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可能与修复 俘细胞
,

使胰岛素分泌正常有关
。

糖尿病空腹血糖升高常伴有高血脂症和

动脉硬化等心血管损坏
,

而后者是机体损坏

的主要 原 因
,

蚁液 能 降低 血糖 和 血 清 T C
、

T G
、

A l 水 平
,

对临 床治疗 糖尿 病提 供 了依

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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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丹对小鼠免疫功能影响的实验研究 △

广州 中医药大 学附属珠海 市中医院 ( 5 1 90 15 ) 万金志
来

罗上武 张均倡 王 岭 张 云

摘 要 以 小 鼠腹 腔 巨 噬细胞吞 噬功能测 定
,

羊红细胞 致敏测 定小 鼠血清 溶血素 含量
,

探讨 了叶

下珠复方制 剂肝丹对 免疫功 能的影响
。

结果 表明
:

肝 丹大剂量 组吞噬百分率
、

吞噬指数
、

半数溶血

值显著优 于空 白对 照组
,

与 阳性 对照组 左旋咪哗相似
。

提示肝丹具有 调节小 鼠的免疫机制
、

提高免

疫能 力的作 用
,

并呈量效正相 关
。

关键 词 肝丹 叶下珠 中药复方 免疫实 验研究

1 9 9 3 年 以 来
.

我们研 制 了以叶下珠为主

药治疗 慢性乙肝 的系列复方制剂
,

经临床应

用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

为了探讨其作用
,

我们

将其 中的肝丹对免疫功能的影响进行 了实验

研究
。

1 材料

1
.

1 药物
:

肝丹 由广州 中医药人学附属珠海

市中医 院生产
,

以 叶下珠为 主药
,

配伍紫胡
、

白芍
、

五味子
、

茵陈
、

溪黄草
、

夏枯草
、

党参
、

慧

改仁
、

鸡 内金
、

露 峰房
、

娱蛤 等组成
,

批 准 文

号
:

粤珠 卫 药 制 iflj [ 1 9 9 6 ] B o ol
,

生 产批 号
;

9 7 08 0 3
。

左旋咪哩由西南合成 一厂生产
,

批准

文号
:

川卫 药 准字 ( 1 9 8 9 ) 4 8 号
,

生 产批 号

9 6 0 1 3 4
。

1
,

2 动物
:

昆 明种小 鼠
, 一

级动物
,

医 动 字

24 30 1 03 5 号
,

由四 Jll 省 中药研究所动物室提

供
。

2 方法

2
.

1 小 鼠腹腔 巨 噬细胞吞 噬功能
:

取体重

20 9 一 2 3 9 小鼠 60 只
,

雌雄各半随机分为 5

组
:

空 白对照组
、

阳性对照 (左旋咪哩 )组
、

肝

丹 3 个 剂量 组 〔9
、

6
、

3 9 / ( k g
·

d ) 〕
,

按 0
.

2

m L / 1 0 9 体重 19 给药或生理盐水
,

每 日给药

1 次
,

连续 7 d
,

末次给药后 l h 每鼠 i p Z %鸡

红细胞 l m 工
J ,

3 h 后颈椎脱 臼处死
,

仰位 固定

于鼠板上
,

正中剪开腹壁皮肤
,

经腹膜注入生

理盐水 Z m L
,

转动 鼠板 l m in
,

然后吸出腹腔

洗 液 l m L
,

平均分滴于两片载玻上
,

放人垫

有湿纱布 的搪 瓷盒 内
,

移 至 37 C 孵箱温育

3 0 m in
,

孵毕
,

于生理盐水 中漂洗
,

凉干
,

然后

A d击
e s s :

W a n
、

Ii n z
h i

,

T l l e
A f f i l i a t e d Z h u h a i 玉王0 5 1)

i飞n l o f T r a d i t i o n a l C h in e s e

M e d i e i n e ,

G u a n g z h o u U n i v e r s i t y o f T r a d i
-

t i o n a 1 C卜
l
i n e s e M

e
d i

e i n e a n d M
a t e r

i a M e 〔 l i
e a ,

Z h u h a i

万金志 男
, 1 9 8 2 年毕业 于中国药科大学

。

1 9 8 5 年一 1 9 8 6 年于中国药科大学完成药分硕 士课 程
,

通过学位考试
。

现为
副教授

,

中国中医 药学会医 院 中药管理学会委员
。

1 9 8 2 年一 1 9 9 6 年从事药物光谱
、

色谱
、

计算药分
、

体 内药分的教学科研 工
作

,

发表
“

导数求 值滴 定法
’ ,

等 16 篇文章
。

1 9 9 0 年 ~ 现 在
~

} 要从 事天然药物的研究开发
,

主持完成了肾炎胶囊等 5 个新药的
研究开发

,

均获批 文投产
。

同时系统地进行 了芦荟的药学基础研 究
, 1 9 9 5 年首次获我国芦荟发 明专 利

。

曾多 次获省
、

市
、

厅科
技成果和科学进 步奖

。

△广东 中医 药管理局资助项 目部分工作

·

6 1 4
·



用瑞氏染色
,

用蒸馏水漂 洁
,

凉干
,

在油镜下

计数巨噬细胞吞噬百分率和吞噬指数
。

方法测定血清溶血素含量
,

血清溶血素含量

用半数溶血值 ( H C
S。

)表示
。

吞噬百分率 一
吞噬鸡 红细胞的 巨噬 细胞数

2 0 0 个 巨 噬细 胞
X 1 0 0 H C

S。 -
样品吸收度值

羊红细胞半数溶 血时吸收度值
义 稀释倍数

吞噬指数
邀臀午黯蹂辫

、 2

2
.

2 小鼠血清溶血素含量
:

取体重 20 9 一 23

g 小 鼠 60 只
,

雌雄各半
,

随机分为 5 组 (实验

分组
、

用 药剂量 及给药途径 同 2
.

1 )
,

连续给

药 4 d 后
,

每 鼠 iP ZO %羊 红细 胞 悬 液 0
.

2

m l
才

致敏
,

致 敏 6 d 后
,

摘 眼球 取血按文献 〔` 〕

2
.

3 统计方法
:

计量资料用 t 检验
。

3 结果

3
.

1 对小 鼠腹腔 巨噬细胞吞噬功能的影响
:

从表 1 的吞 噬百分 率及吞 噬指数 两 个指标

看
,

可见肝丹能显著提高小鼠腹 腔巨 噬细胞

的吞噬功能
。

表 1 肝丹对 小鼠腹腔 巨噬细胞吞噬功能的影响厅士
:

)

一压04一O“n一
ō卜

组 别

空白对 照

左旋咪哇

肝丹大 剂量

中剂量

小 剂量

动物数 (只 ) 剂量 ( g / k g
·

d ) 吞噬百分率 吞 噬指数

1 2

l 2

l 2

1 2

1 2

0
.

0 4

9
.

0

6
.

0

3
.

0

2 8

5 O

5 3

4 7

4 1 ;:

4 6 5

6
.

2 7 等 “ 工

屯 4 2
` 诺 苦

遥
.

J 3
侧 ” 赞

3
.

8 4
关 笑 笼

0
.

3 7士 0
.

0 6

0
.

6 3士 0
.

0 9
、 ” 芳

0
.

` 7士 0
.

0 8
“ 侧 件

0
.

5 7士 0
.

0 7 子 ” 釜

0
.

5 0士 0
.

0 7
祷 资

与空 白对照组相 比较
: `

” P < 0
.

0 01

3
.

2 对小鼠血清溶血素含量的影 响
:

从表 2

可见肝丹对绵羊红细胞所致小鼠特异性抗体

生成有 明显增强作用
。

表 2 肝丹对小鼠血清溶血素含量的影 响

组 别
剂量

( g / k g
·

d )
H C s o

空 白对照 12 一 98
.

0 5士 4 0
.

6 4

左旋 咪哇 12 0
.

0 4 1 6 8
.

0 3士 5 7
.

4 2
`

肝丹大剂量 12 0
.

9 1 5 8
.

0 6士 5 2
.

4 8 普 朴

中剂量 12 0
.

6 1 5 2
.

6 6士 3 9
.

0 1 ’ `

小剂量 12 0
.

3 14 3
.

6 8士 2 6
.

1 9
’

与空 白对照相 比较
:

“ 尸 < 0
.

01

4 讨论

近 几 年
,

国 内外 不 少 学者 对 叶 下珠 抗

H B V 的作 用进 行 了 多方 面的研 究
,

反 映不

一
,

但也确取得 了一些成绩
〔 2一 们 。

本研究实验

结果说 明叶下珠复方肝丹具有调节小 鼠的免

疫机制
、

提高免疫能力 的作用
,

这对慢性乙型

肝炎的治疗是有意义的
。

当然在慢性 乙型肝

炎
、

肝纤维化的疾病过程 中
,

免疫的问题始终

存在而且 十分复杂
,

有学者对具 有免疫调 节

的 中药方剂进行抗肝纤维化研究
,

显 示中药

对肝纤维化 的细胞 因子启动环节 有抑制作

用 〔5 〕 ,

肝丹在 四 氯化碳 所致慢性 肝损伤实验

中显示具有减缓肝纤维化的作用
,

这 是否 因

其具有免疫调节作用
,

对肝细胞 损伤后导致

细胞 因子 启动肝 纤维化 形成 〔 6〕产生影 响有

关
,

尚需进一 步研究
。

致谢
:

贵阳 医学院李淑芳等老师为本 实

验研究做 了大量工作
,

特致 以 谢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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