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药具有抗凝抑瘤及抗转移作用
。

赤芍8 1 0可

抑制 T X A
Z

生成过程中所需的环加氧酶
,

使

T X A
:

的生成减少
。

阿魏酸钠 (当归川芍共有

的有效成分之一 )是一种选择性 T X A
:

合成

酶抑制剂
,

使 T X A
Z一 P G I : 水平不利于瘤细胞

形成瘤栓
。

根据中医气血理论
,

我们考虑用理

气药观察其对血凝机制的影响
。

实验 中发现
,

小鼠荷瘤后
,

血小板聚集性增高
,

调整血小板

功 能的 T X A
:

与 P G I : 相 应 发生 改变
,

T / P

比值变大
,

提示肿瘤的生长能激活凝血机制
。

我们用理气药治疗
,

观察其对血凝机制 的影

响
,

结果发现理气药有抑制血小板聚集性增

高的效应
,

并能降低 T X A
: ,

升高 P G I Z
,

使 T /

P 比值趋于正常
。

由于我们在实验中发现理

气药有一定的抑制小鼠 L e w i S 肺癌局部肺转

移作用
,

这种作用可能与其抗凝血机制有关
。

总之
,

理气药与抗凝血机制有密切关系
,

通过理气可 以调整肿瘤所致的气血紊乱状

态
。

实验证 明理气能通过降低血小板聚集
,

调

节 T X A
Z
一 P G I Z 的平衡

,

以改善荷瘤机体 的

高凝状态
,

从而影响肿瘤的发展
,

转移
,

以达

到理气抗肿瘤之效
。

此外
,

亦证实了祖国医学
“

气行则血行
”

理论
,

为临床配伍理气药以促

进活血提供了实验依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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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葛冲剂对麻醉开胸犬血流动力学的作用

白求恩医科大学药理教研室 (长春 1 3 0 0 2 1)

白求恩医科大学第一临床学院高干病房

稚大贫
奋

吕忠智 于晓凤

王 黎

摘 要 麻醉开胸犬经 1 2 指 肠给予莱葛冲剂 5
.

5
、

1 7 9 / k g
,
3 0一 4 5m i n 后可 见 s B P

、

D B P
、

M A P
,

H R
,

L V S P
,

+ d p / d t m a x ,

和 T P V R 明 显降低
,

约持续 9 0 一 1 5 o m i n
,

而 一 d p / d t m a x ,
I
J

V E D P
,
C O

,

CI
,

S v
,

SI 无明显改变
。
4

.

25 9 / k g 对上述诸指标均无明显影响
。

提示莱葛冲剂对麻醉开胸犬具有明

显降压作用
,

主要与其减慢心率
,

减弱心肌缩力及降低血管阻力有关
。

关键词 莱葛冲剂 麻醉开胸犬 血流动力学 降 压作用

A d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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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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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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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葛冲剂系由莱蔽子
、

葛根及山檀等中

药组成的复方制剂
,

主治痰湿阻逆伴血疲证

型 高 血 压
。

我 们曾对 自发 性高 血 压 大 鼠

( S H R )进行急性降压试验和实验治疗
,

试验

结果表明
,

莱葛冲剂对 S H R 有明显的降压作

用
。

为深入探讨其降压作用及其机理
,

本文观

察了莱葛冲剂对麻醉开胸犬血流动力学的作

用
。

1 材料与方法

1
.

1 药物
:

莱 葛冲剂 ( L G C )J 由长春中医学

院制剂室供给
,

批号 9 3 0 7 2 9
。

分为 4
·

2 5
、

8
·

5
、

1 7 9 / k g 3 个剂量组
.

以蒸馏水配制成适 当浓

度使用
。

.1 2 动物
:

杂种 犬
,

体重 12
.

5 一 14
.

sk g
,

雌

雄兼用
,

本校实验动物部提供
。

1
.

3 方法
:

犬 24 只
,

随机分为 4 组
,

每组 6

只
。

以戊 巴比妥钠 3 o m g / k g iv 麻醉
。

气管插

管连 人工 呼吸机
,

行正 压人工呼吸
,

12 一 16

次 /m in
。

左颈总动脉插管接压力换能器记录

动脉血压 ( S B P
、

D B P )
。

于左第 4 肋间开胸
,

分离升主动脉
,

在其根部安装适宜 电磁流量

计探头
,

接 M F一 27 型电磁流量计旧 本 )
,

记

录每分钟血流量做为心输出量 (C O )
。

将聚乙

烯导管 自心尖 部插 入左室腔
,

记录 左室 压

( L V S P )
、

左室舒 张期 末压 ( I
矛

V E D P ) 和左室

压变化最大速率 ( 士 d p / dt m ax )
。

通过肢体导

联线记录 n 导心电图以测取心率 ( H R )
。

上述

指标于 R M 一 6 0。 。 型八道生理记录 仪同步

记录
,

在呼气末测取数据
仁’几 ,

恨据通用公式计

算平均动脉压 (M A P )
、

心搏 出量 (S V )
、

心脏

指数 ( lC )
、

心搏指数 ( lS )和总外周血管阻力

( T P V R )乞
艺〕 。

术后稳定 3 o m i n 后记录诸指标

为药前数据
。

经十二指肠给药 l 次
.

对照组给

同容量蒸馏水 ( l o m l / k g )
。

于药后 3 0
、

4 5
、

6 0
、

9 0
、

1 2 0
、

1 8 0
、

2 4 o m i n 重复记录
。

数据 以均数

士标准差 ( x 士
S
)表示

。

采用配对 t 检验统计

分析
。

2 结果

实验结果表 明
,

对照组在给药后观察期

4 h 内
,

各 项指标无 明显变化
。

莱葛冲 剂 .4

《中草药 》 19 9 6 年第 27 卷第 4 期

2 59 / k g 于药后 4 5一 g o m i n 使 H R
、

S B P
、

D B P

和 M A P 降低
,

但无统计学意义 (尸 > 0
.

0 5 )
,

其它指标无明显改变
。

莱葛冲剂 8
.

59 k/ g 于

药 后 4 5m i n 可 使 S B P
、

D P B
、

M A P
、

H R
、

L v S P
,

+ d p / d t m a x ,

及 T p V R 明显降低
,

约

持续 8 0 一 1 2 o m i n
,

而 一 d p / d tm a x ,

L V E D P
,

C ( )
,

C l
,

S V 及 5 1均无明显改变 (表 l )
。

莱葛

冲剂 1 7 9 / k g 于药后 3 o m i n 可使 S B p
、

D B p
、

M A P
、

H R
、

L V S P
、

一 d p / d tm a x 及 T P V R 明

显降低
,

约持续 1 00 一 1 5 om in
。

同时
,

于给药

后 6 o m in 亦可 见短时间 (约持续 30 m in )的一

d p / d tm a x ,

C O
、

C l 明显 降低 ( P < 0
.

0 5 ) 和

L v E D P 升高
,

但因此 时 S v 和 lS 却略有增

加
,

表明其对心脏泵血功能的影响可能是 由

于心率减慢所致 (表 2 )
。

此外
,

莱葛冲剂 3 个

剂量组
,

随剂量增加
,

其降压作用也增加
,

且

潜伏期缩短
,

持续时间延长
。

3 讨论

许多资料表明
,

莱旅子具有 明显的降低

多种实验动物 (大 鼠
、

家兔
、

猫 )体动脉压和肺

动 脉 压 的作 用
,

作 用 强 度与酚 妥 拉 明 相

当「3
·

` 〕 。

葛根对 自发性高血压大 鼠和正常麻醉

犬均能产生明显的降压效果际
6〕

。

山檀的降压

作用也 见有报道川
。

我们前期研究曾发现
,

其

复方制剂莱葛浸膏对麻醉闭胸犬具有明显的

降压作用田
。

本实验结果进一步证实
,

莱葛冲

剂亦能使麻醉开胸犬血压明显降低
,

其降低

幅度及持续时间较闭胸犬显著
。

由于降压同

时
,

亦明显减慢心率
,

降低左室收缩压和左室

收缩 压变化速率最大值
,

说 明心脏作功和耗

0
2

均减少
,

这对高血压心肌劳损可能有保护

意义
。

尽管心肌的收缩功能受到抑制
,

心输出

量却无明显改变
,

表明心肌缩力虽然减弱
,

但

因外周阻力降低而仍能维持近于给药前的输

出量
,

这对组织的灌注是有利的
。

此外
,

莱葛

冲剂在降压同时能增 加脑血流
,

明显降低脑

血管阻力 (将另文发表 )
。

提示其能改善脑循

环
,

克服 了降压药在降低血压时因灌注压下

降而减少脑血流的不足
。

综上
,

莱葛冲剂具有确切的降压作用
,

主
一

2 2 1
-



要与其抑制心肌收缩力
,

降低血管阻力和减 慢心率有关
。

表 1 莱葛冲剂 8
.

5 9 k/ g 对麻醉开犬心脏血流动力学的影响 (n 一 6)

给 药 前
给 药 后 ( m i n )

60 1 2 0 18 0

H R ( b e a t s /m i n )

S B P ( k P a )

D B P ( k P a )

M A P ( k P a )

L V S P ( k P a )

L V E D P ( k P
a
)

+ d p / d
t m a x ( k P

a
/ s )

一 d p / d t m a x ( k P a
/
s )

C O ( 1 /m in )

S V ( m l / s )

5 1( m l / s
·

M Z )

C I ( l /m 一n
·

M Z )

T P V R ( d y n
·

s
/
e m s

·

1 0 2 )

14 4士 2 5

16
.

4士 2
.

3

9
.

8士 2
.

0

12
.

3士 2
.

1

1 6
.

7士 3
.

0

0
.

3 8士 0
.

2 1

2 19士 5 0

10 8士 4 3

0 9 6士 0
.

4 0

7
.

1士 2
.

8

10
.

9士 5
.

8

1
.

5士 0
.

3

1 0 2士 4 3

12 8士 2 6
资 资

1 3
.

4士 2
.

2 荟 荃

7
.

0士 1
.

6 釜 釜

8 9士 1
.

9 关 关

14
.

0士 3
.

2
资

0 4 3士 0
.

15

14 0士 6 8 并

1 00士 5 0

0
.

9 2士 0
.

5 0

7
.

6士 2
.

0

1 1
.

4士 5
.

3

1
.

4士 0 2

7 5士 3 6 关 苦

1 3 5士 2 8
苦

1 4
.

3士 2
.

5 关

8
.

2士 1
.

4 关

1 0
.

2士 2
.

3 关

1 4
.

3士 3
.

1 关

0
.

4 2士 0
.

1 7

1 4 5士 7 0 婆

1 0 1士 3 8

0
,

9 7士 0
.

5 8

7
.

8士 2
.

5

1 1
.

6士 6
.

5

1
.

5士 0
.

4

9 9士 4 5

13 9士 2 6

15
.

6士 2 7

8
.

9士 2
.

1

1 1
.

4士 2
.

0

15
.

4士 3
.

0

0
,

4 0士 0
.

2 1

16 9士 7 5

10 6士 4 2

0
.

97士 0
.

3 6

7
.

4士 2
.

8

1 1
.

2士 6
.

5

1
.

5士 0
.

2

10 0士 4 2

与药前比较
二

P < 0
.

05

表 2

荟 荟
尸 < 0

.

0 1

莱葛冲剂 1 7 9 k/ g 对麻醉开胸犬心脏血流动力学的影响 (n 一 6)

给 药 前
给 药 后 ( m in )

6 0 12 0 1 8 0

H R ( b e a t s
/ m

、 n ) 13 7士 2 4

S B P ( k P a ) 18
.

2士 1
.

8

D B P ( k P a ) 1 1
.

3士 1
.

6

M A P ( k P
a
) 1 3

.

4士 1
.

5

I V S P ( k P a ) 1 8
.

2士 4
.

5

I V E D P ( k P a ) 0
.

4 2士 0
.

16

+ d p / d tm a x ( k P a
/
s ) 25 9士 73

一 d p / d
t m a x ( k P a

/
S
) 1 1 5士 52

C O ( 1 / m i n ) 0
.

9 8 士 0
.

3 8

S V ( m l /
s
) 7

.

6士 2
.

3

5 1( m l/
s ·

M
Z ) 1 1

.

4士 5
.

3

C 上( l / m i n
·

M Z ) 1
.

5士 0
.

2

T P V R ( d y n
·

s
/
e m s

·

1 0 2 ) 10 9士 35

与药前 比较
, p < 0

.

0 5
, ,

P < 0
.

0 1 , , , 尸 < 0
.

0 0 1

1 1 6士 23

1 3
.

8士 2
.

0 关 关 爷

6
.

8士 2
.

3
关 肠 爷

8
.

9士 1
.

4 关 关 补

1 2 3士 4
.

0 关 荃

7 3士 0
.

1 8
关

16 3士 5 0
爷 关

8 2士 4 3

0
.

8 3士 0
.

3 2
签

l l

6士 .2

7士 5
.

1
.

3 士 .0

8 8士 3 1

3 关

关 关

1 2 4士 2 3
赞 并

1 6
.

7士 2
.

4 爷

9
.

2士 2
.

5
赞

1 1
.

6士 1
.

8 爷

1 5
.

2士 4
.

0 关

0
.

5 2士 0
.

18

1 7 8士 7 0
关

1 0 2士 4 9

0
.

9 6士 0
.

30

7
.

7士 2
.

6

12
.

5士 7
.

1

1
.

5士 0
.

3

98士 2 1 关

12 6士 2 5
赞 开

16
.

5士 2
.

3
关

9
.

6士 3
.

0
关

11
.

9士 1
.

9
葵

1 7
.

8士 3
.

6

0
.

4 3士 0
.

0 9

2 1 7士 6 7

1 1 7士 4 8

0
.

9 7士 0
.

3 1

7
.

8士 2
.

7

1 2
.

4士 7
.

5

1
.

5士 0
.

4

9 9士 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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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按的抗炎镇痛作用研究

吉林医学院预防医学系 ( 1 32 0 0 1)

丹东卫校药理教研室

焦淑萍
夸

陈 彪

高维明 宋红光

摘 要 蓝按可显著减轻小鼠耳廓肿胀和 毛细血管通透性
,

明显抑制大鼠棉球肉芽肿
,

对大鼠角

叉菜胶性关节炎和热板法及醋酸致痛小鼠都有明显的抗炎镇痛作用
。

关键词 蓝按 抗炎 镇痛作 用

蓝按 E u c a

lyl
〕
t u s g l o b u l u s L a b i l l

.

属桃金

娘科植物
。

其根皮入药有顺气化痰
,

去风湿作

用 l[]
。

但有关蓝按果实的研究
,

未见报道
,

蓝

按果实俗称一 口 钟
,

民间广泛用于治疗风湿

性关节炎
,

胃炎及妇科炎症
。

本文用蓝按果实

的乙醇提取物进行了抗炎
,

镇痛作用的初步

药理实验研究
,

取得了较理想的效果
。

1 实验材料

蓝按果实购于吉林市
,

经吉林林学院园

林系陈可贵鉴定
,

将其研碎后用乙醇反复提

取浓缩成浸膏
。

角叉菜胶 由辽宁省药物研究

所生产
。

消炎痛 由沈阳第五制药厂生产
,

批号

8 5 0 3 9 2
。

二 甲苯为市售分析纯
。

w is at r
大鼠

、

昆明种小 鼠购于沈阳药学院

动物室
。

2 方法与结果

2
.

1 蓝按的抗炎作用

2
.

1
.

1 对二 甲苯所致 小 鼠耳廓肿胀 的影

响图
:

取体重 18 一 22 9 小鼠 40 只
,

雌雄兼用
,

随机均分 蓝按 1
.

2 9 / k g
、

0
.

5 9 / k g
,

0
.

2 5%氢

化考 的松 0
.

0 5 9 / k g 和生理盐水组
。

分别连

续灌 胃给 药 d4
,

末次给药后 h1
,

每鼠右耳滴

0
.

o 4 m l 二甲苯
,

左耳为空 白对照
。

滴二甲苯

h2 后
,

处死动物
,

剪下双耳
,

用 0
.

sc m 的打孔

器打下双耳耳片
,

迅速在分析天平上称重
。

结

果见表 1
。

蓝按可极显著性抑制二 甲苯所致

小 鼠耳壳肿胀
,

大剂量组蓝按的作用优于小

齐lJ量蓝按组
。

表 1 对二甲苯所致小鼠耳肿胀的作用 x( 士
s )

组别 剂量 ( g / k g ) n

生理盐水

蓝按

蓝按

。
.

2 5%氢化考的松

O 5

0
.

0 5

10

10

1 0

1 0

肿胀度 ( m g )

6
.

6士 1
.

2

2
.

7士 1
.

6
* ,

3
.

3士 1
.

4 , ,

2
.

4士 1
.

1 , ,

与生理盐水 比较
, 尸 < 。

.

05
, 二 尸 < 。

.

o 1( 下同 )

.2 1
·

2 对角叉菜胶所致大鼠关节肿的预防
:

取 1 50 一 2 。馆 大 鼠 40 只
,

雌雄不拘
,

随机均

分蓝按 1
.

0 9 / k g
,

0
.

5 9 / k g
,

消炎痛 0
.

0 5 9 / k g

和生理盐水
,

分别连续灌胃给药 d4
,

末次给

药后 h1
,

均 由左 躁 关节 注入 1%角叉 菜胶

0
.

l m l
,

另侧注入 同量生理盐水
。

测量注后

.0 5
、

1
、

2
、

4
、

6 h 的躁关节直径
,

计算左右关节

直径差值
。

结果见表 2
。

蓝按和消炎痛均显著

地预防角叉莱胶所致的大 鼠关节肿
,

其作用

维持 h6 以上
_

.2 1
·

3 对角叉菜胶所致大鼠关节肿的治疗
:

取 1 5 0一 2 0 0 9 大 鼠 4 0 只
,

雌雄不拘
,

均分 4

*

A d d
r e s s :

J ia o S h u p l n g
,

D e p a r t m e n t o f P r e v e n t i v e M e
d i

e in e ,

Ji li n M
e
d i

e a l C
o l le g e ,

Ji li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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