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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1纬和 3 %烧烫灵水溶液外用对大鼠深 l
“

烫伤及 I”

烧伤模型具有明显促进创面脱痴
,

减少

局部炎症
,

促进上皮修复和增生
,

加速创面愈合
;
明著减少疤痕形成

。

烧烫灵局部外用也可明显

缩短小鼠尾出血时间
;

提高大鼠电刺激闲
;

消除二甲苯所致的大鼠耳肿胀
。

关锐词 烧烫灵 烫伤 烧伤 治疗

烧烫灵为民间复方中药
。

由白芷
、

紫草
、

冰片
、

海峭
、

荡黄
、

藕节炭
、

铁芡菜
、

柏叶炭
、

血余炭
、

白菠
、

早莲草
、

仙鹤草
、

大蓟
、

小蓟
、

茅根
、

茜草
、

明矾组成
。

具有
“
祛风燥湿

、

收敛止血
、

消肿止痛
、

清热解毒之功效
、

民间用于烧烫伤及跌打损伤有较好的疗效
。

本文研

究了烧烫灵对大鼠深 l
。 、

l
。

烧伤模型的治疗作用及镇痛
、

抗炎
、

止血作用
。

1 实验材料

药物
:

烧烫灵
,

复方中药制剂
,

实验用为 1%和 3 %水溶液
。

地塞米松
,

止血敏
,

湖北宜

昌制药厂
。

动物
: S D 大鼠

,

体重 2 8 0一 3 00 9 , 昆明种小鼠
,

体重 2 0一 22 9
。

均由湖 北 医科大学动物

实验中心提供
。

2 方法与结果

2
.

1 对大鼠深 l ’ 烫伤的影响
:
大鼠24 只

,

雌雄各半
,

背部用硫化钡脱毛
。

按文献 (陈玉 林
,

等
.

中华整形外科杂志
, 19 9 3

.

8 ( l )
: 54 ) 改良制作体表面积为 10 %的烫伤模型

。

肉眼观
:

创面皮肤呈半透明痴皮
。

透过痴皮散见粟粒状红色小点
,

然后呈水泡隆起
。

镜下 观
:
表层水

泡明显
,

直达基底层
,

表皮至真皮全层凝固性坏死
,

原有的组织结构消失
。

将动物烫伤后分

为对照组
,

1%和 3%烧烫灵水溶液给药组
。

给药组分别以 1%和 3 %水 溶 液 Zh 一次
,

每 次

8m l缓慢滴于创面包扎纱布
。

3 d后暴露创面
, Zh 一次每次 4m l缓慢浸于创面

,

持续 15 d
。

对

照组给予相应体积的双蒸水
。

各组动物均在给药后第 10
、

16
、

20 天用透明方格纸测定创面愈

合情况
,

以创面愈合率及时间评价药物疗效
。

创面愈合率二愈合面积 /原创面积
。

表 1 结 果

表明
,

给药第 10 天
,

l吓和 3%烧烫灵大鼠的创面愈合率分别为对照组的 2
.

4倍及 3
.

2倍 , 给药

第 15 天为对照组 2
.

2倍及 2
.

4倍 , 给药第 20 天

时
,

两个给药组的愈合率达 95 % ~ 10 0 %
,

对照组愈合仅 66 %
。

给药第 20 天取材
,

光镜

以愈合程度
、

炎症程度
,

疤痕大小分级比较

给药组与对照组病理组织形态的愈合情况
。

病检结果表明
:

对照组愈合程度很差
,

没有

上皮修复
,

炎症和疤痕十分明显
。

1%和 3%

烧烫灵组动物上皮修复 良好
,

愈 合完全
,

几

无炎症和疤痕
。

表 1 烧烫灵对大佩深 I
“

烫伤愈合

面积的影晌 ( 见士 S O n 二 8 )

愈 合 率 ( %少

烫伤后 10 d 15 d 2 0d

照 组
l%烧 烫灵

3%烧烫灵

2
。

7士 0
。

5

6
.

5士 0
.

5申

8
。

7士 2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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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士 2 4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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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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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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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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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2对大鼠 l
”

烧伤 的影响
:

大鼠 2 *

只
,

雌雄各半
,

脱毛法同前
。

按文献 〔王国定
,

等
.

中

西医结合杂志
,

19 9 1
, 1 1 ( 12 )

: 7 2 7 〕 稍加改 良制作体表面积为 8%的 l
“

烧伤模型
。

肉眼观
:

早期皮肤外观苍 白混浊
,

千燥 后呈半透明的褐色焦廊如皮革样
。

镜下观
:
表皮

:

真皮全层及

皮下组织均发生凝固性坏死
,

原有细胞结构及皮肤附件消失
,

形成一片模糊无组 织 结 构 物

质
。

烧伤后动物分对照组
、

l %和 3 %烧烫灵给药组
。

各组动物在烧伤后 勿 m in 开 始给 药
,

1%和 3%烧烫灵 l h l 次
,

每次 6m l缓慢滴布于创面
。

3 d后
,

l h l 次
,

每次 6m l持续 Z o d
。

对

照组给予相应体积的双蒸水
。

各组动物均在给药后第 10
、

15
、

20
、

2 5天用轰明方格纸分别测

定脱痴率和创面愈合率 以观察药物促进痴面脱落和创面愈合情况
。

脱痴率
二
脱痴面积 / 原 创

面积
。

创面愈合率 二 愈合面积 /原创面积
。

表 2可见
,

给药第 10 天时
,

1%烧烫灵组脱痴率为对照组的 2
.

4倍
,

给药第 15
、

20
、

25 天

时脱痴率仍为对照组的 2倍左右
。

1%和 3%烧烫灵 2组的脱痴率无显差著异
。

表 2 烧烫灵对大鼠 , 烧伤痴面脱落面积的影晌 (牙 土 S O n = 了 )

组 别

脱 痴 率 (% )

1 5d 2 0 d

对照组

1% 烧烫 灵

3% 烧烫 灵

烧伤后 10 d

1 3
.

8士 7
. 1

3 7
。

3士 1 2
。

7
.

3 3
。 1士 1 0

。
7
.

3 5
。

6士 5
。
8

7 9
。

8士 1 2
.

5
. *

7 4
。
8士 7

。
7二

4 0
。
6士 3

。

5

9 9
。

1士 2
。
3
. *

9 4
。
3士 7

。

5二

5 7
。

3士 6
。

5

1 0 0
。
0士 0 . *

1 0 0
。

0士 0二

与对照组 比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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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结果
,

给药第 10 天
, 1%烧烫灵组创面愈合率为对照组的 2

.

7倍
,

给药第 1 5
、

天时
,

其愈合率为对 照组 1
.

7倍左右
。

l%和 3%烧烫灵两组的创面愈合率无显著差异

、
2 5

各组

动物均在给药第 25 天取材
,

病检结果表明
,

对照组愈合程度很差
,

无上皮修复
,

炎症和疤痕

形成很明显
。

1% 和 3%烧烫灵组愈合程度良好
,

上皮修复完全
,

炎症和疤痕形成较少
。

表 3 烧哭灵对大暇烧伤创面愈合面积的影晌 ( 了士 S O n 二 7 )

创 面 愈 合 率 (% )

组 别

烧伤后 I O d

对照组

1% 烧烫灵

3% 烧烫灵

1 3
。

8士 7
。

l

3 7
。

3 3
。

3士 12

l 士 1 0

。

7
.

。
7
.

3 7
。

5士 4
。
8

6 4
。
0士 1 1

。
2

.

5 7
。
7士 9

。
8

.

4 9
。

3士 5
。
3

7 9
。

3士 1 1
。
6二

8 0
。 2士 5

。

5二

6 1
。

0 士 3
。

9

9 7
。
6 士 4

。

4 .

9 2
。

7士 1
。 0 .

与对照组比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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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局部镇痛作用 ( 电刺激法 )
:
取雌性大鼠 16 只

,

鼠尾用 75 % 乙醇脱脂
,

JJ C一 Z A生理多

用仪测定鼠尾最小 痛阑
,

以大鼠鸣叫作为痛觉标志
,

采用 自身给药前后对照
。

将 鼠尾浸入 1%

和 3 %烧烫灵液 中 30 m in
,

分别测定给药前
,

给药 曦 30
、

60
、

90 m in 时最小痛阂
,

并 计 算 镇

痛百分率 ( % )
。

拮 * 二。 、 ` 。 / 、 _
给药后最小 痛阂 一 给药前最小痛阑

、 1 八 八

咨声飞 7 f日 目 7 J 二于汤 、 / 。 Z 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万下丁不口二石库 八 i U U

子百 乡勺目U王反 J/ 、 夕用脾期

表 4表明
, ,

%和 3%烧烫灵于给药 30 和 60 m in 时均有不同程度的镇痛作用
。

2
.

4 局部抗炎作用 ( 鼠耳肿胀法 )
:

小 鼠 32 只
,

雌雄兼用
。

将 l %和 3%烧烫灵及地塞 米松

0
.

2 m l每隔 s m i n
,

连续 30 m in 抹在右耳前后两面
,

左耳涂蒸馏水作对照
。

接着将含二甲苯的

《 中草药 》 1 9 9 4年第 25 卷第 11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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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烧员员的局部镇痛作用 (歹士S n=8 )

时
1 %烧烫灵 3 %烧烫灵

(扭i n)最小痛阀 镇痛百分率 (%)最小痛阀 镇痛百分率 (%)

2
,

3 6士 0
。

7 5

3
。
5 0 士 1

。

5 8
.

2
。

9 3 士 1
。
02

.

2 。
7 9士 1

。
0 4

0
。
0

4 8
。

3

2 4
。
8

1 8
.

2

2
。
0 6士 0

。
5 6

3
。
0 0士 1

。
0 7

.

2
。
8 8士 0

。
5 8二

2 。
8 1土 1

。
1 3

0
。
6

4 5
。 6

3 9
。
台

3 6
。
4

óUnlēU6d69

与 O时相比
.
尸 < 0

.

05
’ .
尸 < 0 .

01

棉球涂于小鼠两耳前 后 两 面约 达 15 5
。

15 m i n 后处死小鼠并剪下两耳
,

用直径 s m m

打孔并称重耳片
,

求两耳重量差 ( m g )
。

计

算肿胀抑制百分率 ( % )
,

表 5结果
、
1% 和

3 %烧烫灵皆能明显消除二甲苯所致小鼠 耳

肿胀
。

2
.

5 局部止血作用 ( 小鼠断尾止血法 )
:

小鼠 40 只
,

分别置于固定器中
,

将其尾部暴露

并浸入 1%和 3%烧烫灵中 10 m in
,

以蒸馏水

作阴性对照
,

以 2
.

5 %止血敏 。
.

2 m l/ IO g腹腔

注射作阳性对照
,

于给药后 3 0
、

60
、

g o m in 时

分别在距鼠尾尖
: .

5 、 0
.

5和 o
.

c3 m 处剪断
,

用

滤纸轻 轻擦出血处
,
记录出血时间 ( m in )

。

表 6结果
, 1%和 3 %烧烫灵皆能缩短鼠尾出

血时间
。

3 小结

裹 5 烧灵灵的局郁杭炎作用

(牙
士 S n 二 8 )

分组 两耳重量差 ( m g 抑制肿胀百分率 (% ) 尸

地塞米松

1%烧烫灵

3% 烧烫灵

1
。 1 2士 0

。

9 6

l
。 4 0士 0

。

5 1

1
。

41 士 0
。

8 5

1 0 0
。
0

1 2 5
。 0

1 2 5
。

9

< 0
.

0 1

< 0
。

0 1

表 6 烧烫灵的周部止血作用 ( 灭士 S n = 1 0 )
. . . . . . . . . . . . . . . .

出 血 时 间
分组

出 血 时 间

3 0垃 i皿 6 0m i n 9 0m i n

对照组

2
。
5%止血敏

i%烧烫灵

3%烧烫灵

4
。 0 . 士 0 。 9 1

2
。

4 0士 0
。
9 6二

3
。
3 7士 1

.

5 4

1
。
0 6士 0

。
7 5

5
。
5 7土 1 。 16

3
。
33士 1

。

6 0二

3 。
0 1士 0

。
4 4二

3
。
0 0土 0

。
92

.

5
。
1 7士 1

。

6 4

2
。
8 9土 0

。
7 9二

3
.

5 1土 1
。 0 7二

4
。
6 9士 1

。
72

与对照组比较
.

尸 < 。 。
Ò

. * 尸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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烧烫灵对大鼠深 I 。
烫伤

,

l
。

烧伤模型有明显减轻局部炎症和疤痕形成
,

促进上 皮修复

和增生作用 , 局部外用亦有明显的止血
、

镇痛
、

消炎作用
。

1%和 3%烧烫灵之 间对 上 述 作

用没有明显差异
。

( 19 9 3一 1 1一 15收稿 )

芡实中的新脑昔脂类化合物
赵守勺rl

,

等
.

J N a t P r o d ,

睡莲料的芡实为我国传统中药
,

具有固肾涩精
、

补脾止泄功能
。

其根茎主治病气
、

无名肿毒及白带

等症
。

今从其根茎中分得 1 个N 一 a 经基
一

顺一十八

烯酞神经鞘氨醇的 1一 O 一 p一 毗喃葡糖试及其反式异

构物
。

Z k g干燥的根茎粉碎后用 90 %乙醇提取得20 9 粗 提

物
。

在硅胶柱上用二氯甲烷
、

二氯甲烷一乙醇 ( 9 6
,

劝

和抓仿一甲醇 ( 9 3
:
7 ) 洗脱

。

将极性最强部分在氮

i , 。` , 5 7 ( i )
:

15 5

仿一甲醇中重结晶
,

得脑普脂类物 I
。

此品为无色不定

形粉状物
,

M
o l i s e u反应呈阳性

。

经 f a b m s , e i m s ,

I R , ` H和
` 3 C N M R测定分子量为 7 4 1

,

盐墓 为鞘

氨醇
,

经基上接毗喃葡糖
,

氨基被十八烯酸酸化
。

完

全乙酸化后证明共有 6 个经基
。

十八烯酸的双键位

置尚未确定
。

( 史玉俊摘译 )

.

5 9 4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