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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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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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2 SK G M 对小鼠肝 SO D
、

CA T 活力 的 影 响
:
结

果见表 2
。

裹 2 对小眼肝 SO D 和 C A T 活力的影响‘士s)

组别 动物 荆童(m g /k g ,

d) SO D 活力 CA T 活力

对照 1 0 一 13 3士 7 2
.

0 3士0
.

24

模型 10 50 00 11 5士 8
.

1
.

3 6士0
.

15
.

G Y 10 20 0 17 7士1 2△ 2
.

0 6士0
.

11△

低荆组 lq
,

50 17 8士, △ 1
.

70士0
.

21△

高荆组 金少 一5 0 16 8士 10△ 1
.

96士 0
.

16△

与对照组相比较
: ’

P< 0
.

0 5 , 与模型组相比较
:△尸< 0

.

01

2
.

3 SK G M 对小 鼠脑 MA O
一

B 活力的影响
:

结果见

表 3
。

裹 3 对小暇脑 MA O
一
B 活力的影响‘士s)

组别 动物 剂t (m g / k g
,

d) M A O
一
B 活力

对 照 1 0 一 1 9
.

4 2土2
.

9 3

模型 1 0 50 00 2 8
.

0 0士4
.

2 8
.

G Y 1 0 2 00 2 2
.

9 1士 1
.

4 5△△

低剂 组 1 0 5 0 2 7
.

6 6士 2
.

3 2

高剂 组 1 0 1 5 0 2 3
.

7 4士 1
.

4 2△

与对照组相 比较
: .
尸< 。

.

01

与模型组相 比较
: △尸< 0

.

05 △△尸< 0
.

01

3 讨论

从研究结果可 以看出
: ip D

一

半乳糖 5 9 /( k g
·

d) 连续 1 个月可 明显 导致小 鼠衰老
,

表现在衰老相

关因素相对于对照组来说均发生极显著变化 (尸 (

0
.

0 1 )
。

G Y 的抗衰老作用 目前 已得到大多数人认

可
,

本实验结果支持这一观点
,

因为 G Y 组各老化相

关指标相对于模型组来说均发生极 显著变化 (P (

0
.

0 1 )
。

SK G M 亦表现 出良好的抗衰老作用
,

其给药

剂 t 仅为 G Y 的四分之一却能达到与 G Y 相 当的效

果
。

SK G M 对老化相关指标的影 响表现在对 G SH
-

P x 、

CA T
、

SO D 及 LPO 的影响尤为突出
,

而 以上指

标均与体内自由基有关
,

这提示 SK G M 抗衰老作用

与清除体内自由基有关
。

SK G M 作为一种颇有 开发利用 前景的多糖
,

具

有 以下优点
: 1

、

水溶性好
,

溶液粘度低 ; 2
、

给药方式

为 口服
,

安全方便 ; 3
、

给药剂量小
。

关于 SK G M 的其

他生物活性将另文报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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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花黄色素对家兔血浆纤溶酶原激活剂及抑制剂水平的影响

新疆 自治区人民医院临床药学研究所 (乌鲁木齐 8 3 0 0 0 1) 李江伟
农

红 花黄色 素 (s a ff lo w y e llo w
,

SY )为红花中的

有效部位之一
。

红花作为活血化央
、

治疗冠心病等心

脑血管疾病 的药物广泛使用
,

但对其作用机制尚未

明确
。

近 年来
,

一 些学 者发现 SY 具有抗血 栓作

用
〔习 ,

为 了更好地 了解它的作用机制
,

我们测定 了家

兔血浆中组织 型纤溶酶原激活 剂 (ti ss ue p las m in 。-

g e n ae t iv a to r , tPA )及抑制剂 (p la sm in o g e n a e tiv a to r

in hi bi to
r ,

PA D 活性变化的情况
,

并对家兔血浆纤溶

面积与 tP A 及 PA I之间的相关性作了研究
。

1 材料与方法

1
.

1 动物
: 日本大耳白兔

,

体重 2 ~ 3 k g
,

雌雄不拘
。

分成 6 个剂 量组
,

每组 3 只
。

1
.

2 药物
: SY 由新孤北庭天然红花色素厂 出品

。

以

生理盐水溶解
,

配成所需浓度
。

1
.

3 仪器
: BT

一
3 型酶标仪

,

北京市新技术应用研究

所产 品
,

T C L 型高速离心机
,

中科院物理所产 品
。

1
.

4 方法
:

家兔静脉采血后
,

将不 同浓度 的 S Y 溶

液分别以恒速 由家兔耳缘 iv O
.

s m L /k g 体重
。

给药

结束后 Z h
,

采血测定给药前后 的 tP A 及 PA I 活性

及血纤维蛋白平板纤溶 活性
,

以纤溶面积表 示
〔幻 。

采

集的血分别加构椽酸钠抗凝处理并分离血浆 用上海

医科大学分子遗传室提供的发色底物试剂盒及方法

测定 t PA 及 PA I 活性
.

相关性计算及检验按统计学

方法进行
。

2 结果

2
.

1 血浆 tP A
、

PA I及纤 溶活性
: S Y 能显著提高家

兔血浆 tP A 活性
,

并能降低 PA I 活性
。

当剂量达 到

75 m g / k g 时
,

作用十分显著
。

给 SY 后家兔血浆纤溶

李江伟 男
,

31 岁
,

生化专业 硕士学位
,

助理研究员
。

目前主要从事生化药物及 相关领域的科研工作
。

完成的新疆 自治
区科委课题

“

酪氮酸酶在治疗 白瘫风药物 和美容药物方面的研究与应用 ”获得 自治 区科技进步 二等 奖
。

.

1 2 8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