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表 3　甘草酸铋钾对大鼠幽门结扎性胃溃疡的影响

组别
剂　量

( mg /kg )

动物数

(只 )
溃疡指数

胃液量

( mL)

胃液酸度

(m mol /L)

胃蛋白酶活性

( mg /m L· h )

生理盐水 - 12 　　 5. 8± 1. 3 　　 12. 1± 2. 1 　　 93. 3± 6. 1 　　 23. 2± 6. 8

甘草酸铋钾 70 12 3. 1± 1. 9* * 10. 2± 1. 2* 79. 9± 5. 8* * 16. 0± 7. 6*

350 12 2. 8± 1. 5* * 9. 7± 2. 0* 75. 6± 4. 2* * # 14. 6± 5. 2* *

700 12 2. 0± 1. 2* * # 8. 9± 1. 9* * # 71. 2± 2. 3* * # # 12. 3± 4. 9* * #

枸橼酸铋钾 500 12 3. 2± 1. 2* * 10. 5± 1. 4* 80. 7± 5. 5* * 17. 3± 6. 0*

　　　　与生理盐水组比较: * P < 0. 05　* * P < 0. 01;　与枸橼酸铋钾组比较: # P < 0. 05　# # P < 0. 01

　　由于甘草酸本身具有抗炎作用 [ 1, 2] ,而甘草酸的

水解产物为甘草次酸 [7 ]。研究表明 ,甘草次酸具有抗

炎、抗溃疡、抗过敏等作用
[8, 9 ]
。甘草酸铋钾的抗溃疡

作用机制可能是 ,一方面甘草酸铋钾与枸橼酸铋钾

一样 ,是一种水溶性的大分子化合物 ,进入胃后 ,在

胃酸的作用下 ,在胃粘膜上形成了一层不溶性的保

护膜 ,使溃疡面不受胃酸和胃蛋白酶的侵蚀 ;另一方

面 ,它能减少胃液量、降低胃酸酸度和胃蛋白酶活

性。此外 ,其溶解后产生的甘草酸、甘草次酸所具有

的抗炎作用 ,增强了其对溃疡面的保护作用 ;而它们

的抗溃疡作用又增强了其药效。因此 ,该产品具有较

强的抗溃疡作用 ,且其作用强度大于枸橼酸铋钾。但

其抗溃疡作用的其他机制尚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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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　观察夏枯草合剂对 3种肝损伤模型小鼠的保肝作用 ;方法　小鼠用 CCl4、D-氨基半乳糖+ 脂多糖
( D-GalN+ LPS)、卡介苗+ 脂多糖 ( BCG+ LPS) 3个肝损伤模型 ,以血清谷丙转氨酶 ( AL T)为指标 ,分析夏枯草合

剂的保肝效应:结果　夏枯草合剂有对抗 CCl4肝损伤 ,对 BCG+ LPS所致的肝损伤有明显保护的作用 ,可显著对

抗 D-GalN+ LPS造成的肝损伤。结论　夏枯草合剂对化学性和免疫性肝损伤有明显的保护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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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枯草合剂是由古方加减而来 ,为治湿热黄疸

方。由夏枯草、黄芩、茵陈蒿、甘草等组成 ,目前保肝

作用的中药虽然不少 ,但是得到现代药理学验证的

不多 ,尤其是复方 ,本文应用不同致病机制的药理模

型 ,研究了夏枯草合剂对化学性及免疫性肝损伤小

鼠模型的影响 ,观察其保肝作用 ,为临床用药提供药

理学依据。

1　实验材料

1. 1　动物:昆明种 ICR小鼠 ,购自南京中医药大学

动物房 ,苏动 (质 ) 95038号。

1. 2　药物制备:称取夏枯草、黄芩、茵陈蒿、甘草等

中药饮片 ,加水煎煮 ,每次 1 h,两次煎液合并 ,浓缩

至 1 g /mL,即得。

1. 3　试剂: 四氯化碳 ( CCl4 ) ,南京化学试剂厂 ,

960001; 联苯双酯滴丸 ( biphenyldimethyl dicar-

boxylate, BDD) ,广州星群 (药业 )股份有限公司生

产 , 970109;脂多糖 ( lipoply saccharide, LPS) , SIG-

M A公司产品 ; D-氨基半乳糖 (D-galactosmine, D-

GalN ) ,重庆医学院 , 881030,卡介苗 ( BCG) ,上海生

物制品研究所 , 970501;谷丙转氨酶测定试剂盒 ,购

自南京建成生物工程研究所。

2　方法和结果

2. 1　夏枯草合剂对 CCl4诱发的小鼠肝损伤的影

响
[1 ]
:昆明种小鼠 , 50只 , ,体重 ( 20. 5± 1. 3) g,随

机分为 5组: 正常组、 CCl4模型组、联苯双酯组、夏

枯草合剂 4. 7, 9. 4 g /kg组。各给药组按表 1所示剂

量 ig给药 ,正常和模型组给等容积的生理盐水 ,每

天 1次 ,共 3 d。 末次给药 1. 5 h后 ,正常组 ip 10

m L /kg 橄榄油 ,其余各组均 ip 10 mL /kg 0. 15%

CCl4橄榄油溶液 , 15 h后 ,小鼠眼眶取血 ,分离血

清 ,测定血清谷丙转氨酶 ( ALT) ,结果见表 1。 夏枯

草合剂对 CCl4诱发的小鼠血清 ALT升高有明显的

降低作用。
表 1　夏枯草合剂对 CCl4肝损伤的影响 (x± s )

组　别
剂　量

( g /k g· d)

动物数

(只 )

ALT活性

( U)

生理盐水 　　 - 10 　　　 23. 71± 11. 38

CCl4 　　 - 10 229. 92± 9. 93* *

联苯双酯 　　 0. 15 10 99. 32± 66. 00* # #

夏枯草合剂 4. 7 10 199. 60± 60. 28* *

9. 4 10 98. 05± 56. 45* # #

　　与生理盐水组比较: * P < 0. 05　* * P < 0. 01

与 CCl4组比较:
# # P < 0. 01

2. 2　夏枯草合剂对 D-GalN+ LPS诱导的小鼠肝

损伤的影响 [ 1]: ICR小鼠 50只 , , ( 21. 2± 1. 4) g ,

随机分为 5组: 正常组、D-GalN+ LPS模型组 ,联苯

双酯组、夏枯草合剂 4. 7, 9. 4 g /kg组 ,给药组 ip给

药 ,正常组给等量生理盐水 ,每天 1次 ,共 3 d,末次

给药 1. 5 h后 ,正常组 ip 10 mL /kg生理盐水 ,其余

各组 ipD-Ga lN 450 mg /kg和 LPS 100μg /kg , 15 h

后 ,小鼠眼眶取血 ,分离血清 ,测定血清 ALT活性 ,

结果见表 2。 D-GalN+ LPS模型组小鼠血清 ALT

活性明显高于正常组 ,夏枯草合剂对 D-GalN+ LPS

诱导的血清 ALT升高有显著的降低作用。
表 2　夏枯草合剂对 D-GalN+ LPS肝损伤的影响 (x± s )

组　别
剂　量

( g /kg· d)

动物数

(只 )

ALT活性

( U)

生理盐水 　　 - 　 10 　　　　 17. 99± 6. 01

D-GalN+ LPS　　 - 6 216. 89± 79. 10* *

联苯双酯 　　 0. 15 6 52. 78± 39. 37# #

夏枯草合剂 9. 4 9 81. 24± 56. 30* # #

4. 7 8 154. 39± 61. 72* *

　　与生理盐水组比较: * P < 0. 05　* * P < 0. 01

与 D-GalN+ L PS组比较: # # P < 0. 01

2. 3　夏枯草合剂对 BCG+ LPS引起小鼠免疫性肝

损伤的影响 [2, 3 ]: 昆明种小鼠 , , 70只 , ( 20. 2±

1. 9) g ,同上分组 ,除正常组每鼠尾 iv生理盐水 0. 2

mL外 ,每鼠尾 iv 0. 2 mL BCG(含 5× 10
7
个活

菌 ) ,次日起 ig给药 ,正常组给等容积生理盐水 ,每

天 1次 ,第 10天每鼠 iv LPS 10μg , 10 h后 ,小鼠眼

眶取血 ,分离血清 ,测血清 ALT,结果见表 3。 夏枯

草合剂各剂量组对 BCG+ LPS引起的小鼠血清

ALT的升高均有明显的降低作用。
表 3　夏枯草合剂对 BCG+ LPS肝损伤的影响 (x± s )

组　别　　
剂　量

g / (k g· d)

ALT活性

( U)

生理盐水 　　　 - 　　 27. 52± 12. 86

BCG+ LPS 　　　 - 147. 31± 33. 25* *

联苯双酯 　　　 0. 15 53. 03± 31. 72# #

夏枯草合剂 4. 7 62. 41± 41. 79# #

9. 4 48. 32± 16. 10# #

　　与生理盐水组比较: * * P < 0. 01

与 BCG+ L PS组比较: P < 0. 01

3　讨论

夏枯草合剂由夏枯草、黄芩、茵陈蒿、甘草等组

成 ,夏枯草清热泻火 ,黄芩清热燥湿 ,泻中焦实火 ,茵

陈蒿清利湿热 ,共奏清肝利湿的功效 ,甘草调和诸

药 ,以免苦寒过重。

本研究应用 3个现代药理学模型 ,观察了夏枯

草合剂的作用。 CCl4 ,D-GalN+ LPS引起的肝损伤

是常用的肝损伤模型 ,实验周期短 ,适于筛选保肝药

物。采用 BCG或短小棒状杆菌 ( C P)与 LPS联合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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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小鼠产生免疫性肝损伤
[ 4～ 7]

,表现与人类病毒性

肝炎的病变更为相似。 血清 ALT目前仍是反映肝

受损的敏感指标。故选用以上 3个肝损伤模型 ,对夏

枯草合剂的保肝效应进行考察。 结果显示夏枯草合

剂对 CCl4所致小鼠血清 AL T增高有明显的降低作

用 ;在 D-GalN+ LPS所致小鼠肝损伤中 ,夏枯草合

剂明显降低肝损伤小鼠血清 ALT水平 ;对 BCG+

LPS引起的小鼠血清 ALT水平升高都有显著降低

作用。 结果表明夏枯草合剂对 3种肝损伤均有显著

的保护作用 ,为其应用于临床提供了药理学依据。
参考文献:

[ 1 ]　 Liu J, Liu Y P. Protective ef fect of olean olic acid agains t

ch emical-induced acu te necro tic liver inju ry in mice [ J] . Acta

Pharmacologica Sinica, 1995, 16( 2): 97-102.

[ 2 ]　 Wang G S, Liu G T. Role of tumo r n ecrosi s factor and ni t ric

oxide in th e p ro tection of N -m ethyl-N -( 3, 4-methylenedioxy-

benzoyl) m ethyl-acetanmide agains t immunological li ver in jury

in mice [ J] . Chines e Journal of Pharmacology and Toxicology,

1997, 11( 3): 175-179.

[3 ]　 Sh and s JW , Senterf it t V C. Endo toxin-induced h epatic dam-

ag e in BCG-infected mice. [ J] . Am J Path ol, 1972, 67: 23-40.

[ 4]　 Nagai H, Yakue L. Yamad ea H, et al . Liver injury model in

mice for immunopharmacological s tudy [ J] . Japan J Pharma,

1988, 46: 247-254.

[5 ]　 Ferluga J, Laplan A, Al lis on A C. Pro tection of mice against

endotoxin-induced liver damag e by anti-inf lammato ry drugs

[ J ]. Agents Action, 1979, 9: 566-574.

[ 6 ]　 Nagai H, Yakuo L, Yamad a H, et al . Liver inju ry model in

mice for immunological s tud y [ J] . Japan J Ph arma, 1988, 46:

247-254.

[ 7 ]　王根生 ,刘耕陶 .枯否氏细胞与肝细胞损伤 [ J] . 中国药理学

通报 , 1994, 10( 5): 330-334.

药流宫血安治疗药流后子宫出血的实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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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　观察药流宫血安对药流后子宫出血的影响。 方法　测定药物对正常及药流小鼠的出、凝血时间 ,抗

炎、镇痛作用及对大鼠离体子宫收缩的影响。结果　药流宫血安可缩短小鼠出血时间 ,减少药流后小鼠的阴道出血

量 ,并使大鼠离体子宫收缩幅度增加 ,同时具有消炎、镇痛作用。 结论　药流宫血安对药流后子宫出血有明显的治

疗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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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药流宫血安由花蕊石、三七、益母草、菟丝子等

中药制成 ,具有化瘀止血、固肾调经等功效 ,临床用

于治疗月经过多及药物流产后子宫出血过多等症。

我们研究了药流宫血安的止血、镇痛、抗炎等作用 ,

为该药的临床研究提供依据。

1　实验材料

1. 1　供试药物 ;药流宫血安 ,飞鹰公司研制的治疗

药流后子宫出血的新药 ,批号: 990413。云南白药 ,消

炎痛 ,己烯雌酚注射液 ,米非司酮 ,益母草浸膏 ,缩宫

素注射液 ,子宫肌蓄养液 ( NaCl 9 g、 KCl 0. 4 g、

CaCl2 0. 06 g、葡萄糖 0. 5 g、 NaHCO3 0. 5 g ,全量

100 mL)。

1. 2　实验动物:昆明种小鼠 ,体重 ( 22± 2) g , Wis-

ta r大鼠 ,体重 ( 220± 20) g ,均购自北京医学科学院

实验动物繁育场 ,合格证号: 医动字第 01-3001号

(二级动物 )。

2　实验方法与结果

2. 1　药流宫血安颗粒剂止血作用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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