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外用辛热中药对急性炎症模型 的影响

南京中医药大学 (2 1。。2 9 ) 刘为民

研究 中药 的抗炎药理 多 沿用 常规 的大 鼠足 肿 士2) 9
,

雌雄各半
,

均 由江苏省实验动物中心 供给
。

胀
、

小 鼠耳廓水 肿
、

大 鼠皮内染料渗出等方法
,

观察 2 方法与结果

药物对急性炎症模型 的血管通透 的影响
。

而我们在 Zd 对角叉菜胶诱发大 鼠足肿胀的影响
:

取大 鼠

研究药性辛热芳香的 中药膏贴剂时
,

在此类模型上 40 只
,

随机分为 4 组
,

雌雄各半
,

每组 10 只
,

分别为

外用 出现了与预期效果相反的结果
,

兹报道如下
。

凡士林组
、

等剂量组
、

1/ 2 剂量组 和 地塞米松组 (sc

1 材料 0. s m g /k g ) ; 各组大 鼠右 后 足 涂抹相对应 的药裔

1
.

1 药物
:

止痛贴膏由 肉桂
、

丁香
、

细辛
、

川 乌
、

天南 0
.

5 9
,

并用纱胶布 固定 l h 后 去掉药膏
,

每鼠右后足

星
、

樟脑
、

冰片 等药材研细 粉
,

加凡士林调和 成软膏 拓 sc l%角叉菜胶 0
.

1 m L
,

测定致炎后 1
、

2
、

3
、

4
、

s h

状
,

分别为等剂 量 (药粉
一

凡士林 = 1 :

1) 和 1 /2 剂量 足肠圆周长
,

以致炎前
、

后足肠 圆周长之差表示足肿

(药粉
一

凡士林 ~ 1 :

2)
。

胀程度
,

结果见表 1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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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动 物
:

W is ta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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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C R 小 鼠 (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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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凡士林组 比较
: “

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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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实验中发现用止痛贴膏的各个剂 量组的大鼠足

踌发红
、

肿胀均较凡士林组明显
,

更 比地塞米松组 明

显
,

随着 明间延长
,

止痛 贴膏组与凡士林组 比较 尸<

0
.

05
,

即说明局 部涂 用此药膏促进 了大 鼠足趾 的炎

性肿胀
。

为进一步观察外用止痛膏类药物对此急性炎症

模型 的影 响
,

我们取赓香追风膏 (广东湛江卫生材料

厂 生产 )用石 油醚洗脱下胶膏配制成外涂药膏
,

再次

进行 了角叉菜诱发大 鼠足 肿实验
。

结果 与上述情况

相似
,

局部涂用 了寮香追风膏提取物 的 鼠足 致炎 后

红 肿胀更剧烈
。

2
,

2 对 巴豆油诱发小 鼠耳廓肿 胀的影 响
:

取雄性小

鼠
,

体重 (25 士4) 9
,

随机分为 3 组
:

凡士林组
、

止 痛

贴膏组
、

肤轻松 阳性对照组
。

每鼠于左耳廓均匀涂 巴

豆油 剂 40 拼L
,

右耳作对照
,
0

.

s h 后分别涂布凡 士

林
、

止痛贴膏
、

肤轻松各 50 拌L
。

4 h 后脱椎处死
,

剪

下 小 鼠耳廓
,

用 直径 s m m 的穿孔器将耳廓 圆片取

下
,

称重
。

练果 (表 2) 表 明
:

止痛膏对 巴 豆油诱发小

鼠耳廓肿胀 非但没 有 明显抑制作用
,

还 有促进肿 胀

△尸< 0
.

0 5

的趋势
。

表 2 对 巴豆 油诱发小鼠耳廓肿胀的影响 ‘士
: )

组别 动物数 两耳重 量差 (m g )

凡 士林组 1 0 1 1
‘

5 3 士 5
.

6 9

止痛贴膏组 10 13
.

59 士 7
.

94

肤轻松组 1 0 5
.

3 0 士 2
.

1 8 二

与凡士林组比较
: ‘ ’

尸<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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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3 对组 织胺所致大鼠血管通 透性 改变的影响
:

取

雄性 SD 纯系大鼠 3 0 只
,

随机分组
,

每组 10 只
,

分为

止痛贴膏组
、

凡士林组和 扑尔敏组
。

各组大鼠背部脊

柱两侧分别 sc l 拌g / m L 的组胺各 0. O5 m L
,

立即 阴

茎背 iv l% 的伊文 氏蓝 4 m L / kg
,

在 注射组胺部位

涂抹凡 士 林
、

止 痛贴膏各 10 0 拌L
,

扑尔敏组 iP 50

m g /k g
。

15 m in 后 断头剥皮
,

剪下 着色 皮肤 放人丙

酮
一

生理盐水 ~ 7 : 3 的溶液内浸泡 48 h 后离心 比色

以一 6 1 0 n m )
,

结果 止痛贴膏对组胺所致 的毛细血 管

通透性 的增加无抑 制作用
,

反而还有 促进作用 的趋

势 (表 3)
。

3 讨论

刘为 民 1 9 7 7 年毕业于南京 中医药大学 中医专 业
, 1 9 8 2 年获北京 中医药 大学 中药专业硕 士学位

,

副教授职称
。

从事
研究中医药治疗 风湿类 疾病

,

研制成功 中药三类新药
“

复方南 星止痛膏
” ,

发明
“

多层复合膜膏药贴 ”专利
,

现任南京中医药大

学制药厂厂长
。

·

1 2 6
.



表 3

组别

对组胶所致大眼血管通透性的影响

动物数 给药途 径 吸 收度 (牙士 s)

凡士林组
止痛贴膏组

扑尔敏组

l 0

1 0

1 0

外 用

外 用

外用

0
.

2 0 9士 0
.

0 5 9

0
.

2 3 8士 0
.

0 4 8

0 11 6 士 0
.

0 4 5
.

与凡士林组比较
: ’ 甚

尸< 0
.

05

我们在临床上用丁香
、

肉桂
、

细辛
、

棒脑
、

天南 星

等辛温药为主制成外贴青剂
,

治疗骨性关节炎
、

风湿

性关节炎等多种肌肉关节 炎性疼痛取得很好疗效
,

纵观古今各种治疗
“
痹证

”
筋骨痛的膏药也大多数用

此类辛温走窜
、

温经活血
、

通络止痛的药物
。

在按现

代药理研究其机制时
,

用抑制血管通 透性
、

减 少肿胀

的抗炎指标 时却发生 了相矛盾之处
,

何 以解释 呢? 按

中医理论
,

辛热之性 的药多具有发散活血
、

温经通 阳

作用
,

而且部分药有
“
发 赤

”
作用

,

即敷于皮肤会使局

部发红
,

甚至 发肿起泡
。

民间有用发泡疗法治疗寒性

关节炎或 阴疽 (深部脓肿 )之经验
,

此 方法不 能直接

治疗
“
热痹

”
和红肿热痛在表皮 的

“
阳疽疮疡

” 。

而 用

角叉菜等致炎剂引发的大 鼠足肿胀是典型的热证肿

痛
,

故用此模型来验证辛热药为主 的止痛贴膏的
“
抗

炎
”
作 用是 不妥的

。

辛热之性 的药物外敷治疗骨性关节 炎
、

风湿痛

等除了部分有效成分吸收人血发挥疗效外
,

主要的

可能是对局部一定量的刺激
,

轻微的
“
发赤

” ,

通过机

体神经
一

体液途径 而导致机体本身的抗 炎物质 (如肾

上腺皮质激素等 )增加释放 ;或者通 过调节免疫功 能

而 发挥疗效
。

所 以
,

在开发研究辛热药为主的外用剂

时
,

不宜选 用大鼠足肠肿 胀
、

小鼠耳廓水肿
、

皮内染

料渗出等炎症模型
。

(1 9 9 8
一

1 0
一 1 9 收稿)

魔芋多糖的抗衰老作用

中 国药科大 学生化研究室 (南京 2 1 0 0 0 9) 古元冬 史建勋 胡率逸

魔芋 A m 口

rP h oP h a ll “: k o
nj ac K

.

K oc h 为夭南星

科多年生草本植物药翁的块茎
,

可人药
,

有多 种生物

活性
〔幻 。

近年来人们对其中所含贮备性多糖魔芋多

糖 (S K G M )进行 了研究
,

但 主要集中在 化学结构及

分析 上
,

其详细 的生物活性研究尚未见有报道
,

我们

自行制备了 SK G M 并观察了其抗衰老作用
。

1 材料和方法

1
.

1 动 物
:

昆 明种小 鼠
,

体重 (19 士 2) 9
,

本校 动物

室提供
。

1
.

2 药 品
:

白魔芋精粉由南京 军 区总 医院 惠 赠
,

SK G M 由本室 自行制备
,

从白魔芋精粉中得到 的多

糖经酶解 乙醇分级沉淀得到一种溶解性很好的魔芋

多糖 (S K G M )
。

此多糖经 S e p h a r o s e 4B 柱及薄层 电

泳为单一对称峰和单一区带
。

绞股蓝总昔 (G Y )由

本校植化室惠赠
。

其余试剂为市售分析纯
。

1
.

3 动物分组 及给药
:

昆 明种 小 鼠 50 只
,

雌 雄各

半
,

按体重 随机分为 5 组
,

每组 10 只
,

即对 照组
,

模

·

型 组
、

G Y 组
,

S K G M 低 剂 量 组 (简 称低 剂组 ) 及

SK G M 高剂 量组 (简称高剂 组 )
。

对照组 p 。 生理 盐

水 ; 模型组 po 生 理盐水
,

同时 iP D
一

半乳糖 5 9 / (k g

·

d ) ; G Y 组
、

低剂组
、

高剂组给药类似模型组
,

只是

分别用 2 0 0 kg / (k g
·

d )G Y 生理盐水液
、
5 0 m g / (k g

·

d ) SK G M
、

15 0 m g / (k g
·

d )SK G M 代替 生 理盐

水
,

给药方式相 同
。

连续给药 1 个月
,

各组小 鼠同时

剖杀
。

分别取全血
、

血清
、

肝脏及脑测 定各指标
。

1
.

4 测定
:

取小 鼠全血测定谷脱甘肤过氧化物酶

(G SH
一

Px )活力
〔2〕 ;取血清测 定胆固醇 (e h )含量

〔3 〕
及

过氧化脂质 (LPO )含量川 ;取小鼠肝脏制成 1%肝匀

浆测 定过 氧化氢酶 (CA T )〔5〕及超 氧化物歧化 酶

(SO D )活力 ; 取脑制成 1写脑匀浆测定脑单胺氧 化

酶 B (MA O
一
B )活力

〔6 〕。

2 结果

2
.

1 S K G M 对小 鼠血 G SH
一

P x
活力 及

e h
、

L PO 含

量 的影 响
:

结果见表 1
。

表 1 对小鼠血 G SH
一
P X 活力及 ch

、

L PO 含t 的影响任士
: )

组别

对照

模型
G Y

低剂

高剂

动物 剂量 (m g / k g ) G S H
一
P x 活力 L PO

5 0 00

2 0 0

5 0

1 5 0

1
.

7 9士 0
‘

2 2

0
.

9 7士 0
.

2 2
份

2
.

4 8士 0
.

2 9 △

2
.

7 1士 0
.

2 8△

2
.

7 9士 0
.

2 2△

1
.

4 1 士 0
.

0 5

1
.

84 士 0
.

0 9 关

I
·

4 1士 0
.

1 1△

1
.

5 3士 0
.

2 0 △

1
.

3 0士 0
.

1 2△

4
.

6 9 士 0
.

3 4

7
.

1 2 士 0
.

6 6
.

3
.

3 3 士 0
.

5 1△

3
.

9 2 士 0
.

3 9 △

3
.

0 3士 0
.

63 △

00000
1111,1L11工

与对照组相 比
: 祷

尸< 0
.

01 ; 与模型组相 比
: △尸 < 。

.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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