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4　养正合剂对大鼠脾细胞产生 IL-Ⅱ的影响:

Wista r大鼠 ,雄性 ,制备脾细胞悬液 ,以 RPM I1640

洗涤 3次后 ,配成 5× 106 cfu /mL悬液 ,加入 ConA

5μg /m L,将含 ConA的细胞悬液分为 5份 ,分别为

空白对照和养正合剂 2. 5, 50, 100, 200μg /mL,置

37℃ 含 5% CO2的培养箱中培养 72 h,吸取上清

液 ,置 - 20℃保存备用。采用 MT T比色法检测 IL-

Ⅱ活性 ,将 CTIL细胞洗涤后配成 2. 5× 10
5
cfu /mL

悬液 ,在微孔培养板中每孔加入 50μg ,将待测样品

及 IL-Ⅱ标准品作 2倍连续稀释 ,稀释标本再加于

微孔培养板中 ,每孔 100μL,每一稀释度均为复孔 ,

培养 36 h后 ,每孔加 MT T( 5μg /m L) 10μg ,再培

养 4 h,加酸化异丙醇溶解甲 结晶 ,然后将微孔板

放入酶标仪作比色分析 ,测定波长为 570 nm,参比

波长为 630 nm,每孔两个波长处的吸光度 ( A )之差

即为该孔的实测 A值。将待测样品与参比标准品同

时作倍比稀释 ,分别测出二者使检测细胞达到最大

增殖 50%的稀释度 ,按下式计算 IL-Ⅱ活性单位 ,结

果见表 6。

样品 IL-Ⅱ活性单位 ( U /mL)= (样品使检测细

胞达最大增殖 50%时的稀释倍数 /标准品使检测细

胞达最大增殖 50%时的稀释倍数 )×标准品 IL-Ⅱ

活性单位

3　讨论

实验发现养正合剂对调节机体免疫功能及肿瘤

所致的免疫功能降低具有明显恢复作用 ,使正常小

表 6　养正合剂对大鼠脾细胞产生 IL-Ⅱ的影响

(x± s, n= 5)

组别 质量浓度 (μg /mL) IL-Ⅱ活性 ( U /m L)

对照组 - 1. 30± 0. 23

养正合剂 200 2. 95± 0. 81* *

100 1. 58± 0. 06*

50 1. 36± 0. 23

25 1. 55± 0. 44

　　与对照组比较: * P < 0. 05　* * P < 0. 01

鼠 K、X 值明显升高 ;可明显对抗环磷酰胺所致小

鼠碳粒廓清速率低下 ,使 K、X值恢复至正常水平。

大剂量养正合剂可明显增加荷瘤小鼠低下的 DTH。

养正合剂还显著增强接种 S180瘤株小鼠低下的血清

溶血素含量 ,并明显促进大鼠脾细胞的 IL-Ⅱ生物

活性。综上所述 ,养正合剂可提高机体的体液免疫和

细胞免疫功能 ,对临床用于癌症患者的辅助治疗有

一定的实际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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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头回诱导脐血基质细胞形成及分泌 GM-CSF的实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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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　应用细胞培养技术检测了墓头回水提物对人脐血基质细胞生成及其分泌粒系造血刺激因子的实验

研究。 方法　将不同浓度的墓头回水提物与脐血共同培养 14 d,检测基质细胞上清液中的 GM-CSF活性。结果　
墓头回水提物对人脐血基质细胞具有促进形成的作用 ,最高峰为 0. 01μg /m L,为了检测基质细胞上清液中的 GM-

CSF活性 ,进行了 GM-C FU实验 ,结果表明 ,实验各组数据与对照组比较 ,具有非常显著性差异 (P < 0. 01)。结论　
墓头回水提物不仅是一种强烈的抗癌药物 ,也是一种造血祖细胞促进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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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imental studies on the formation of cord blood stromal cell and secretion of

GM-CSF induced byPatrinia scab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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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墓头回俗称脚汗草 ,为败酱科植物 ,有糙叶败酱

及异叶败酱之分。 有镇静、镇痛和增强免疫力作

用 [1 ] ,还有治疗血小板减少性紫癜 [2, 3 ]和抗白血

病
[4, 5 ]
的作用。近来我们发现墓头回可促进脐血基质

细胞的形成及诱导其产生粒系祖细胞集落刺激因子

生成的作用。

1　材料与方法

1. 1　药物:甘肃庆阳产墓头回原植物 ,经本院药学

系中草药教研室鉴定为败酱科败酱属植物糙叶败酱

Patrinia scabra Bge. 实验用墓头回为水提物。

1. 2　脐带血单个核细胞的制备:将肝素抗凝的脐带

血加在淋巴细胞分离液上层 , 2 000 r /min离心 30

min,取出富含单个核细胞的液面层 ,用 RPM I 1640

液洗涤 2次 ,计细胞数 ,待用。

1. 3　墓头回水提物对脐血基质细胞层形成实验:将

1× 10
6
/mL单个核细胞 , 20%小牛血清和不同质量

浓度 ( 0. 1, 0. 01, 0. 001μg /mL)的墓头回水提物混

合并接种于 35 mm培养皿中 ,置 37℃、饱和湿度和

5% CO2培养箱中培养 14 d,视基质细胞层形成时终

止培养。然后用 0. 25%的胰蛋白酶消化基质层细

胞 ,直接计基质细胞数。

1. 4　墓头回基质细胞上清液 ( M TH-Placenta

Stroma cell super natant , M T H-PSCS)的制备: 按

1. 3方法将培养体系加入 35 mL的组织培养瓶中 ,

置 37℃、饱和湿度和 5% CO2培养箱中培养 14 d,

收集基质细胞上清液 , - 20℃冰箱保存待用。

1. 5　粒系集落刺激因子生物活性检测: 将 2× 105 /

m L单个核细胞、 20%的新生小牛血清、 40 ng /mL

GM-CSF( Schering-Plough)、 1640培养液、终浓度

为 0. 3%琼脂和不同浓度 MT H-PSCS混匀后接种

于 35 mm培养皿中 ,置 37℃、饱和湿度和 5% CO2

培养箱中培养 7 d,倒置光显微镜下计≥ 50个粒单

祖细胞组成的集落数。

1. 6　统计学处理:采用 t检验 ,数据以 x± s表示。

2　结果

2. 1　墓头回水提物对人脐血基质细胞层形成的影

响:见表 1。

结果可知 ,墓头回水提物对人脐血基质细胞具

有促进生成的作用 ,其峰值为 0. 01μg /mL,该细胞

数与对照组比较 ,具有显著性差异 ( P < 0. 05)。
表 1　墓头回水提物对脐血基质层细胞层形成的影响

药物质量浓度 (μg /m L) 基质细胞数 (× 104 )

对照 7. 28± 0. 80

　　　　　　 0. 1 　　　　 6. 70± 0. 69

0. 01 13. 80± 0. 39*

0. 001 9. 20± 0. 68*

　　与对照组比较: * P < 0. 05

2. 2　 M TH-PSCS对粒单祖细胞生成作用的影响:

见表 2。
表 2　MTH-PSCS对脐血粒系祖细胞集落的影响

M TH-PSCS 集落数

对照 13. 67± 5. 51

5% 151. 67± 7. 57*

10% 278. 00± 7. 00*

20% 179. 33± 3. 06*

30% 74. 00± 5. 29*

　　与对照组比较: * P < 0. 01

结果提示 ,脐血基质细胞具有分泌 GM-CSF的

作用 ,对照组为 13. 67± 5. 51,而在 10%的实验组

GM-CSF高达 278. 00± 7. 00,与对照组相比具有显

著性差异 ( P < 0. 01)。

3　讨论

墓头回抗肿瘤的研究已有 20多年历史。为了进

一步研究其药理作用 ,我们应用墓头回与人脐带血

共同培养 ,观察到了在剂量较低时墓头回可诱导基

质细胞的形成 ,当剂量加至 0. 01μg /mL时 ,基质细

胞形成达高峰。 实验中我们还发现当墓头回剂量大

于 0. 1μg /mL,其基质细胞形成减少 ,提示墓头回对

脐血基质细胞形成有剂量依赖关系。同时我们还观

察到在 7～ 10 d时基质层细胞呈椭圆形 , 15～ 17 d

时则各种细胞交织成片 ,形成了基质细胞层 ,其中大

部分细胞为巨噬样细胞 ,为造血实质细胞提供了造

血诱导微环境。文献报道 ,基质细胞可产生 M-CSF、

GM-CSF、 G-CSF、 IL-1、 IL-4、 IL-6、 IL-7、 IL-11、

SCF、血小板衍生生长因子和 bFGF等各种细胞因

子 ,它们对于维持造血具有重要作用 [6, 7 ]。 为此我们

检测了基质层细胞上清对粒系祖细胞刺激生成的作

用 ,研究结果表明 ,脐血基质细胞确有分泌 GM-

CSF的作用 ,对照组 GM-CFU为 13. 67± 5. 51,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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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0%的实验组 GM-CFU高达 278. 00± 7. 00,与

对照组比较具有显著性差异 ( P < 0. 01)。

墓头回与其他许多中草药一样 ,具有“双向”调

节作用 ,当剂量大时具有杀伤肿瘤细胞的效果 ;而剂

量小时却能诱导基质细胞的形成 ,通过分泌造血刺

激因子促进造血。

以上结果提示 ,墓头回水提物不仅是一种强烈

的抗癌药物 ,也是一种造血祖细胞促进剂。这对于临

床治疗白血病和血小板减少性紫癜提供了依据 ,同

时也为墓头回治疗再生障碍性贫血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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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速效救心丸是治疗冠心病的常用药物 ,已经应

用多年 ,深受广大冠心病和心绞痛病人的欢迎。我们

在一次偶然的机会发现其有较好的缓解头痛的作

用 ,尤其对那些顽固性头痛效果更佳 ,是其他镇痛药

物所不能比拟的。1997年 6月～ 2000年 6月将其用

于治疗顽固性头痛 47例 ,取得了较好疗效。

1　临床资料

47例中男性 18例 ,女性 29例 ;年龄 22～ 63

岁 ;病程 1～ 21年 ;头痛性质:烧灼样痛 9例 ,搏动性

痛 17例 ,刀割样痛 10例 ,头顶沉重样痛 11例。辩证

分型:痰浊上扰 13例 ,瘀阻脑络 12例 ,气血亏虚 11

例 ,肝肾阴虚 7例 ,肝阳上亢 4例。所有病人治疗前

均作 CT或核磁共振检查 ,排除了脑部肿瘤引起的

头痛。高血压病人则在控制平稳后方可入组治疗。舒

张压大于 13. 3 kPa( 100 mmHg ) ,收缩压大于 20. 0

k Pa ( 150 mm Hg )时 ,同时配合服用降压药。

2　治疗方法

速效救心丸 (天津第六中药制药有限公司出

品 ) ,每日 3次 ,每次服 5粒 ,治疗期间不用任何止痛

药物。 7 d为 1个疗程 ,应用 2个疗程后统计治疗效

果。 治疗期间禁止吸烟和饮酒。

3　疗效标准

参照 1994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颁布的《中医病

症诊断疗效标准——头风》的标准。治愈:头痛消失 ,

各项实验室检查正常 ;好转:头痛减轻 ,发作时间缩

短或周期延长 ,实验室检查有改善 ;未愈:头痛症状

及血压等无变化。

4　结果

观察治疗 47例 ,其中治愈 35例 ,占 74% ;好转

9例 ,占 20% ;无效 3例 ,占 6%。

5　讨论

头痛是临床常见的症状 ,可以由多种疾病引起 ,

也可以是一个独立存在的症状 ,而病因不清 ,现代医

学认为病因与神经血管因素相关。 头痛属于中医的

头风范畴 ,是由于肝阳上亢和痰瘀互结而致清阳不

升 ,或浊邪上犯及清窍失养所致。在临床上辩证治疗

效果并不明显 ,往往还需配合一些镇痛药物。速效救

心丸是临床上用于治疗冠心病及心绞痛的药物 ,其

说明书并无治疗头痛的内容。 但其主要成分是川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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