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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机制也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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葶苈子黄酮对血小板激活因子的拮抗作用

昊伟，金呜，李金荣，董宁宁

(北京市心肺血管疾病研究所一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北京 100029)

摘 要：目的 研究葶苈子黄酮对血小板激活因子(PAF)诱导的家兔中性粒细胞(PMN)和洗涤家兔血小板

(wRP)的聚集及黏附作用的影响。方法 比浊法观察PAF诱导的PMN(或WRP)聚集；PAF诱导已着色PMN

(或WRP)黏附，比色法测定此PMN(或WRP)破膜后溶液吸光度，表示其黏附活性。结果 葶苈子黄酮可明显

抑制PAF诱导的PMN和WRP聚集及黏附活性的升高(P<O．05)。结论 葶苈子黄酮具有拮抗PAF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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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tagonistic effect of flavone from Lepidium apetalum again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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葶苈子作为常用的止咳平喘药已经使用了上千

年，其主要功效为泻肺、平喘、利水、消肿。血小板激

活因子(platelet activating factor，PAF)是一活性

很强的炎症介质，它由多种细胞合成，并作用于多种

细胞膜的受体。据文献报道[1]，PAF可诱导血小板、

嗜中性粒细胞活化，增进嗜酸性粒细胞的游走活性，

使血管通透性增加，支气管收缩，在迟发型和即发型

哮喘的呼吸道炎症反应等病理生理过程中起了重要

的介导作用。为了探讨葶苈子止咳平喘的作用机制，

本实验观察了葶苈子黄酮影响PAF诱导的家兔中

性粒细胞(PMN)及洗涤的家兔血小板(WRP)聚

集和黏附的作用。

1材料

1．1 动物：新西兰家兔，雄性，体重2．0～3．0 kg，

北京富豪实验动物养殖中心，为一级合格动物，合格

证号：SCXK(京2000—0019)。

1．2药品与试剂：葶苈子黄酮(质量分数为

72．80％)为北京中医药大学中药生药系赵海誉将

北葶苈子(独行菜，Lepidium apetalum Willd．)药

材研碎后，以70％乙醇热回流提取，大孔树脂除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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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后获得，用二甲亚砜(DMSO)配成溶液，

于一18℃保存。PAF、明胶(Sigma公司)．；银杏总

内酯由中国药科大学娄凤昌教授提供，含总内酯

81．4％，其中含银杏内酯A 39．6％，含银杏内酯B

39．9％，含银杏内酯C 2．O％，用DMSO配制成适

宜浓度，于一18℃保存；牛血清白蛋白(上海丽珠

东风生物技术有限公司)；4一(2一羟乙基)一1一哌嗪乙烷

磺酸(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化物理研究所)，其余试剂

均为国产分析纯。

1．3 仪器：Chrono--Log型血小板聚集仪(美中互

利公司)；UV755B分光光度计(上海分析仪器总厂)。

2方法

2．1 家兔PMN制备：参照文献方法[引，省略加细

胞松弛素B步骤，最后用HBSS液调细胞数为合适

的浓度，即为PMN悬液。’’

2．2葶苈子黄酮抑制PAF诱导家兔PMN聚集实

验：参照文献方法口]，PAF浓度为9．6×10_7 mol／

L，PMN计数为8．7×108／L。

2．3葶苈子黄酮抑制PAF诱导家兔PMN黏附实

验：参照文献方法口]，其中PBS一无水乙醇改为50％

无水乙醇水溶液，37℃破膜30 rain改为室温放置

30 rain；PAF浓度为3．8×10～mol／L，PMN计数

为3．4×108／L。

2．4 家兔WRP制备：参照金鸣方法[3]，最后用

TTBSA液调血小板为合适的浓度，即为WRP

悬液。

2．5 葶苈子黄酮抑制PAF诱导家兔WRP聚集实

验：参照2．2方法，用WRP代替PMN，PAF浓度

为9．6×10-10 mol／L，WRP计数为7．8×1010／L。

2．6葶苈子黄酮抑制PAF诱导家兔WRP聚集实

验：参照2．3方法，用WRP代替PMN，PAF浓度

为3．8×10～mol／L，WRP计数为2．3×1010／L。

2．7统计学方法：数据结果以z±S表示，采用方差

分析Q检验，使用统计软件SPSS 8．0进行统计学

处理。

3 结果

3．1 葶苈子黄酮抑制PAF诱导的PMN聚集作

用：表1数据表明，葶苈子黄酮对PAF诱导的

PMN聚集有抑制作用，并且这种作用随药物质量

浓度升高有增强的趋势。，

3．2 葶苈子黄酮抑制PAF诱导家兔PMN黏附作

用：表2结果显示，葶苈子黄酮对PAF诱导的

PMN黏附具有抑制作用，并且这种作用随药物质

量浓度升高有增强的趋势。

表l葶苈子黄酮抑制PAF诱导的PMN聚集作用

(；±s，n=3)

Table l Antagonistic effect of flavone。from L．apetalum

against PMN aggregation induced by PAF

(；士s，n一3)

组别0／(g·L“)PMN聚集率／％PMN聚集抑制率／％

与PAF+DMSO组比较：‘。P<0．01 ⋯P<0．001
’’P<0．01⋯P<o．001 u5 PAF+DMSO group

表2葶苈子黄酮抑制PAF诱导的PMN黏附作用

(i士s，n=3)

Table 2 Antagonistic effect of flavone from L．apetalum

against PMN adhesion induced by PAF

(；士s，n一3)

组别0／(g·i．-1) AsTo nm #PMN黏附抑制率／％

与DMSO组比较：AZ、Ap<0．001

与PAF+DMSO组比较：⋯P<O．001
AAAP<0．001 vs DMSO group

⋯P<0．001"s PAF+DMSO group

3．3 葶苈子黄酮抑制PAF诱导家兔WRP聚集的

作用：表3数据表明，葶苈子黄酮对PAF诱导的

WRP聚集有抑制作用，并且这种作用随药物质量

浓度升高有增强趋势。

表3葶苈子黄酮抑制PAF诱导的WRP聚集的作用

、(xis，n=3)

Table 3 Antagonistic effect of flavone from L．apetalum

against WRP aggregation induced by PAF

(j土S，甩一3)

与PAF+DMSO组比较；+P<0．05一P<0．01

。P<0．05。。P<0．01 vs PAF+DMSO group

3．4 葶苈子黄酮抑制PAF诱导家兔WRP黏附的

作用：表4结果显示，葶苈子黄酮对PAF诱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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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RP黏附具抑制作用，并且这种作用随药物质量

浓度升高有增强的趋势。

表4葶苈子黄酮抑制PAF诱导的WRP黏附的作用

(；士s，n一3)

Table 4 Antagonistic effect of flavone from L．apetalum

against WRP adhesion induced by PAF

’(工士S，n=3)

组别p／(g·L-I) Aszo。。 WRP黏附抑制率／％

与DMSO组比较：△△6P<o．001

与PAF+DMSO组比较：一P<O．01 ⋯P<O．001
△△△P<O．001口s DMSO group

。。P<O。Ol⋯P<O．001'us PAF+DMSO group

4讨论

气道活检和支气管肺泡灌洗液检查发现哮喘病

人气道黏膜和分泌液中有大量的嗜酸性粒细胞、中

性粒细胞、血小板等炎性细胞渗出。经研究发现气道

炎症即是引起气道高反应性从而导致气道平滑肌敏

感和痉挛的主要原因，也可直接导致气道通气障

碍[4]。故气道炎症与哮喘存在着密切关系。Court[5]

报道支气管哮喘患者支气管肺泡灌洗液中PAF明

显高于正常对照组及其他肺病组。PAF是支气管哮

喘中重要的炎性介质之一，它可通过增高气道反应

性、使支气管痉挛、形成气道黏液栓、加剧气道炎症

反应[61等多种途径引发哮喘。

葶苈子为十字花科植物独行菜Lepidium

apetalum Willd(北葶苈)和’播娘蒿Descurainia

sophia(L．)Webb ex Prantl(南葶苈)的成熟种

子，味苦辛、性寒。常以煎剂单剂或加味用于肺气壅

塞，痰饮喘咳，水肿胀满等症状，临床上用于治疗慢

性肺源性心脏病合并心力衰竭和急慢性支气管炎、

肺部感染、哮喘等呼吸系统疾病[7]。本研究发现，葶

苈子黄酮具有抑制PAF诱导的家兔PMN和WRP

聚集、黏附作用，提示葶苈子黄酮的抗PAF作用可

能是葶苈子止咳平喘的作用机制之一。

PAF的生物学效应是通过特异性膜受体转导

的，在血小板、中性粒细胞、内皮细胞、巨噬细胞等细

胞膜上均有PAF受体存在。PAF的作用可被PAF

受体拮抗剂所抑制。本室研究发现，羟基红花黄色素

A具有抗PAF诱导的家兔PMN和WRP聚集作

用，并具有抑制PAF受体结合作用‘引，为一种新型

的PAF受体拮抗剂。葶苈子黄酮与羟基红花黄色

素A均具有黄酮类结构，说明PAF受体拮抗作用

可能是其抗PAF诱导的家兔PMN和WRP聚集、

黏附作用的机制，此推测还有待于用受体结合实验

研究进一步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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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草药》杂志被评为“第四届中国百种杰出学术期刊”

2005年12月，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公布了“第四届中国百种杰出学术期刊”名单，《中草药》杂志获

此殊荣——“第四届中国百种杰出学术期刊”。这个名单是按照期刊指标评价体系对重要指标(影响因子、总

被引频次、他引总引比、基金论文比和即年指标)进行打分的结果，并在近几年来召开了20余场专家研讨会，

对评价指标不断进行推敲和改进而评出的。

摘引自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2004年度中国科技论文统计与分析年度研究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