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芪冻干粉对大鼠离体心脏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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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 观察黄芪冻干粉 ( LPA )对心脏的药理作用。方法:采用 Langedo rff氏方法观察 LPA对冠脉流量、心
肌收缩力及心率的影响。 结果: LPA可明显增加冠脉流量 (P < 0. 01)、显著减慢心率 (P < 0. 01)和降低心博幅度

(P < 0. 01)。结论: LPA具有明显降低心肌兴奋性作用 ,从而导致心率减慢及心肌收缩力降低。 由于心舒期的增长
及心肌收缩力的降低 ,延长了冠状动脉的灌注时间及减轻了心肌对冠状动脉及其分枝的压迫 ,使冠脉流量明显增

加。
关键词　黄芪冻干粉　冠脉流量　心肌收缩力　心率

　　虽然黄芪水煎剂、口服液和静脉注射液已在临

床应用 ,但多侧重于增强免疫功能、抗菌抗病毒、抗

血栓等 ,对于心血管的应用研究较少。本实验将黑龙

江产膜荚黄芪 Astragalus membranaceus ( Fisch. )

Bunge经水提、醇沉、大孔树脂处理制成冻干粉

( Lyophili zed powder of Astragalus, LPA) ,并观察

了对大鼠离体心脏冠脉流量、心肌收缩力及心率的

影响。

1　材料

1. 1　动物:雄性 Wister大鼠 250～ 280 g ,由黑龙江

中医药大学实验动物中心提供 ( 1级 ,医学实验动物

合格证医动字 09-3-3号 )。

1. 2　实验用药: LPA由黑龙江中医药大学药学院

提供 ,经生理盐水稀释成 1. 0 g /m L及 0. 5 g /mL

(生药量 )水溶液 ; 10μg /m L异丙基肾上腺素 ( Isop)

上海禾丰制药有限公司产 ;任-洛氏灌液、医用氧。

1. 3　仪器: LM S-2B二道生理记录仪 ,成都仪器制

造厂制造 ;张力换能器 ,中国医学科学院制造 ;

Langedo rff离体心脏灌流装置 ,哈尔滨无线电四厂

制造 ;供氧装置 ,冷凝装置。

2　方法及结果

实验采用 Langedo rff氏方法
[1 ]
观察 LPA对大

鼠离体心脏的作用。先将恒温水浴调至 37℃ ,并向

装有任-洛氏灌流液的下口瓶内充氧 ,该灌流液的液

面距心脏主动脉口约 40 cm ,为保持灌流压的恒定 ,

其上方再放置一装有充氧灌流液的下口瓶作为补

充。将大鼠断头处死 ,摘取心脏 ,在 4℃任 -洛氏液中

清洗 ,充分排出心腔内的积血。将主动脉套入灌流装

置的动脉套管上 ,并结扎固定。用烧心夹将张力换能

器与心尖部连接 ,再输入生理记录仪中。打开螺旋

夹 ,使含有饱和氧的灌流液通过主动脉流经心脏 ,收

入到刻度容器中 ,待其完全稳定后通过给药孔分别

注入 1. 0 g /mL和 0. 5 g /mL LPA各 0. 2 mL作为

高剂量组和低剂量组。注入 10μg /mL Isop 0. 2 mL

作为阳性对照组 ,注入 0. 2 mL的生理盐水作为空

白对照组。每当重复给药前均应充分冲洗心脏 ,以排

出前次药物的影响。 待其充分稳定后再观察第二种

药。 数据处理采用 t检验。实验结果见表 1。
表 1　 LPA对大鼠离体心脏冠脉流量、心率及心博幅度的影响 ( x± s)

组　别
剂量

( g /mL)
n

冠脉流量 ( mL /min)

给药前 给药后

心率 (次 /分 )

给药前 给药后

心博幅度 ( mm)

给药前 给药后

生理盐水 - 8 8. 02±1. 56 8. 11± 1. 70 119. 88± 34. 06 117. 60± 33. 50 11. 90± 4. 41 12. 11± 4. 69

Isop 2× 10- 6 8 8. 26±1. 66 10. 82± 2. 82* 103. 12± 28. 28 154. 75± 38. 96* * 12. 62± 5. 88 19. 50± 5. 63*

LPA 0. 2 9 8. 17±1. 52 15. 21± 2. 67* * 118. 67± 30. 86 17. 22±14. 73* * 11. 22± 3. 99 5. 78± 3. 90* *

0. 1 9 8. 20±1. 91 11. 66± 2. 87* * 134. 33± 39. 39 26. 89±10. 79* * 13. 00± 5. 10 5. 22± 3. 67* *

　　　　与给药前相比: * P < 0. 05　* * P < 0. 01

3　讨论

实验结果显示 ,当给予 LPA后心率显著降低 ,

甚至降至 10次 /分左右 ,但此时并无逸波出现 ,说明

LPA对心肌兴奋性有较强的抑制作用。 LPA还可

明显降低心博幅度 ,虽然在心率异常减慢时偶发的

心博幅度降低不明显 ,甚至略高于正常 ,但这与心舒

期过长 ,心脏过度充盈有关。因为心房与心室肌内有

压力感受器 ,当容量增大使心肌受到较大牵张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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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这些感受器就会发生兴奋 ,使心脏收缩增强 ,而

并非是 LPA对心肌的直接作用。随着心率缓慢地、

相对地增快 ,心博幅度逐渐降低 ,其平均幅度仍明显

低于正常。说明 LPA具有降低心肌收缩力的作用。

有报道认为黄芪注射液对心脏有正性肌力作用 ,使

心排量与每博量增加 [2 ]。本实验表明 ,因心舒期过长

导致的心脏过度充盈可使每博量增加 ,但由于心率

异常减慢 ,其单位时间内的心排出总量是不会增加

的。也有报道认为黄芪多糖能改善心肌收缩性能 ,对

心肌力学及血液动力学的影响与哇巴因相似 [ 3]。本

实验在制取 LPA过程中已去除多糖成分 ,保留了黄

酮及皂苷等成分 ,所以实验结果可能不一致 ,至于多

糖成分对心脏的作用本实验尚不能肯定。 也有人认

为心肌收缩力与药物浓度有关 ,高浓度黄芪皂苷使

离体心脏心肌收缩力增强 ,低浓度黄芪皂苷使心肌

收缩力减弱 [4 ]。本实验 LPA的两上浓度其结果是一

致的 ,尚不能肯定其他浓度对心肌收缩力的影响 ,而

且 LPA除含有皂苷外 ,还含有其他成分。我们认为

本实验的结果与文献报道不同 ,除可能实验方法不

同外 ,也可能由于制剂成分不同。 LPA即不是简单

的黄芪水提总物 ,也不是其中某种单体成分。至于药

源是否相同尚不清楚。

本实验结果还表明 , LPA可显著增加离体心脏

的冠脉流量。 冠脉流量除了与冠状动脉本身状态有

关外 ,主要取决于心肌的作功。由于冠状动脉大部分

分枝深埋于心肌内 ,因此心肌的节律性收缩对冠脉

流量产生很大影响 ,尤其左心室 ,在收缩期的冠脉流

量大约只有舒张期的 20%～ 30% 。因此舒张期的长

短是影响冠脉流量的重要因素 ,而心率的减慢主要

表现为舒张期的增长。我们认为 LPA使冠脉流量增

加主要是由于其能够显著减慢心率及降低心肌收缩

力 ,这不但使冠状动脉灌注时间延长 ,而且使灌流阻

力降低。在本实验中虽然 Isop可使心率增快及心肌

收缩力增强 ,但由于其具有较强的扩张冠状动脉的

作用 ,冠脉流量也可增加 ,但远较 LPA作用弱 ,所以

减慢心率和降低心肌收缩力是增加冠脉流量最有效

的方式。本实验的空白对照组显示 ,虽然 0. 2 mL的

液体量也可使心脏的各项指标发生改变 ,但变化是

极其微小的 ,故可忽略不计。

临床上的心肌供血不全主要是由于冠脉流量降

低所致 ,采取的措施是增加冠脉流量和降低心肌耗

氧量。 LPA通过减慢心率和降低心肌收缩力不仅能

增加冠脉流量 ,而且能降低心肌耗氧量 ,可有效地纠

正心肌缺血。鉴于这一作用是通过减慢心率和降低

心肌收缩力实现的 ,故临床应用应持慎重态度 ,还应

对其剂量和适应症作更深一步地研究 ,以提出可靠

的临床应用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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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正合剂对化疗及放疗的减毒作用研究

浙江尖峰药业有限公司 (金华 321000)　　李　明 　蒋晓萌　曹于平* * 　柳晓泉* *　皋　聪* * 　刘国卿* *

摘　要　目的: 考察养正合剂对化疗及放疗的减毒作用。 方法:对实验小鼠血中白细胞、红细胞数 ,脾脏指数 、胸腺

指数及小鼠骨髓 DN A含量进行测定。对实验小鼠照射后的死亡率及死亡小鼠的平均存活时间进行测定。结果:明

显提高环磷酰胺所致白细胞减少及 DN A含量减少 ;明显提高 60 Co照射所致脾脏指数 ,胸腺指数及 DNA含量减少。

显著降低实验动物的死亡率 ,显著延长存活时间。 结论: 养正合剂对动物化疗有明显减毒作用 ,对放疗引起的损伤

有明显保护作用。

关键词　养正合剂　减毒作用　化疗　放疗

　　养正合剂是根据中医理论和临床经验组方而成

的用于恶性肿瘤辅助治疗的新药 ,方中以人参补益

元气 ,以黄芪扶正祛邪 ,以猪苓利水渗湿 ,以枸杞滋

肝肾 ,为进一步了解其药理活性 ,我们在完成了其抗

实验性肿瘤研究
[1 ]
的基础上 ,又进行了其对化疗及

放疗的减毒作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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