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织增生抑制率分别为 50
.

1 %和 13
.

7 %
,

其中

高剂量组的效果优于大黄生品的作用
; 高

、

低

剂量的 A C T S 对醋酸诱 发的小 鼠扭体反 应

抑制率分别为 59
.

8 % 和 37
.

5 %
,

其 中高剂量

组的效果优于文献 中大黄的作用
。

A C T S 既

可抑制炎症早期 的水肿和渗出
,

又可抑制炎

症 晚 期 的 组 织 增 生 和 肉 芽 组 织 的 形 成
,

AC T S 的抗炎效果在相 同给药时间下
,

优于

大黄或桅子 ; 可能与复方之 间的协 同作用有

关
,

A C T S 的抗 炎机制可能与增强机体 免疫

功 能有关
,

有报道 A C T S 可增 加 白细 胞数
,

提高 T 细胞活性
,

特别是 对免疫抑制机体的

T 细胞有促进转化作用
〔‘幻 ,

但更详细 的作用

机制有待进一步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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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味子对心肌力学和心率的影响

天津中医学院生理教研室 (3 0 0 1 9 3) 刘菊秀
带

苗 戎 陈 静 高 岚

摘 要 iv 40 % 五味子 l m L /k g 对家兔心肌力学 有明显影响
,

使左心室 内压峰值 (L V SP)降低
,

左

心室 内压最大上升速率 (d p / d t
o a二

)减慢
、

左 心室 内压 下 降速率 (d p / d t
。;。 )减慢

、

左心 室舒张末期 压

(L V E D P) 升高
、

压力
一

压力变化速率环 IP (P
一

d p / dtm
a二

)缩 小
,

等容 收缩期段 向左下方移位
,

心 率减

慢
,

说 明五味子提取液具有抑制 心肌收缩性能
,

减慢 心率的作用
。

关键词 五味子 心肌力学 心率

五 味 子 采 用 木 兰 科 植 物 北 五 味 子 60 %
,

挥发 乙 醇 后 的五 味 子溶 液
,

用 PH S
-

S ch is an d ra : hl’ne ns i: Bail l的成熟果实
。

北五 29 C 型酸度汁 (天津第四光学仪器厂 )测定其

味子性味酸
、

甘
、

温
,

归肺
、

心
、

肾经
,

具有敛肺 pH 值为 2
.

9
。

为去除五味子液 中各种有机酸

止 咳定喘
、

滋 肾涩精 止泻
、

益气 生津敛 汗之 对心血管活动的影响
,

用 N a O H 溶液 中和有

功
,

用于气阴两伤所致的心悸怔忡等证印
,

现 机酸
,

直至配制成浓度为 40 % (1 0 0 m L 溶液

代研究报道
,

10 0 %煎剂对正常及麻醉兔有降 中含五 味子生药 40 9 )
、

pH 为 7
.

4 的五味子

压作用
‘2〕 ,

我们探讨 了五味子提取液对心肌 溶液
,

灭菌后置 4 ℃冰箱 内保存备用
。

收缩性能及心率的影 响
。

1
.

2 仪器
:
A BC 5 1 0 0P 型微 型计算 机 (长城

1 材料 计算 机深圳公司生产 )
,

M PA
一

V 型多道 生物

1
.

1 五味子煎剂
:

天津中医学院门诊部提供 信号分析系统软件包 (第四 军医大学研制)
,

北五 味子 的成熟果实
,

由天津 中医学院 中药 压力传感器
,

生物 电信号传感器等
。

系 白宝诚 副教 授鉴定
。

以 水提 取 乙醇 沉淀 2 方法与结果

法 〔” 制 备 五 味子 溶 液
,

其 中酒 精 的浓 度 为 健康大耳 白家兔 8 只
,

体重 (2
.

2 士 0
.

2)

,
A d d r e s s :

L iu Ju x iu
,

D e p a r t m e nt o f Physio lo g y
,

T ia n jin C o lle g e o f T r a d itio n a l C hin e s e M e d iein e
,

T ia n jin

.

1 2 2
.



k g
,

雌雄不拘
。

30 m g /k g 戊 巴 比妥钠静脉麻 d tm
a 二

)
、

左 心 室 内 压 下 降 速 率 最 低 值 (d p /

醉
,

行 气 管 插 管
,

分 离左 颈 总动 脉
,

将 内径 d tmi
n

)
、

左心 室舒 张末期 压 (L V E D P )
、

压力
-

1
.

5 m m 尖端开 口聚氛 乙烯塑料心导管 自左 压力变化 速率环 IP (P
一
d p / di tna

二

), 同步描记

颈总动脉逆行插人左心室腔 内
,

心导管连通 标准肢体 导联 l 心 电图
,

测量 R
一
R 间距

,

显

压力传感器
,

后者将信号输人 M PA
一

V 型多 示器 自动显示 出心率 (H R )的数值
,

以上数据

道生 物信号分析系统 的 L V P O合室 内压 )压 均作为正常对照值
。

然后 自耳 iv 40 %五味子

力放大器系统
,

同时将标准肢体导联 l 的心 液 l m L / kg
,

推药速度要缓慢
,

否则心跳可 以

电信号输人 M PA
一

V 型多道生物信号分析系 骤停
,

于给药后 。
、

5
、

10
、

20 m in 分别采样观

统的多功能放大器系统
,

再 经 A B C 5 1 0 oP 微 察上述指标的变化
,

结果见表 1
。

五味子对左

机 系 统 处 理
,

即 可 测 量 左 心 室 内压 峰 值 心室 内压 变化 的影 响 见 图 1
,

对 IP (P
一

d p /

(L V S P )
、

左 心 室 内压 最 大 上 升 速 率 (d p / d tm
。二

)的影响见图 2
。

表 1 五味子对心肌力学和 心率的影响‘士s)

观察指标 给药前 给药后 (m in)
0 5 1 0 20

L V SP(kPa ) 1 7
.

2 3士1
.

67 13
.

0 6士 3
.

35
苦 “ 份

15
.

20 士1
.

6 1
份

二 15
.

68士 1
.

4 6
协

1 5
.

6 2士 1
.

68二
d P/ d tma

二
1 1 65

.

8 3士 29 1
.

03 66 3
.

6 3士 3 32
.

4 5
‘ 畏

8 57
.

25士 32 3
.

5 8
‘

916 0
.

6 0士 3 50
.

78
’

8 20
.

48土 3 46
.

1 1
伪

d P/ d t血
。

一 61 0
.

08 士1 84
.

7 8 一 32 4
.

4 0士1 20
.

65 “
“

一4 5 6
.

68士 18 2
.

6 0 ’

一4 6 8
.

92士 1 95
.

07
“

一 4 16
.

2 0士 1 79
.

1 0
‘

L V E D P(kP a ) 一 0
.

1 8士 2
.

5 9 4
.

55士 4
.

1 8
赞 4

.

2 1士 4
.

18
“

3
.

91士 3
.

87
.

4
.

9 3士3
.

2 0
公

IP(P
一
dp / d t .

x
) 9

.

44士 2
.

4 0 5
.

0 9士 3
.

1 1
‘ “

5
.

64士 2
.

85 ” 5
.

63士 3
.

30
. 5

.

3 8士 3
.

7 6
“

H R (m in ) 2 8 8
.

6 9士 3 3
.

38 28 0
.

7 7士3 2
.

3 7
价

27 5
.

43士 28
.

23
怪 铃

27 6
.

00士 30
.

16
“

2 70
.

0 8士3 8
.

77 苦 苦

给药后与给药前比较
: ‘

P( 0
.

0 5
荟 任

P( 0
.

01
’

“ P( 0
.

0 0 1

图图口酬图目 厂厂厂
...

)))

A
一

正常对照 B- 给 五味子液即刻

圈 1 五味子对左心 室内压变化的影响

从表 1 及 图中所见
,

iv 40 %五味子后 可

使 麻醉兔 立 即出现心肌 力学 的改变
,

L V SP

(k P a ) 降 低
、

d p / d t m
。二

减 慢
、

d p / d t m
i。

减 慢
、

L V E D P (k Pa )升高
、

IP (P
一

d p / d t m
a二

)缩小
,

等

容收缩期段向左下方移位
,

心率减慢
,

上述各

种变化持续至 2 0 m in 尚未恢复正常
,

而且给

药前后差异显著或非常显著
。

3 讨论

左室 内压最大上升速率 d p / d tm
a x

常作为

评价心肌收缩性能的指标之一
〔4 , 。

一d p / dt 俪

《中草药 》1 9 9 9 年第 3 0 卷第 2 期

A
一

正 常对 照 B
一

给五味子液即刻

图 2 对 IP (d p / d t~ )的影响

是等 容舒 张期室 内压最大下降速度
,

反映心

肌舒张对心肌收缩成分 (C E )延长的最大速

度
,

也是研究心功能常用指标之一
,

左心室终

末舒张压 (L V E D P )表示左心室前负荷
,

同样

是分析心功能的重要参数
。

当 d p / d tm
a x

改变

时
,

IP (d p / d t m
, 二

)也出现变化和移位 〔5〕。

iv 40 %五味子提取液
,

L V SP 下降显著
,

d p / d t m
a 、

上 升明显减 慢
,

d p / d t m
i。

下 降也明显

减慢 (负值减 小 )
,

IP (d P / d tm
。二

)显著缩小
,

并

且等容收缩期段 向左下方移位
。

L V E D P 升

.

1 2 3
·



高表 明左室舒张功能下降
,

同时由于心肌 收

缩力减弱
,

L V SP 降低
,

心缩期每搏输 出量减

少
,

心缩末期存 留在心室 内的血量增多
,

加之

静脉 回流量
,

导致 心舒末 期血量 增多
,

也使

L V E D P 升高
。

上述指标变化持续到药后 20

m in 尚 未 恢 复 正 常
。

表 明五味子对心肌收

缩 性能有 直 接 抑 制 作 用
,

且决 非是一 过性

的
。

上述结果可能由于五味矛直接阻断心肌

细胞膜上 p
,

受体
,

使心肌细胞膜对 C a Z+ 通透

性降低
。

C
Z十是兴奋

一

收缩祸联 的媒介
,

心肌细

胞 兴奋 时 C a 2+ 内流减 少
,

致 使兴奋
一

收缩 祸

联作用减弱
,

心肌收缩力则减弱 ‘6 〕,

因而在本

实验中出现心肌收缩力减弱的一系列力学指

标的变化
。

此外
,

C a 2+ 内流减少
,

可使慢反应

自律 细胞特 别是窦 房结 自律 细胞 自律性 降

低 〔6〕 ,

因而心率减慢
·

五味子临床常用剂量为每 日 2 ~ 6 9
,

特

别是重用五味子的方剂 中
,

每 日用量达 1。。 g

之多
,

应警惕剂量过大而出现 中毒现象
〔7〕 ,

尤

其注意对心脏的抑制作用
。

另外
,

诸多因六引

起的心肌收缩过强
,

心动过速
,

导致心肌耗能

量
、

耗氧量过多时
,

适量的五味子可能改善心

肌收缩性能
,

减少耗能量及耗氧量
,

有利于恢

复心肌的正常功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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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芍多糖的提取及其免疫活性研究 △

江西 中医学 院 (南 昌 3 3 0 0 0 6) 罗永明
么

余 日跃 朱 英

伞 形 科 植 物 茶 芍 L ig u stic u m 、in e n s己 O liv

cv
.

Cha xi on g 是江西特产中药之一
,

具有 行气活 血
、

祛风止痛之功效
。

我们先后从中分离了 21 个化学成

分
〔‘一 3〕 ,

并进行了心血管
、

抗惊厥等方面 的系统药理

研究
〔‘

,

5〕
。

民间将茶芍与茶 叶一起泡水饮用
,

有 防病
、

健身
、

强壮作用
,

我们 又对茶芍中含量较高的水溶性

成分茶芍多糖进行了提取分离 和免疫活性 的研究
。

1 实验材料
1

.

1 药材
:

茶芍药材购 自江西省瑞 昌市 医药公 司
,

由我院 中药 鉴定教研室张 治针老师鉴定 品种
。

1
.

2 动 物
:
Bal b /

。
小鼠由江西省 医学实验动物 中心

提供
。

1
.

3 试剂和药 品
: “H

一

T d R 为中 国原子能 研究所 出

品
,

R PM I
一
1 6 4 0 培养 基 为 G IBCO 产 品

,

环 磷 酞 胺

(C y )为上海第十二制药 厂产 品
,

植物凝集素为 中国

医学科学院出品
,

所用 化学试剂均为分析纯
。

1
.

4 仪器
: FJ

一
2 1 OIG 双道液体闪烁计数器

,

二氧化

碳孵箱 ; 72 1 型分光光度计
。

2 方法与结果

2
.

1 茶芍 多糖的提取分离
:

将茶芍药 材切成薄片后

加 9 5 % 乙醇回流提取
,

药 渣挥千 溶剂后用沸水提取

3 次
,

每次 3 0 m in
,

合并 3 次滤液
,

浓缩 至相 当于 生

药量 1 : 1 的流浸 膏
,

加 3 倍量 的 95 % 乙醇沉淀
,

放

置 12 h 后离 心
,

滤 出沉淀
,

干燥后 加水溶解
,

用 S e -

va g 法除去蛋 白质
,

除至苟三酮反 应呈阴性
。

加 95 %

乙 醇 至含醇量 为 80 %
,

放置过夜
,

将析 出的沉淀过

, 罗永 明
1 9 8 : 年
咖

于江西 中医学院药学系药学专 业
,

1。8 8 年中药学专业研究生毕业并获得硕士学位
。

现任 江西 中

医学 院药学系教授
。

一直从事 中草药活性成分的研究
。

主持 国家 自然 科学 基金课 题 2 项和卫 生部 青年科 学研究 基金 及江 西
省 自然科学 基金课题多项

。

参加 了国家医药科技攻关计划
“
1 0 3 5 工程

”

项 目等重大课题的研究工作
。

近年主要研 究成果
“

中

药 茶芍化学成分及拮抗谷 氨酸神经毒性的研究
”

获 江西省科技 进步三等奖
。

发表学术论文 30 余篇
。

△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 资助项 目

.

1 2 4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