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极大螺旋藻多 糖对 H L
一

60 的抑制具有 时效

性
,

结果 与报道相一致
。

极大螺旋藻具体通过

何 种 机 制 来 抑 制 H L
一

60 细 胞 生 长 而 促 进

U 9 3 7 细胞的生长
,

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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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欢蓉总昔对大鼠心肌缺血的保护作用

新疆医科大学基础部药理教研室 (乌鲁木齐 8 3 0 0 54) 毛新 民
朱

王晓雯 李琳琳 王雪飞

摘 要 采 用结扎冠状动脉造成大 鼠心 肌缺血模型
,

研究 了 肉从蓉总昔 (G C )对缺 血心肌 的保护

作用
。

结扎冠状动脉后
,

心肌中 SO D
、

C PK 活性降低
,

M D A 含量升高
,

心 电图表现为 S
一

T 段升高
,

大 鼠静脉 给予 G C
,

s m in 后 再结扎冠脉
,

结果 G C 能 明显改善 缺血心 电 图
,

减小 心肌梗 死面积
,

提

高 心肌组织 中的 C PK 活力
,

但对 SO D 和 M D A 无显著影 响
,

提示 G C 具有保 护缺 血心肌作用
。

关健词 肉从蓉总昔 结扎冠脉 心肌缺血

肉从蓉又名大芸
,

是一传统 中药
,

具有补

中益气
、

补 肾益精等功效
。

据文献报道肉从蓉

可增强机体免疫力
〔‘〕、延缓衰老〔2〕等作用 ;李

巧 茹〔3〕等发现 其粗 制剂可 增加小 鼠红 细胞

S O D 活性
,

降低心肌脂褐质含量
。

肉从蓉总

昔 (g lye o s id e s o f e is ta n eh e ,

G C )对异丙 肾上

腺 素 诱 发 的 小 鼠急性 心 肌 缺 血 有 保 护 作

用
〔4〕 ,

并具有抗脂质过氧化和抗幅射作用 〔5 〕。

本文 旨在研究 G C 对结扎大鼠冠脉所致心肌

缺血的影响
。

1 材料

1
.

1 药品与试剂
:

肉从蓉总昔 由新疆医学院

药 学系植物化学室按 日本文献 (公开特许公

报 (A )昭 6 3
一

1 9 8 6 2 7 )方法
,

从北疆产盐生 肉

从蓉中提得
,

主要成分是苯乙醇昔类
。

三氯甲

烷为分析纯
,

邻苯三酚
、

硫化 巴 比妥酸
。

复方

A d d r e s s :

M a o X i

毛新民 男
,

37 岁

n m in
,

D e p a r t m e n t o f Pha r m a e o lo g y
,

X in jin a n U n ie r s ity o fM e d ie a l Sel e n e e s ,

W
u lu rn u q i

,

1 9 84 年获 医学学 士学位
, 1 9 8 8 年 获药理学硕 士学位

。

现 为新 疆医 科大学药理室 副主任
、

副 教授
,

士生导师
。

曾于 1 9 9 4 年赴法 国留学一 年
,

从事《寻找 并鉴别新 的微管蛋 白》的
药的研究

,

1 9 93 年获新疆 维吾尔 自治 区科技进步二等 奖
,

1 9 9 6 年获 国家级成

研究工作
。

现主要从事心 血管药理和中药民族
果奖

,

并于 1 9 9 6 年 和 1 9 9 8 年连续两届荣获新

祖医科大学优秀科 技工作者称号
。

·

1 1 8
.



丹参注射液为上海第一制药厂产品
,

Z m L 注

射液
,

批号
:
9 5 1 1 0 1

。

1
.

2 动 物
:

W is t a r 种 大 鼠
,

体 重 (2 5 0 士 5 0 )

g
,

雌雄兼用
,

新疆 医学院动物室提供
。

1
.

3 仪器
: LM S

一

ZB 型二道生理 记录仪 (成

都 仪器 厂 )
,

D H
一

1 型动物 人工呼 吸机 (浙 江

医科 大学 医疗 仪器 实验厂 )
,

L Y J
一

l 型 离心

沉淀机 (江 苏响水 医疗 器械厂 )
,

7 21 分 光光

度计 (上海第三分析仪器厂 )
。

2 方法

2
.

1 实验 方法
:

成年 W is tar 大 鼠 4 0 只
,

随

机分为 5 组
,

第 1 组为缺血组
,

第 2 组为假手

术组
,

第 3 组为 G C 大剂量组 (2 5 0 m g / k g )
,

第 4 组为 G C 小剂量组 (1 2 5 m g / kg )
,

第 5 组

为丹参组
,

第 1
、

2 组 iv 生理盐水 (N S )l m L /

kg ; 第 3
、

4 组 iv G C
,

第 5 组 iv 复方丹参注射

液 0
.

6 m L / k g (相 当于丹参和降香各 0
.

6 9 )
。

用 20 %乌 拉坦 腹腔 麻 醉大 鼠 (0
.

5 m L / 1 0 0

g )
,

于药后 s m in
,

在左锁骨 中线纵行切开皮

肤 约 Z c m
,

在第 四 和第五肋间打开胸 腔
,

剪

开心包
,

在动脉圆锥 与左心耳之间结扎左冠

状动脉后 (假手术组仅穿线不结扎 )
,

迅速关

闭胸腔
。

术前及术后 1 20 m in 分别记录大 鼠

胸前心电图 (E CG )
,

测量 S
一
T 段变化

。

术后 2

h 摘取大 鼠心脏
,

用冰 N S 洗尽残血 ; 用滤纸

吸干
,

称 重
,

取心尖组织 0
.

1 9 迅速冰冻
,

将

左心室切成 1 ~ Z m m 厚 的薄片
,

用 0
.

1 %氯

化硝基四 氮哇蓝 (N BT )染色 1 5 m in (3 7 ℃士

0
.

5 ℃ )
,

取出后剪下未被染色的心肌梗死区
,

用滤纸吸干
,

称重
,

计算梗死心肌 占全心重的

百分率
。

用 0
.

9 %N S 制备心肌匀浆
,

测定心

肌匀浆中的磷酸肌 酸激酶 (CPK )
、

超氧化物

歧化酶 (S O D )活性
、

丙二醛 (M D A )含量
。

2
.

2 生 化指标的测定
:
S O D 活性 用邻 苯三

酚 自氧化法测定
。

M D A 含量用 T B A 显色法

测定
。

C PK 活性用肌酸量测定法
。

2
.

3 统计学处理
:

所有数据均 以 王士 : 形式

表示
,

各项指标比较采用组间 t 检验
。

3 结果

3
.

1 G C 对缺血 E C G S
一

T 段和心肌梗死面

《中草药》1 9 9 9 年第 3 0 卷第 2 期

积 的影 响
:

缺血组 E C G S
一

T 段抬高 (0
.

96 士

0
.

4 0 ) m V
,

梗 死面 积 为 1 7
.

0 1 %士 3
.

1 6 %
。

G C 大
、

小 剂 量组 和丹 参组 与缺血 组 比 较
,

E C G S
一
T 段 分 别 降 低 5 3

.

1 %
、

1 4
.

6 %和

40
.

6 % ; 梗死 面积分别减 少 24
.

5 %
、

1 7
.

2 %

和 2 2
.

3 %
,

G C 大 剂量组 和丹参组 与缺 血组

比较具 有显著性 差异 (尸< 0
.

0 5 )
,

但 G C 小

剂量组与缺血组 比较无显著性差异 (表 1 )
。

表 1 对缺血 E C G S
一
T 段和心肌梗 死面积的影响

组别
剂量

(m g / k g

动物 S
一

T 段抬高

(只 ) (m V )

梗死面积

(% )

1 一 8 0
.

9 6士 0
.

4 0 1 7
.

0 1士 3
.

1 6

2 一 8 0
.

0 3士 0
.

0 1
“ 赞 0

3 2 5 0 8 0
,

4 5士 0
.

2 6
.

1 2
.

8 5士 2
.

7 4
番

4 1 2 5 8 0
.

8 2士 0
.

4 3 1 4
.

0 9土 1
.

5 3

尽一 鱼 6 贝L/ k g 8 0. 57 土 0. 31
.

13
·

21 士 3. 5 2
.

与第 1 组 (缺血组 )比较
: “

尸< 0
.

05
份 份

尸< 0
.

01

3
.

2 G C 对缺血心肌 SO D
、

M D A 和 CPK 的

影 响
:

缺血 心肌 S O D 和 CPK 活性与假手术

组比分别 降低 25
.

5 % 和 48
.

7 %
,

M D A 则增

加 1 21
.

4 %
。

G C 大剂量组和丹参组与缺血组

比较 CPK 活性分别增加 5 6
.

7 %和 6 5
.

2 %
,

但两组 对缺 血所致 S O D 活性降低和 MD A

含量增高均无显著影响 (表 2 )
。

4 讨论

结扎动物冠脉
,

使其支配区 域心肌 严重

缺 血
,

氧 自 由基 (O FR )生 成 增 多
,

而 清 除

O FR 的酶 (如 S O D 等 )活性降低
,

造成 O F R

堆积
,

OF R 与细胞膜磷脂 中的不饱和脂肪酸

形成脂质过氧化物
,

使膜的结构和功能受到

破坏
,

通透性增加
,

完整性丧失
,

钙离子大量

涌入
,

细胞 内钙超 负荷
,

后者又可促进 O FR

的产生
,

形成恶性循环
。

表 2 对缺血 心肌 S O D
、

M D A 和 C P K 的影响

剂量 动物

(m g / kg ) (只)

SOD

(U / m g蛋白)

1 一 8 6
.

88士0
.

71

2 一 8 9
.

24土1
.

84
“ 资

3 250 8 6
.

65士1
.

37

4 125 8 6
.

13士1
.

24

5 0
.

6 m L/ kg 8 6
.

57士1
.

79

MDA CPK

(n mo l/吨 蛋白) (U /m g 蛋白)
0

.

31士0
.

11 1礴
.

1士 7
.

14

0
.

14土0
.

02
资 赞 27

.

5士3
.

99
赞 号

0
.

21士 0
.

08 22
.

1士7
.

03
补

0
.

27士0
.

07 18
.

1士7
.

63

0
.

23士0
.

10 23
.

3士5
.

19
等

与第 l 组(缺血组)比较 ; 娜 P< 0
.

05
’ ‘

P< 0 01

本室 以 往研 究资料 表 明
,

G C 可提高缺

血再灌 注心肌 S O D 和硒谷胧甘肤 过氧化物

酶的活性
,

降低 M D A 含量
,

减轻心肌超微结

一

1 1 9
.



构损伤
。

本实验结果也表明
,

G C 大剂量 (2 5 0

m g /k g )组 可降低结扎冠 脉所致心 电图 S
一

T

段 抬高幅 度
,

减 小梗死 面积
,

增加心肌 匀浆

CP K 活性
,

进一步证实 G C 对缺血心肌有保

护作用
。

而 G C 小剂量 ( 1 2 5 m g / k g )组则无

效 ; G C Z 个剂量组和丹参组对 S O D 和 M D A

无显著影响
,

这可能与给药次数 (本实验采用

舌静脉一次给药 )有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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茵陈篙汤的抗炎镇痛作用

武警 医学 院药理教研室 (天津 3 0 0 1 6 2) 朱 江
来

宋光明 苗得田 万宗 明 蔡德海 丁全福

摘 要 用 3
.

0 和 1
.

0 9 浸膏 /k 9 2 个剂量进行试验
,

探讨了茵 陈篙 汤的抗炎镇痛效果
。

结果表明
,

茵陈篙汤 可显著抑 制醋酸诱发 血管通 透性增加
,

高
、

低剂量 的抑制率分别为 41
.

2 % 和 22
.

0 % ; 显

著抑 制角叉菜所致大 鼠足肿胀作用
,

最高抑制率分别为 47
.

0 % 和 4 5
.

5 % ; 显著抑制棉球肉芽组织

增 生
,

抑 制率分别为 5 0
.

1 % 和 1 3
.

7 %
;
显 著抑制醋酸诱发的小 鼠扭体反 应

,

抑制率分别为 59
.

8 %

和 3 7
.

5 %
。

提示 茵陈篙汤有显 著的抗 炎镇痛作用
。

美键词 茵陈篙 汤 抗炎 炎性 渗出 组织肿胀 肉芽增生 镇痛

茵 陈篙 汤 (A C T S )主要成 分为茵 阵
、

桅

子和大黄等 〔‘〕 。

有清湿热
、

退黄疽作用
,

临床

上 主要用于黄胆尿少
、

湿疮痰痒及传染性肝

炎 〔2
,

3〕。

但 A C T S 的抗炎镇痛作用未见报道
。

为指导和开 发 A C T S 的临床应 用提供实验

依据
,

我们对其进行了抗炎镇痛的药理实验
。

1 材料

1
.

1 药品
:

茵陈篙汤干浸膏 由天津市药品检

验所提供
,

配制方法
:

取茵 陈 6 0 0 9
、

桅子 50 0

g 和 大黄 2 0 0 9 水 提后 浓缩 得到 干 粉浸 膏

(4
.

19 9 生药 / g )
。

醋酸购于天津化学试剂一

厂
,

批号 9 7 0 41 ; 角叉菜胶美 国 Si g m a 公 司
,

批号 59 C
一

03 28
; 消炎痛购 于天津 医 药公司 ;

谤胺蓝 由 N A C A CA I
,

T E SQ U E IN C 生产
。

1
.

2 仪器
:
A T 25 0 十万分之一 电子天平

,

由

瑞士 M E T T L E R 公司生产
; 72 1 型分光光度

计
,

上海第三分析仪器厂制造
。

1
.

3 动物
:

健康 W is t a r 雄性大 鼠及 昆明种

小 鼠
,

购于中国医学科学院生物制品研究所
,

动物合格证号
:

医动字第 01
一

3 0 01
。

2 方法与结果

2
.

1 对醋酸诱发血管通透性增高的作用
〔4〕 :

选用雄性昆明种小 鼠 (2 O士 2) 9 4 0 只
,

实验

前禁食 16 h (水禁水 )
,

随机分 4 组
,

高剂量组

19 A C T S 3. 0 9 浸膏 / k g
,

低剂量组 19 1. 0 9

浸膏 / k g
,

对照组给生理盐水
,

阳性药为消炎

痛
,

给药后 4 0 m in
,

尾 iv Z%谤胺蓝溶液 0
.

1

m L / 1 0 9
,

3 0 m in 后
,

ip 0
.

6 %醋酸溶 液 O
·

1

m L/ 10 9, 20 m in 后
,

脱颈椎处死小鼠
,

剪开

腹部皮肤
,

用 巧 m L 生理盐水分数次冲洗腹

腔
,

收集洗涤液
,

用 72 1 型分光光度计在 59 0

n m 处 比色
,

测定吸光度 (A )
,

求 出增减百分

率
,

并进行 t 检验
。

结果 19 A C T S 3
.

0 和 1
.

0

g 浸膏 / k g
,

与对照组比较有剂量依赖性抑制

醋酸诱发血管通透性增高 的作用
,

抑制率分

别 为 4 1
.

0 %和 2 2
.

0 %
,

表 明 A C T S 能显 著

抑制血管通透 性增高
,

结果见表 1
。

2
.

2 对角叉菜所致足肿胀的作用〔“
,
6〕 :

选用

A d d r e s s :
Z g h u Jia n g ,

D ep ar t m e n t o f Pha r m a e o lo g y
,

M e d ie a l C o lle g e o f CPA PF
,

T ia n jin

·

1 2 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