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力
。

2
.

3
.

4 便秘通对于 由 A d r
引起的肠肌抑制

有明显拮抗作用
。

表现为收缩幅度增加
,

甚至

到较给药前为大
,

但无强直性收缩
,

而收缩节

律较给药前为慢
。

其中以剂量为 1
.

4一 2 m L

时作用最强
。

剂量降低作用不显著
,

剂量加大

作用未见加强
,

冲洗后 巧 m in 内基本恢复至

给药前基本线及张力
。

1 6 9
.

5垃 m o
l/ L

( 3 丫 10
·

7 ) 人 c h
冲洗

1 6 9
.

s

mmo
l / L

( 3 丫 1 0
`

7
) A e h

冲洗

图 1 便秘通对 A hc 引起的肠肌强直性收缩的影响

.2 3
.

5 对肠管运动作用
:

取小鼠 70 只
,

雌雄

不拘
,

随机分成 7 组
:

蒸馏水组
、

果导低
、

中
、

高组
、

便秘通低
、

中
、

高组
。

每鼠分别按体重

0
.

02 m L / g 加 0
.

2 m L /只阿拉伯胶炭末混悬

液灌胃给药
,

15 m in 后脱颈椎处死
,

并剖腹

取出肠管
,

测量肠全长及炭末推进长度
。

结果

见表 4
。

表 4 便秘通对小昆肠姗动的影响

动动物 剂量 炭末推进% ppp

组组 别 数 (
mL / g ) ; 士

sss

蒸蒸馏水 一0 0
.

0 2 5 0
.

8士 1 1
.

8 ///

111
.

3 9 / L 果导 ] 0 0
.

0 2 5 7
.

9士 1 1
.

6 > 0
.

0 555

666
.

5 9 / I
J

果导 1 0 0
.

0 2 5 2
.

2士 1 1
.

7 > 0
.

0 555

1113 9 / I
,

果导 1 0 0
.

0 2 53
.

9士 17
.

1 > 0
.

0 555

666 2 7 m I
J

/ L 便秘通 1 0 0
.

0 2 9 6
.

9士 1 8
.

9 < 0
.

0 111

888 9 6 m l
一

/ L 便秘通 10 0
.

0 2 9 5
.

0士 5
.

4 < 0
.

0 111

111
.

2 5 L / I 便秘通 10 0
.

0 2 8 8
.

9士 7
.

3 < 0
.

0 111

便秘通 3 个不同剂量均能增加小 鼠胃肠

推进作用
,

与空 白组比较有明显差 异
,

尸 <

0
.

01
,

其推进作用优于果导组
。

3 讨论

便秘通明显加快小鼠粪便的排出
,

可软

化大便
,

增加排便与粪便重量
,

作用强于果

导
。

便秘通有明显促进肠道水分分泌的作用
。

可使家免离体回肠的肌张力增高
,

节律存在
,

收缩幅度加大
,

但无强直性收缩
;
对 A hc 和

aB C I
:

引起的家兔离体肠肌强直性收缩有明

显 的对抗作用
;
对 A d r 引起 的家兔离体肠肌

抑制有 明显的拮抗作用
。

能增加小鼠胃肠推

进作用
。

( 1 9 9 6一 12
一

2 0 收稿 )

胃宁防治胃溃疡的实验研究

苏州 医学院 ( 2 1 5 0 0 7) 赵 群
来

刘世增

摘 要 采用大鼠应激型
、

幽 门结扎型和 乙酸烧灼型 胃溃疡实验研究
,

观察胃宁的防治作用
。

结果

表明
,

胃宁对应激型和幽门结扎型所致急性 胃溃疡有显著的预防作用
,

对乙酸所致慢性胃溃疡有

显著的治疗效果
。

研究结果为胃宁的临床疗效提供了实验根据
。

其作用可能与影响前列腺素有关
。

关链词 胃宁 西咪替丁 胃溃疡

胃宁为民间验方
,

对消化性溃疡临床疗 效较好
。

实验研究表 明胃宁对消炎痛和利血

辛
A d d r e s s : Zh

a o
Q

u n ,
S u z

h
o u

M
e

d i e a
l C

o
ll

e g e ,
S u z

h
o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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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所致的急性胃溃疡
,

对乙酸所致的慢性胃

溃疡均有较好的预防作用
,

对幽 门螺杆菌有

一定的抑制作用
,

且有很强的镇痛作用
〔` 〕 。

现

报道其对大 鼠应激型和幽 门结扎型急性胃溃

疡
,

对乙酸烧灼所致慢性胃溃疡的防治作用
。

1 实验材料

1
.

1 药物
:

胃宁粉 ( 1 0 0 目 ) 由姑苏制药厂提

供
;
西咪替丁注射液

,

苏州第六制药厂产品
,

批号
: 9 0 0 3 2 4 ;

冰乙酸为分析纯
,

江苏如东县

化学试剂厂产品
; 1%梭 甲基纤维素 ( C M C )

溶液
。

1
.

2 动物
:

W i s at r
大鼠

,

由苏州医学院实验

动物中心提供
。

2 方法和结果

2
.

1 对应激型 胃溃疡 的影响
:

选用体重 26 0

一 2 92 9 雌雄各半大鼠 18 只
,

随机均分 3 组
,

即对照组
、

西咪替了组和 胃宁组
,

每组 6 只
。

实验前动物饥饿 24 h ( 自由饮水 )后分别给

药
,

给药途径
:

对照组 (给 c M c ) 19
,

西咪替丁

i m
,

胃宁 19 (下同 )
,

剂量见表 1
。

给药后 l h
,

将固定木板上的动物垂直浸人 23 士 .0 5 ℃水

中
,

水面与动物剑突持平
。

24 h 后取出
,

颈动

脉放血处死
,

剖腹结扎胃贵门
、

幽 门后取出

胃
,

向胃内注入 1 %福尔马林溶液 10 m L 后

放入福尔马林溶液中
,

30 m in 后沿胃大弯剪

开
,

用 自来水洗洁后 (下 同 )
,

在 10 倍放大镜

下计溃疡指数
〔 2〕 ,

结果见表 1
。

经统计学 t 检

验
,

胃宁组溃疡指数明显小于对照组
,

胃宁对

应激型 胃溃疡有明显抑制作用
。

表 1 胃宁对大鼠应激性胃溃疡的保护作用

门后关腹
。

术后 18 h 处死
,

开腹取出胃
,

在 10

倍放大镜下计溃疡数
,

经 t 检验
,

胃宁组溃疡

数明显少于对照组
,

见表 2
。

结果表明
,

胃宁

对幽门结扎型 胃溃疡有 明显抑制作用
。

表 2 胃宁对大鼠幽门结扎型胃溃疡的保护作用

组组别
, 剂量 溃疡数 溃疡抑制制

((( m g / k g ) (万士 s ) 率 ( % )))

对对照组 6 4 1
.

1 6 6 7士 4
.

2 9 7 999

西西咪替 I
一

组 6 5 0
.

0 2 8
.

5 0 0 0士 3
.

8 1 8 8
. ,

3 0
.

7 777

胃胃宁组 6 7 5
.

0 2 5
.

3 3 3 3士 3
.

0 3 6 8
每 份 .

3 8
.

4 666

2
.

3 对乙酸所致慢性 胃溃疡的治疗作用
:

选

雌性大鼠 2 4 只
,

体重 1 7 5一 2 4 0 9
,

均分 3 组
,

每组 8 只
。

禁食 24 h 后在 乙醚麻醉下
,

无菌

操作
,

开腹展平胃
,

将 10 0 % 乙酸 0
.

07 m L 滴

入内径 7 m m 的玻璃管 内
,

使 乙酸与胃角切

迹下方浆膜接触
,

并置留 2 m in 吸干乙酸
,

用

生理盐水擦洗后缝肴腹壁
〔3 〕 。

术后第 8 天起

各组分别每天给 胃宁 75 m g k/ g
、

西咪替丁

5 0 m g / k g
、

C M C 等容量 / k g
,

连续给药 l s d
,

末次给药后次 日
,

颈动脉放血处死动物
,

观察

溃疡情况
、

测溃疡面积
。

结果 胃宁组 37
.

5 %

( 3 / 8) 动物溃疡完全愈合
,

溃疡面积及抑制率

见表 3
。

结果表明
,

胃宁对慢性胃溃疡有明显

治疗效果
。

表 3 胃宁对乙酸所致慢性胃溃疡的治疗作用

组组别
。

黑晏
“ 疡面积 (c m 。 抑制 ,,

kkk g ) (二士 s ) (% )))

对对照组 5 0
.

1 9 2 6士 0
.

0 1 777

西西咪替丁组 8 5 0 0
.

1 2 9 9土 0
.

1 1 5二 3 7
.

7 555

胃胃宁组 8 7 5 0
.

0 3 0 3士 0
.

0 3 0“
,

8 4
.

2 777

剂剂量 溃疡指数 抑制率率
组组别 儿 一一

((( m g / k g ) (x 士 s ) ( % )))

对对照组 6 4
.

0士 0
.

8 1 6 555

西西咪替丁组 6 5 0 2
.

5士 0
.

5 0 0 0 ` ” “

37
·

555

胃胃宁组 6 7 5 2
.

0士 0
.

8 1 6 5 “
`

50
·

ooo

与对照组比较
`

” 尸 < 。
.

0 1 ”
, 尸 < 。

.

0 5 (下同 )

2
.

2 对幽门结扎型 胃溃疡 的影 响
:

大鼠 18

只
,

雌雄各半
,

体重 18 6一 2 24 9
,

随机均分 3

组
,

每组 6 只
,

动物禁食 72 h( 自由饮水 )后给

药
。

药后 Z h 在乙醚麻醉下
,

打开腹腔结扎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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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实验研究表 明
,

胃宁对消炎痛
、

利血平
、

应激
、

幽门结扎和乙酸所致的急慢性胃溃疡

有较好的防治作用
。

其机理如下
:

消炎痛致溃

疡作用认为是通过抑制环氧合酶而抑制前列

腺素 ( P G ) 的合成
。

应激时 P G 合成减少
,

而

血栓素 A
:

和 白三烯合成增 加
,

后两者缩血

管作用很强
,

加剧了应激时 N A 增 加所致的

胃粘膜缺血
、

缺氧
,

导致 H 卜
及蛋 白酶的返弥

散
,

引起胃粘膜损伤
〔 4〕 。

利血平所致胃溃疡因

耗竭中枢及外周神经系统与其它组织中的儿

·

2 9 3
·



茶酚胺 ( N A
、

A D
、

D A ) 和 5
一

H T
,

使副交感神

经占优势
,

产生心率减慢
、

粘膜血管扩张
、

血

压
一

下降
、

血流缓慢
,

导致胃粘膜缺血
、

缺氧
,

另

一方面 胃酸分泌增加
,

胃蠕动增强
,

加剧 胃粘

膜 的缺血
,

缺氧
,

引起 胃粘膜的急性损伤
〔 5〕 。

幽门结扎所致胃溃疡
,

认为与促组胺释放有

关
〔的 。

乙酸所致胃溃疡是直接破坏胃壁内血

循环
,

产生组织缺血坏死形成单个大而深 的

溃疡
。

已知 P G 能抑制因食物
、

组胺或胃泌素

等刺激所致胃酸分泌
,

使胃酸分泌量
、

酸度和

胃蛋 白酶均降低
〔7〕 。

P G 对胃粘膜的血供有维

持或增加作用
,

能促进胃粘液分泌
,

增强 胃粘

膜的屏障作用
;
对损伤的 胃粘膜通过刺激 胃

基底细胞向表面迁移而促进其修复
〔 ,

, “ 〕 。

因此

我 们认为
,

胃宁对上述实验性急慢性胃溃疡

有显著防治效果
,

可能与影响 P G 有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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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开灵针致高烧 2 例

北京铁路总医院 ( 1 0 0 0 3 8) 江恒奎 冯春荣

清开灵针临床上引起药疹 已有报道
。

笔者近来

观察到 2 例过敏性高烧患者
,

现摘报如下
,

以引起同

行们注意
。

例 1
:

患者钱 x x
,

男
,

38 岁
,

病历号 1 7 7 4 2 0
,

因

头昏
、

头痛一月余
,

于 1 99 5
一

0 3
一

2 7入院
,

诊断为颅内

感染
,

曾口服颅痛定
,

脑复康
,

静滴 5 %葡萄糖 + 青

霉毒钠 32 。 万
u + 氧呱嗦青霉素 3

.

0 9
,

10 多天进展

不大
。

又 在此基础上加用 5 % 葡萄糖氯化钠注射液

25 0 m I
J

+ 清开灵针 20 m L (北京中医学院药厂生

产
,

批 号
:

95 0 2 0 5 1) 静滴
。

当清开灵滴至一半时
,

患者

感觉胸闷
,

言语困难 (最后只能用手比划 )
,

咳嗽
,

随

之出现寒战
,

当即停药
。

患者面色稍青
,

发纷
,

血压

1 .3 3 / 6
.

6 7 k P a ,

心率 76 次 / m in
,

吸氧
,

肌注苯海拉明

2 0 m g
,

氟美松 1 0 m g 入壶
,

点滴 M G
I ,

5 0 0 m l +

iV tC .2 0 9
,

10 m in 后发给渐好转
,

能清楚回答问题
,

3 0 n il n

体温升到 3 9
.

2 ℃
。

肌注安痛定 2 m L
,

水袋物

理降温
,

患者较安静
,

未述不适
,

入睡
,

4 h 后体温正

常
。

例 2
:

患者王大 x
,

男
,

82 岁
,

病历号 2 3 4 04
,

脑血

管病住院
。

因感 冒咽痛 (当时体温正常 )于 1 9 9 5
一

0 5
一

l 。 用 5 %葡萄糖盐水 2 50 m L + 清开灵 3 0 m L (北京

中医学院药厂生产
,

批号
: 9 5 0 3 0 7 8) 静滴

。

当滴入 50

m L (约 l h )
,

患者突感胸闷
,

喘憋
,

呼吸困难
,

言语受

阻
,

寒战
,

即刻停药
,

(因患者年龄较大
,

自制能力差
,

检查不配合 )吸氧
,

肌注非那根 12
·

5 m g
,

氟美松 10

m g
,

3 0 m in 患者稍稍缓解
,

体温 38
·

2℃
,

肌注安痛定

2 m L
,

Z h 后
,

体温恢复到正常
。

讨论
:

以上 2 例从发病症状看
,

显然属于过敏反

应
,

而且由清开灵引起
。

因为其它药品反应前后连续

使用
,

未发现上述症状
。

从临床症状看
,

以胸闷
、

喘
、

发憋
、

继以高烧为主
。

因及时发现
,

并加以处理
,

预后

良好
。

特别是例 2
,

因年龄较大
,

虽体温 只有 38
.

Z C
,

但症状表现较重
,

如不及时处理
,

后果很难设想
。

清开灵针主要成分为牛黄
、

水牛角
、

黄芬
、

金银

花
、

桅子
。

临床使用 日益广泛
,

是有效而较安全的药

物
。

因临床引起药疹已有报道
,

而此 2 例患者因清开

灵针引起过敏而致高烧
,

症状较为严重
。

建议临床在

使用中密切注意观察
,

以免引起不良后果
。

( 1 9 9 6
一

1 2
一

1 8 收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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