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量和 IF明显降低 ,同服用安慰剂组比较 ( P <

0. 01)。

3. 2　高红症服药组治疗后 ,红细胞 SOD与 MDA

和 IF呈现明显负相关 r分别为 - 0. 927 4和 -

0. 908 5( P < 0. 01) ;而血浆 MDA与 IF呈现明显正

相关 r= 0. 8653 (P < 0. 01)。
表 1　三组红细胞 SOD活性、血浆 MDA含量和 IF测定结果比较 (x± s )

组　别 例数

治疗前

SOD

( U /g. Hb )

MDA

(μmol /L)

IF

　

治疗后

SOD

( U /g. Hb )

M DA

(μmol /L)

IF

　

高红症对照 38 1 031. 2± 119. 8 5. 91± 0. 51 0. 181± 0. 033 1 041. 3± 121. 5 5. 89± 0. 53 0. 179± 0. 037

高红症服药 129 1 026. 4± 113. 5 5. 94± 0. 47 0. 188± 0. 035 1 158. 7± 159. 3* 5. 53± 0. 52* 0. 161± 0. 042*

正常对照 101 1 168. 9± 109. 7△ 5. 54± 0. 43△ 0. 164± 0. 028△

　　　　与高红症对照组和服药组比: △ P < 0. 01;　与高红症服药组治疗前和高红症对照组治疗后比: * P < 0. 01

4　讨论

三普红景天胶囊是由青藏高原产的红景天、沙

棘及枸杞等藏药材组成 ,方中红景天自古以来即作

为抗缺氧的“验方良药” ,在藏汉民中广泛沿用。现代

药理研究已证明该药的提取物红景天苷具有抗缺

氧、抗疲劳、抗寒及抗微波辐射等广泛作用 ,近年研

究表明 ,红景天具有适应原 [2 ]和升高机体防御酶红

细胞 SO D活性的作用
[7 ]
;沙棘改善微循环 ,增强心

肌营养血流量 ,降低心肌耗氧量 ,提高机体耐缺氧耐

力 [8 ]和升高机体红细胞 SO D活性的作用
[7 ] ;枸杞既

能滋阴又能助阳 ,特别是对体液免疫有调节作用 ,并

具有红景天和沙棘样耐缺氧和升高机体红细胞

SOD活性的作用
[7, 8 ]
。 这些作用无疑为三普红景天

胶囊药方的药理作用提供了理论依据。本研究结果

表明 ,高红症患者经三普红景天胶囊治疗后 ,红细胞

SOD活性明显升高 ,脂质过氧化代谢产物 MDA明

显降低 , IF也明显降低 ,与高红症对照组比较具有

显著性差异 ,提示三普红景天胶囊具有升高高原红

细胞增多症患者机体防御酶 ,减轻脂质过氧化反应

和改善红细胞变形能力的作用 ,说明三普红景天胶

囊具有抗自由基损伤作用 ,可减缓高红症患者机体

氧自由基代谢失衡引起的病理性损害。

研究结果还表明 ,高红症患者治疗后 ,随着红细

胞 SOD活性的升高 ,血浆 MDA与 IF同步降低 ,三

者间呈良好的相关性 ,表现为血浆 MDA与 IF呈正

相关 ,红细胞 SOD活性与血浆 MDA和 IF呈负相

关 ,提示高红症患者经三普红景天胶囊治疗后 ,红细

胞变形能力的改善 ,血液粘度的降低与机体防御酶

红细胞 SOD活性升高 ,脂质过氧化反应减轻密切有

关 ,这可能是三普红景天胶囊改善红细胞变形能力、

降低血液粘度 ,治疗高红症的重要机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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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热注射液的药理实验研究

北京中医药大学药厂 ( 100029)　　古　梅
 
　何正正

摘　要　解热注射液主治温病。 用于风寒、风热之发热。 解热注射液使三联菌苗发热模型的家兔异常升高体温降

低 ,具有解热作用 (P < 0. 05) ,使小鼠因疼痛出现的扭体次数及强度减缓 ,具有镇痛作用 (P < 0. 05或 0. 01) ,使注射

阈下催眠量戍巴比妥钠的小鼠睡眠 ,具有镇静作用 (P < 0. 01) ,使小鼠的耳廓肿胀得到抑制 ,具有抗急性炎症作用

(P < 0. 05)。
关键词　解热　镇静　镇痛　抗炎

　　解热注射液由金银花、白芷、荆芥、青蒿、白茅根 等组成。由北京中医药大学药厂研究室制剂组提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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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其药理作用进行了实验研究。

1　材料

1. 1　解热注射液由北京中医药大学药厂研究室制

剂组提供 , 1. 14 g生药 /mL。柴胡注射液 ,广东和平

制药厂 , 9206201。安痛定注射液 ,山西省芮城制药

厂 , 930912。戍巴比妥钠 , 861209,中国医药公司北京

采购供应站 ,酸枣仁液 ,北京中医药大学药厂研究室

提供。 三联菌苗伤寒、副伤寒、甲乙三联菌 ,批号

912-1,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提供。

1. 2　动物:大耳白兔 ,昆明种小鼠均由北京市药品

检验所动物中心提供。

2　方法与结果

2. 1　解热 [ 1]:选用体重 2. 0～ 3. 0 kg,体温在 38. 5

℃～ 39. 6℃的健康家兔 (雌者无孕 )。均耳 iv三联菌

苗 1. 0 mL /kg , 1 h后测量体温 ,按体温随机分成解

热注射液 0. 68, 0. 91 g /kg;柴胡注射液 0. 6 mL /

kg;模型共 4组 ,分别耳静脉给药 (模型组给 0. 9%

生理盐水 ) ,测量给药后 1, 2, 3, 4, 5 h家兔体温 ,并

( t检验 )比较结果 ,见表 1。

　　结果解热注射液在给药后 3～ 4 h家兔的体温

表 1　解热注射液对解热作用的影响 ( x± s ,n= 10)

组　别
剂量

( g /kg )
给药前

给药后不同时间的体温 (℃ )

1 h 2 h 3 h 4 h 5 h

模型组 - 39. 10± 0. 10 40. 86± 0. 24 41. 29± 0. 26 41. 54± 0. 23 41. 17± 0. 25 40. 47± 0. 27

解热注射液 0. 68 39. 33± 0. 30 40. 74± 0. 36 41. 33± 0. 50 41. 21± 0. 22* 40. 76± 0. 21* 40. 30± 0. 28

0. 91 39. 30± 0. 25 40. 76± 0. 30 41. 30± 0. 40 41. 20± 0. 21* 40. 70± 0. 21* 40. 20± 0. 22

柴胡注射液 0. 6m L /kg 39. 39± 0. 21 40. 86± 0. 31 41. 30± 0. 43 41. 30± 0. 24* 40. 75± 0. 31* 40. 04± 0. 36*

　　　　与模型组比: * P < 0. 05

升高值幅度明显减小 ,与模型组比具有显著性意义

(P < 0. 05) ,说明解热注射液具有解热作用。

2. 2　镇痛 [1 ]:选用体重 18～ 22 g小鼠 ,随机分成解

热注射液高、低剂量 ,柴胡注射液、安痛定注射液

10. 0 m L /kg ,模型共 5组 ,分别尾 iv给药 (模型组为

0. 9%生理盐水 ) , 15 min后各鼠均 ip 0. 6%冰醋酸

0. 1 mL /10 g , 5 min后观察并分别记录小鼠 10 min

内的扭体次数及累计小鼠扭体的持续时间 ,经 t检

验比较之结果 ,见表 2。

　　结果解热注射液能够明显减少小鼠因疼痛而出

表 2　解热注射液对小鼠扭体实验的影响 ( (x± s,n= 10)

　组　别 剂量 ( g /k g) 扭体次数 (次 /10 min ) 扭体持续时间 ( s /10 min)

模型组 - 36. 1± 9. 5 123. 3± 39. 99

解热注射液 0. 95 18. 1± 12. 9* 62. 9± 49. 2* *

1. 43 12. 5± 12. 1* 58. 6± 49. 6* *

柴胡注射液 0. 5mL /kg 21. 7± 12. 9* 85. 9± 58. 91

安痛定注射液 10. 0 m L /kg 3. 8± 2. 8* 13. 6± 14. 96* *

　　　　与模型组比: * P < 0. 05　* * P < 0. 01

现的扭体次数 ,同时明显降低疼痛的强度 ,表现为小

鼠扭体的持续时间减少。与模型组比均有显著性意

义 ,说明解热注射液具有镇痛作用。

2. 3　镇静
[2 ]
:将体重 20～ 22 g小鼠 ,随机分成解热

注射液高、低剂量 ,柴胡注射液 ,酸枣仁水煮醇沉液 ,

模型共 5组 ,分别尾 iv给药 (模型为 0. 9%生理盐

水 ) , 15 min后各组均 ip戍巴比妥钠 26 mg /kg ,记

录各组小鼠出现睡眠 (以翻正反射消失达 1 min为

睡眠 )只数 ,计算各组睡眠发生率 (i
2
检验 ) ,结果见

表 3。
表 3　解热注射液对戍巴比妥钠的协同作用 (x± s ,n= 12)

组　　别 剂量 ( g /k g) 睡眠 (只 ) 未睡眠 (只 ) 睡眠 (% )

模型组+ 戍巴比妥钠 - 1 11 8. 3

鲜热注射液+ 戍巴比妥钠 0. 95+ 0. 026 9 3 75. 0* *

1. 43+ 0. 026 11 1 91. 7* *

柴胡注射液+ 戍巴比妥钠 0. 5 m L /kg+ 0. 026 8 4 66. 7* *

酸枣仁液+ 戍巴比妥钠 10+ 0. 026 12 6 100. 00* *

　　　　与模型组比: * * P < 0. 01

　　结果解热注射液与戍巴比妥钠具有协同作用 ,

能够使注射阈下催眠量的小鼠产生睡眠 ,与对照组

比其睡眠发生率明显提高 ( P < 0. 01) ,说明解热注

射液具有镇静作用。

2. 4　抗急性炎症
[1 ]
: 选用 24～ 26 g雄性小鼠 ,随机

分成模型 ,解热注射液高、低剂量 ,柴胡注射液共 4

组 ,分别尾 iv给药 (模型为 0. 9 %生理盐水 ) , 30

min后均于每只小鼠左侧耳廓涂 0. 05 mL二甲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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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min后将小鼠颈椎脱臼处死 ,用打孔器分别在同

一部位打下双耳片 ,精密称重 ,记录两耳之差并计算

肿胀率及肿胀抑制率 , t检验比较其结果 ,见表 4。

肿胀率= (左耳重÷ 右耳重 )× 100%

肿胀抑制率=
模型组 -给药组

模型组
× 100%

表 4　解热注射液对急性炎症的影响 (x± s, n= 10)

组　别　　　　 剂量 ( g /kg ) 两耳之差 肿胀率 (% ) 肿胀抑制率 (% )

模型组 - 18. 1± 4. 51 136. 2± 4. 08 -

解热注射液 0. 95 13. 1± 5. 47 97. 5± 41. 02* 32. 1

1. 43 12. 8± 5. 73 92. 9± 42. 3* 31. 8

柴胡注射液 0. 5 ml /kg 13. 2± 4. 59 92. 9± 32. 42* 31. 8

　　　　与模型组比: * P < 0. 05

　　结果解热注射液能够减少炎性渗出 ,明显抑制

涂二甲苯引起的耳肿胀 ,与模型组比具有统计学意

义 ,说明解热注射液具有抗急性炎症作用。

3　讨论

本方以金银花为主药 ,具有清热解毒兼可透散

表邪。荆芥、白芷既散风寒 ,又散风热 ,亦能疏散血中

之风热 ,祛风胜湿 ,通窍止痛 ;青蒿能清虚热 ,白茅根

清热利尿 ,且清肺胃之热
[ 3]
。药理研究亦证明解热注

射液具解热、镇痛、抗急性炎症 ,镇静等作用 ,这与其

主治温病 ,外感风寒或风热之发热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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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酒灵的药理实验研究

第二军医大学新药评价中心 (上海 200433)　　邓　源
 
　袁伯俊

第二军医大学长海医院药学部　　　　　 　　胡晋红　 郑小梅

摘　要　观察了解酒灵对乙醇损伤小鼠的保护作用。 结果显示该药能明显缩短乙醇所致小鼠的睡眠时间 ,增强小

鼠的爬杆能力 ,降低爬杆级数 ,增加小鼠自发活动次数。为该药的临床应用提供了实验参考。

关键词　酒精中毒　解酒灵　解酒作用　急性毒性

　　解酒灵是由甘草、白芍、党参、山楂、陈皮组成 ,

具有健脾胃 ,益气阴 ,解酒毒之功效。主治嗜酒中虚 ,

湿伤脾胃 ,头痛心烦 ,眩晕呕吐等酒伤之证。我们对

其功能主治进行了实验观察。

1　实验材料

1. 1　药物:解酒灵由第二军医大学长海医院提供 ,

4. 5 g生药 /mL,批号: 980708。 95%医用酒精: 上海

益慧办公设备经营部 ,批号: 980721。生理盐水: 长海

医院制剂室出品 ,批号: 980915。酒宝:北京龙王食品

有限公司生产 ,批号: 980110。

1. 2　仪器: XZ-911型小鼠自主活动仪 (第二军医大

学数理教研室研制 ) ,小鼠鼠箱 (第二军医大学数理

教研室研制 ) ,将鼠箱四周涂以黑色备用。

1. 3　动物:昆明种小鼠 ,体重 18～ 22 g由二军大实

验动物中心提供。动物合格证号 02-25-6。

2　方法与结果

2. 1　乙醇的急性毒性 [1 ]: 小鼠 50只 ,雌雄各半 ,雌

雄分别按体重大小随机分为 5组。 参考文献剂量设

计以下 5个剂量组 , 12. 34 g /kg ( 61. 72% ) , 11. 11

g /kg ( 55. 55% ) , 10 g /kg ( 50% ) , 9 g /kg ( 45% ) ,

8 g /kg ( 40. 5% )。小鼠禁食 12 h后 ,各组分别 ig乙

醇 0. 2 m L /10 g ,观察 7 d内小鼠中毒及死亡情况。

结果见表 1。

　　加权直线回归方程为 Y= - 14. 16+ 19. 521 1

X ,实验按 bliss法和医用统计软件 (华西医科大学

编制 )计算出乙醇的 LD50= 9. 59 g /kg , LD90= 11.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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