罗 布麻 叶浸膏水溶性部分

量计算
,

下同 )
,

在给药后 10 ~ 20 m in 时可使 在给药后 10 至 20 m in 时可使脑神经细胞膜

荧光偏振度下降 31
.

34 % 一 4 1
.

8 0%
,

以 2
.

“ 流动性增加
,

至于其对那一种膜 (如线粒体膜

m g / m L 浓 度可 下 降 4 3
.

3 5 %一 50
.

24 %
,

如 或突触小体膜 )的影响最大
,

尚待进一步深人

浓度增大至 3
·

9 9 m g /m L 时有上升趋势 (结 研究
。

另外
,

水溶性部分中引起膜流动性增加

果见表 2)
。

上述变化与给药前平行比较均有 的有 效成分及其临床意义有 待于进一步研

统计学显 著性 ( P < 0
.

0 1 )
,

但在每 次给药后 究
。

表 1 对小鼠脑内单胺类递质的影响

5
一

H T

单胺类递 质含 量 ` 士 、 ,拌g / g )

5一 H I A A N F

动数物
组 别

D A

0
.

9 4 1士 0
.

0 2 9 怪 “

0 7 9 9士 0
.

0 2 8

1 7
.

7 7

1 0 6 8士 0
.

0 1 4
衡 赞

0
.

8 5 4士 0
.

0 2 3

2 5
.

0 6

0
.

9 1 7士 0
.

0 1 6
“ 苍

0
.

8 0 1士 0
.

0 1 7

1 4
.

4 8

0
.

8 0 0士 0
.

0 2 6

0
.

8 24士 0
.

0 2 1

一 2 9 1

0
.

6 7 4士 0
.

0 4 0

0
.

7 5 7士 0
.

0 2 7

一 1 0
.

9 6

0
`

6 8 6士 0
,

02 7 朴

0
.

5 9 3士 0
.

0 2 4

1 5
.

68

0
`

7 3 5 士 0
.

0 1 1
苍 `

0
.

5 6 4士 0
.

0 1 8

3 0
.

3 2

0
.

5 3 4士 0
.

0 3 5
食 苍

0
.

6 9 3士 0 0 3 6

一 2 2
.

9 4

0
.

4 1 3士 0
.

0 3 0

0
.

4 5 5士 0 0 2 0

一 7
.

1 9

0
.

5 6 8士 0
.

0 1 0
件 “

0
.

6 0 9士 0
.

03 0

一 6
.

7 3

0
.

5 4 8士 0
.

01 1
赞 借

0
.

6 2 7士 0
.

0 2 2

一 12
.

6 0

0
.

5 7 1士 0
`

0 2 5

0
.

5 8 4士 0
.

0 2 6

一 2
.

2 3

1
.

1 0 5士 0
.

0 2 3 任 .

0
.

9 60 士 0
.

0 3 5

1 5
.

1 0

1
.

2 70 士 0
,

0 3 6
“

1
.

1 3 6士 0
.

0 3 3

1 2 0 3

1
.

3 7 4土 0
,

0 3 6
份 苍

1
.

2 0 5士 0
.

0 2 8

1 4
。

0 3

0
.

9 9 6士 0
.

0 3 6

0
.

9 2 1士 0
.

0 4 1

8
.

1 4

10l0

l010

l0l0

l0功

罗布麻叶浸膏

5% C M C
一
N a 对照

变化百分率 (% )

水溶性部分

生理盐水对照

变化百分率 (% )

醇溶性部分

生理盐水对照

变化百分率 ( % )

脂 溶性 部分

3% 吐温
一
8 0 对 照

变化百分率 ( % )

与对照组 比较
: `
尸< 。

,

05
. `

尸< 0
.

01

表 2 罗布麻叶漫裔水溶性部分对脑神经 细胞膜荧光偏振度的影晌 (n 一 6)

浓度

( m g / m L )

荧 光 偏 振 度 (王士 s)

药前 药后 1 0 m i n 药 后 2 0 m in 药后 3 0 m i n

1
.

3 3

2
。

6 6

3
.

99

0
.

1 8 7 3士 0
.

0 2 2 2

0
.

1 8 7 3士 0
.

0 2 2 2

0
.

1 8 7 3士 0
.

0 2 2 2

0
.

1 2 8 6士 0
.

0 2 0 0
. 任

0
.

1 0 6 1士 0
.

0 2 6 2
赞 补

0
.

0 7 4 6士 0
.

0 2 9 8
“ “

0
.

1 0 9 0士 0
.

0 3 9 1
番 备

0
.

0 9 3 2士 0
.

0 2 1 4
` “

0
.

1 0 1 2士 0
.

0 2 8 5
粉 香 0

.

1 1 4 8士 0
.

0 3 7 3
, .

`任一ó

与药前 比较
: ` “

尸 < 。
.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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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 4)

:
1 69

e t a l
.

S e i e n e e ,

19 7 7
,

1 9 6
:
6 8 4

( 1 9 9 8
一

0 1
一

2 9 收稿 )

E f f e e t s o f I n d i a n H e m P (助
o cy n u m v e n e t u m ) L e a f E x t r a c t o n M o n o a m i n e

T r a n s m i t t e r a n d C e l l M e m b r a n e F l “ id i t y i n B r a i n

aP n J ia n x i n
,

G
u Z h e n l u n ,

Q i
a n Z

e n n l a n ,

et a l
.

(eD p a r t

me
n t o f P h a r m a e o lo g y

,

S
u z h o u

M
e d i e a l C o l l e罗

,

S
u z h o u 2 1 5 0 0 7 )

A b s t r a e t E x t r a e t o f 斗P
o ` y n u m v e n e t u m l e a v e s e a n m a r k e d l y i n

c r e a s e l e v e l s o f s
一

H T
a n d D A in th e

b r a in
.

I t
s w a t e r一 s o l u b le p o r t io n e l e v a t e d t h e l e v e l s o f s

一

H T
,
5
一

H IA A a n d D A b u t l o w e r e d t h a t o f N E
.

T h e

e f f e e t s o f i t
s a l e o h o lie s o l u b l e P o r t io n w e r e e v e n m o r e e v id e n t

.

T h e s e r e s u l t s s u g g e s t e d t h a t e x t r a e t o f 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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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胶钙口服液的主要药效学研究

新疆 中药 民族药研究所 (乌鲁木齐 0 8 30 0 2)熊元君

于富生

武嘉林 “

蒋激扬

季新梅 “
、

刘 发
“ `

二

摘 要 阿胶 钙对 由维 甲酸造成 的大 鼠骨 质疏松症 有 防治作用
,

可 提高血 清 C a 、
P 含 量

,

降低 己

升高的 A L P
,

增加股骨 C
a 、

P 含量和骨质密度
。

可增加缺乏 维生素 D 致拘楼病模型大 鼠血清 C
a

、

P

含量
,

降低 A L P 活性
,

升高股骨 中 C
a 、

P 含量
,
X 光片显示

,

使拘楼 症模型 动物骨质改变有 明显改

善
。

关键词 阿胶钙 维 甲酸 骨质疏松 拘楼病模型

阿胶钙是由阿胶
、

黄茂
、

熟地和牡砺等 6

味中药组成
,

临床用于治疗小儿 营养不 良性

询楼病及老年性骨质疏松症等疾病
,

有较好

疗效
,

现将其与功能主治有关 的药效学研究

报告如下
。

1 材料

1
.

] 实验药 品
:

阿胶钙
.

新疆华世丹 药业有

限公司提供
,

.0 79 9 生药 /m L 龙牡壮骨 冲

剂
,

批号 9 5 0 5 1 9
,

武汉健 民制药厂生产
。

维甲

酸
,

吉林省梅河 口 市解放军 8 1 8 9 9 皮肤 医 院

提供
,

批号 2 5 9
。

1
.

2 实 验 动物
:

W i s t a r 大 鼠
,

体 重 ( 1 8 0 士

2 0 ) g
、

雄性 ; 出生 2 0 d
、

体重 ( 3 5一 5 0 ) g 幼年

大鼠 ; 昆明种小 鼠
,

(2 o 士 2) 9
,

雌雄兼用 ; 以

上动物均 由新疆流行病研究所提 供 〔生产证

书 ( 9 4 ) 1 6 0 0 1 号〕
。

1
.

3 实验 仪器 T ec h n ic o n R A
一

X T 全 自动

生化仪 (瑞士产 )
,

J Y T O P 电感藕合等离子光

量仪 (法国 J P 公司产品 )
,

B H
一

6 0 1 2 型二维扫

描 骨密度仪 (北京核仪器厂
,

湖北 医 学院生

产 )
,

放射源 2 4 1 A m
。

2 方法与结果

2
.

1 对 口 服维甲酸致大 鼠骨质疏松症 的防

治作用川
:

w i s t a r 雄性大 鼠 60 只
,

随机分为

6 组
:

生理 盐水 对照 组
,

模 型 组 (维 甲酸 了O

m g / k g )
,

灌服
,

每天 1 次
,

共 2 周 )
,

龙牡壮骨

冲 剂 组 ( 5 9 / k g )
,

阿胶 钙组 ( 1
.

0
、

2
.

0
、

3
.

0

m L / 1 0 0 9 3 个剂量组
,

灌组 )
。

试验组动物除

灌服药物外
,

同时灌服维甲酸 2 周
,

停服维甲

酸后
,

继续给药 4 周
。

末次给药后 0
.

s h 尾静

脉取血测定血清 C a 、

P 及碱性磷酸酶 ( A L P )

活性
。

取血次 日将大鼠用戊 巴 比妥麻醉后
,

经

X
一

ar y 照像
,

观察各组大 鼠骨 质结构 ( X
一

ar y

条件 为 2 5 n l A
,

5 0 kV
,

0
.

1 5 )
,

而 后处死大

A d d r e s s

熊元君 女

X io n g Y u a n ju n ,

X in ji a n g In s t i t u t e o f
,

1 9 8 8 年毕业于中国药科 大学药学系
,

C h in e s e a n d M i n o r i t y N a t i o n a l i t y M a t e r i a M e d i e a ,

W
u lu m u q i

学士
。

现在新祖 中药 民族药研究所工作
,

助理研究员
。

先后参加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资助课题

: “
阿魏资源开发与利用 ” 及新班科委资助课题

: “
新孤党参化学成 分及 药效学研究

” ,

主要 承担药理研
究工作

,

已发表论文 4 篇
。

“ `

新孤华世丹药业有限公司
甘

二 新弧兵团医院
`

”
`

新孤医学院药理教研室

.

5 2 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