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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宝全

戈儒乾

蚊
,

嵘的叮咬
,

可立即引起红肿
,

奇痒难忍
。

常因搔痒
,

使皮肤抓破
,

引 起 感染
,

重者溃疡糜

烂
,

甚至引起淋巴管炎和发烧
’

。

我们在民间单
,

验

方抗硫芥早期皮肤损 伤用 药 筛选中
,

发现苦参
,

蛇床子等组方具有抗炎消肿作用
,

业进行了有效药

物的评选及复方药理学的研究
,

研制的蛇参止痒剂
,

经临床使用
,

具有明显的清凉止痒
、

抗炎消肿
、

抗感

染等作用
。

1 材科与方法

原料
:

苦参 60 9 蛇床子 50 9 百部 3 0 9 花椒

30 9 水杨酸 30 9 冰片 19 75 纬乙醇适量

制法
:

取粉碎的苦参
,

蛇床子
,

百部
,

花椒等

按照配荆制法项下的浸渍法
,

加乙醇 ( 76 % ) 900 m l

置于有盖容器内
,

常温下时时搅拌
,

浸渍 1个月
,

倾

取上层液
,

用 4层纱布滤出
:

残渣用力压榨
,

使残液

完全压出
,

与滤液合并
,

静置 24 h
,

滤出
。

其滤液中

加人水杨酸
,

冰片
,

再加适量的60 %乙醇
,

搅匀
,

使滤液成 10 0 o m l ,

封装
。

2 质量检查

外观
:

本品为红棕色透明液体
,

气味芳香
, 口

偿辛辣感
。

稳定性
:

本 品 经 2年观察
,

制剂仅有少量沉淀

无结晶 析出
,

无变色
,

变味
,

霉败等现象
。

3 储 存药品的休外抑菌试验

对存放 1年 ( 批号 9 1 1 0 2 5 )
,

2年 ( 9 0 0弓3 0 ) 的

蛇参止痒剂与新配制的成品抽祥检查
,

进行了体外

抑菌实 验
。

结果表明
,

长期保存的样品抑菌能力与

新制品相同
,

见表 lo

4 实验研究

4
.

1 动物实验
:

将脱毛的小鼠腹部皮肤以 l
.

3c m
’

的

棉纸片上滴加 0
.

3m g硫芥进行染毒 l m in
,

随 后 以

s m i n , 3
、
9

、

1 2 h涂上蛇参止痒剂
,

于染 毒 后 Zd h取

皮称重
,

了解抗炎效果
。

见表 2
,

蛇参止痒剂具有抗

硫芥作用
,

而且消炎消肿效果较好 ( 尸 < 。
.

01 )
。

4
.

2 人体试验治疗观察
: 6人次在两上肢外侧方各 4

凌e m ,

的面积上涂 o
.

o o s m g / e m
,

( 红斑 用 量 ) 的

裹 1 蛇今擦荆保存时间与抑菌效果的关系

保存时间

( 批号 )

绿脓杆菌 金黄色葡萄球菌

1 : 4 1* 8 1 : 1 6 1 * 3 2 1 : 4 1 * 8 1 : 1 6 1 : 3 2

1年 ( 9 1 1 0 2 5) 一 一 一 一
2年 ( 9 0 5 5 3 8 ) 一 一 一 一

新制品 一 一 一 一
( 9 3 1 10 3 )

衰 2 蛇参擦荆抗小鼠皮肤硫芥摄伤效果

组别
用药剂
量 ( m g

/ c m
生 )

给药时间
s m n 3 h g h 1 2 h

抗炎效果
*

(皮重 m g / 。 m .
)

蛇参擦剂 。
。
1 十 幸 十 十 魂2

。 o , ( 3 6只 )

对照组二 O
。
1 79

。
4 7 ( 3 6只 )

正常小鼠皮重为 22
.

8 ( 4 6只 ) 土 3
.

4m g c/ m :

对照组动物为 75 %酒精外擦

硫芥
,

l m in 后用棉球等擦拭剂剩余硫芥
、

待发生红

斑后
,

一侧创面涂上蛇参止痒荆
,

另一例创面用 75 肠

酒精外擦
,

进行对比治疗
。

结果见表 3
,

蛇参止痒剂

对小面积硫芥红斑早期损伤具有较 好 的治疗效果

( 尸 < 0
.

0 1 )
。

其创面治疗比用75 %酒精治疗提前

l
.

36 d ,

该擦剂特点有清凉止痒
,

抗炎消肿
,

缩短

病程等作用
。

表 3 蛇参擦荆治疗硫芥皮肤损伤效果

序号 蛇参擦剂疗效 ( d ) 75 %酒精疗效 ( d )

1 2
。

5 4
。

7

ób,乙00丹
.

…
通
ù哎d孟
二
孟

平均疗效时间 2
。

9 2

临床试用

病例选择
:

本组病例均使嵘虫咬伤皮炎患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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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细胞的分化和繁殖
。

T细胞是执行细胞免痊功能
,

其
`
卜T

c
亚群可直接杀伤肿瘤细胞 ; T H

亚群

功能增强
,

可使 I L 一 2分泌增加
,

而 I L 一 2能保持 T 细 胞 存活与增殖
,

促进 T细胞产 生 淋巴因子
,

增加诱导杀伤性 T 书袍
、

N K 夕邵胞
、

L A K 细胞 的活性
,

这些细胞对肿瘤细胞都具有杀伤作用〔 5 〕
。

5一 F u 虽然对小 鼠5 1 8 0实沐瘤有抑制作用
,

但小鼠体重减轻
,

胸腺明显缩小 (尸 < 0
.

0 1)
,

说明

对小鼠的增长和免疫器宫有抑制作用
,

这不利于小鼠发挥其抚病能力
,

恢复健康
。
s T 。 。与 5一 F u

合并使用可拮抗 5一 F u 对免疫器官的抑制作用
。

S T 。 。

具有抗菌和抗病毒作用
,

可明显降低鼠伤

寒杆菌感染后小 鼠的死亡率
,

这种抗菌作用也与增强小鼠免疫功能有关
。

在体外培养的 F L 细

胞中
,

在营养液中加入 S T 。。后可
,

保护 F L 细胞抵抗
a d v 3 、 a d y , 、

vs v 和 C B `
的感染

,

特别是

对 vs
v 和 C B

`

感染的保护作用更佳
、

许多人研究证明多种中药可促进干扰素等细胞因子的产生
〕 ,

S T 。 。

抗病毒作用 沉理是阻止病毒复制的某环节还是促进细胞产生干扰素
,

有待进一步研

究
。

目前病毒性疾病尚缺乏有效 的治疗药物
。

本研究结果初步为 s T
。 。

临床应用提供一条线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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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机按就诊先后分治疗组和对照组
。

治疗 组 97 例
,

其中男63 例
,

女 34 例
,

年龄最大 61 岁
,

最小 2岁半
,

病程 1~ 7 d ,

皮损主要在暴露部位
,

其中57 例合并有

继发性感染
。

对照组 35 例
,

其中男 21 例
,

女 14 例
,

年

龄`
.

0一 5 7岁
,

病程 i 一 7 d ,

继发性慈染 15例
。

5
.

2 治疗方法
:

治疗组用蛇参止痒剂
,
3 ~ 6次 / d 讣

擦
:

对照组用 3 0%酒精
, 3 一 6次 / d外擦

,

观察 2 周
。

疗效评定标淮
:

参照江苏省卫生厅编著
“
疾病

临床诊断和疗效标准
” 。

治愈
:

全部消退
,

不痒
,

可有暂时性色素沉着
。

5
.

3 治疗效果
:

治疗组97 例全部治愈
。

治愈 时 间

平均 3
.

dd
。

感染带脓患者治愈较慢
。

治愈 病 例 中

对 84 例 1个月后随访
,

未见复发
。

对照组 35 例
,

经

30 写酒精治疗 1周
,

止痒只有一过性作用
,

病情未

能控制
,

仅 1 例搔痒减轻
。

两组疗效经统计 学 处

理
,

差异非常显著 ( P < 0
.

0 1 )
。

6 讨论

蛇参止痒剂内含苦参
,

蛇床子
,

百部
,

花椒等

中草药
,

具有清热解毒
,

凉血祛风
,

止痛消肿
,

燥

湿等作用
。

对虫咬皮炎有消炎止痒
,

收敛
,

减少渗

出
,

防止感染
,

促进创面愈合等作用
。

通过临床观

察
,

治疗组明显优于对照组
,

能缩短病程
,

有的病

人用药 3~ s m i n 即可见效
。

具有明显的消炎止痒作

用
,

对合并化脓性感染也有效果
。

此方剂不仅对虫

咬伤皮炎有效
,

同时对 I 一 I
。

烧伤有效果
,

对足

癣亦有一定的作用
,

且无明显副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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