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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　探讨三七对烫伤大鼠脂质过氧化的保护作用。 方法　采用大鼠 40% 体表面积 ( TBSA ) Ⅲ 度烫伤
模型 ,检测大鼠严重烫伤后脑组织内丙二醛 ( MDA)、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 ( GSH-Px ) 和超氧化物歧化酶 ( SOD)

的改变以及三七对烫伤大鼠的保护作用。 结果　 40% TBSAⅢ 度烫伤后大鼠脑组织内 M DA显著升高 , GS H-Px

和 SOD活力显著降低 ,三七治疗组大鼠脑组织内 MDA含量显著降低 , GSH-Px和 SOD活力显著升高 ,与单烫伤

组比较各指标均有显著性差异。 结论　烫伤后脑组织内脂质过氧化增强 ,抗氧化能力减弱 ,三七具有较强的抗氧

化、抗自由基损伤的保护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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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七 Panax notoginseng ( Burk. ) F. H. Chen

为我国名贵药材 ,有着广泛的药理作用 ,传统用于活

血祛瘀、消肿止痛以及某些出血性疾病的治疗。近年

来关于三七在心脑血管保护、抗衰老及免疫方面的

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 ,有些研究已深入到分子水平 ,

但三七注射液对烫伤大鼠脂质过氧化的影响尚少见

文献报道 ,本研究通过 ip三七以观察其对烫伤大鼠

脂质过氧化的影响及保护作用。

1　材料和方法

1. 1　药物:三七注射液 ,梧州第三制药厂生产 ,批号

920321。

1. 2　动物: 健康 Wistar大鼠 85只 ,雌雄兼用 ,体重

( 250± 30) g ,由湖北省医学科学院实验动物中心

提供。

1. 3　方法

1. 3. 1　模型制作 [ 1]:单烫伤组和三七治疗组用 8%

硫化钡脱去 Wista r大鼠背部约 40% 体表面积

( TBSA) 的毛 ,洗净擦干 , ip 10% 水合氯醛 300

mg /kg麻醉 ,大鼠背部脱毛区置沸水中烫伤 16 s,

造成大鼠背部 40% TBSAⅢ 度烫伤 (病理切片

证实 )。

1. 3. 2　动物分组及给药:将大鼠随机分为正常组 ( 5

只 ): 不烫伤 ,以等容量生理盐水代替药物 ;单烫伤组

( 40只 ): 烫伤后 ip等容量生理盐水 ;治疗组 ( 40

只 ):在大鼠烫伤后补给生理盐水抗休克的同时 , ip

三七注射液 150, 70, 35 mg /kg ,以后每 8 h给药

1次。

1. 3. 3　组织匀浆的制备 [ 2]:分别于烫伤后 4, 8, 24

和 48 h活杀大鼠取出脑组织 ,准确称取 1 g ,用生理

盐水制成 10% 组织匀浆液备用。

1. 3. 4　观察指标及方法: 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

( GSH-Px ) 测定采用 DTN B直接法
[ 3]
; 丙二醛

( MDA) 测定采用比色法 (体外法 )
[ 4]
;超氧化物歧

化酶 ( SO D)测定采用邻苯三酚法
[ 5]。

1. 4　统计学处理: 应用 SAS统计软件包进行 t

检验。

2　结果

2. 1　实验发现 150 mg /kg 三七注射液使大鼠致

死 ,而 35 mg /kg三七注射液对烫伤大鼠进行治疗

后与单烫伤组比较无显著性意义 ( P> 0. 05)。

2. 2　 GSH-Px的变化:单烫伤组大鼠 GSH-Px在烫

伤后 4 h开始降低 ,与对照组相比有显著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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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 0. 05) ;三七治疗组与单烫伤组各时相点相比

GSH-Px逐渐升高 ,有显著性差异 ( P < 0. 05) ,结果

见表 1。
表 1　对大鼠脑组织匀浆 GSH-Px的影响 (x± s)

组别 n
剂量

( mg /kg)

GSH-Px (ng /mg)

4 h 8 h 24 h 48 h

对照 5 - 58. 61± 0. 83

单烫伤 40 - 55. 44± 0. 86* 52. 56± 1. 11* 49. 08± 0. 81* 46. 56± 0. 83*

三七 40 70 58. 08± 1. 34△ 61. 09± 0. 81△ 63. 64± 1. 17△ 65. 85± 0. 99△

　　与对照组比较: * P < 0. 05

　　与单烫伤组同时相点比较: △ P < 0. 05

2. 3　 MDA的变化:单烫伤组大鼠脑组织中 MDA

在烫伤后 4 h开始升高 , 48 h达到高峰 ;与对照组比

较有显著性差异 ( P < 0. 01) ;三七治疗组与单烫伤

组各时相点相比 , M DA均显著性降低 ( P < 0. 01) ,

结果见表 2。
表 2　对大鼠脑组织匀浆 MDA的影响 ( x± s )

组别 n
剂量

( mg /kg)

M DA ( nmol /mg )

4 h 8 h 24 h 48 h

对照 5 - 6. 05± 0. 19

单烫伤 40 - 6. 58± 0. 13* 7. 75± 1. 64* 9. 23± 1. 47* 13. 36± 1. 87*

三七 40 70 2. 57± 0. 30△ 2. 94± 0. 31△ 3. 00± 0. 47△ 3. 24± 0. 80△

　　与对照组比较: * P < 0. 01

　　与单烫伤组同时相点比较: △ P < 0. 01

2. 4　 SOD的变化:单烫伤组大鼠烫伤后 4 h脑匀

浆 SOD活性开始降低 , 48 h后降到最低 ,与对照组

相比有显著性差异 ( P < 0. 01) ;三七治疗组与单烫

伤组相比 , SOD活性在伤后各时相点均显著高于单

烫伤组 (P < 0. 01) ,结果见表 3。
表 3　对大鼠脑组织匀浆 SOD的影响 (x± s)

组别 n
剂量

( mg /kg)

SOD (μ/m L)

4 h 8 h 24 h 48 h

对照 5 - 4. 84± 0. 5

单烫伤 40 - 3. 58± 0. 59* 2. 66± 0. 50* 1. 99± 0. 28* 0. 83± 0. 52*

三七 40 70 4. 26± 0. 39△ 4. 58± 0. 63△ 4. 64± 0. 67△ 4. 91± 0. 66△

　　与对照组比较: * P < 0. 01

　　与单烫伤组同时相点比较: △ P < 0. 01

3　讨论

烧伤基础研究 [6 ]表明皮肤烧伤后创面深度并非

静止不变 ,在早期仍有一个进行性损害的过程 ,尤其

是在烫伤后 24 h内 ,血管通透性增高和微血栓形成

是创面发生进行性损害的重要原因。主要脏器中

MDA升高 , SOD降低 ,表面伤后体内脂质过氧化增

强在脏器损害中起重要的作用。 MDA是氧自由基

与生物膜多聚不饱和脂肪酸发生脂质过氧化的产

物 ,其产生的量与氧自由基的量相平行 ,因而测定

MDA的量可反映氧自由基的水平 ,由于脑组织几

乎不含过氧化氢酶 ,而含较多的 GSH-Px ,因此

GSH-Px是脑内重要的抗氧化酶之一 ,其功能是清

除过氧化氢及脂质过氧化物。

三七注射液中的有效成分为三七总皂苷 ,有明

显的活血、镇痛、止血、耐缺氧、扩张血管等作用 ,可

通过提高 SOD的活性而加强自由基的清除
[ 7]
。本研

究结果表明 ,烫伤后脑组织 MDA显著升高 , GSH-

Px、 SOD显著降低 ,说明烫伤后脑组织脂质过氧化

反应增强 ,抗氧化酶消耗过多 ,自由基的产生超过清

除能力 ,氧化抗氧化的平衡被打破。本研究表明 ,三

七注射液有降低脑组织中 MDA的含量 ,减缓对

SOD、 GSH-Px的损伤 ,促进 SOD、 GSH-Px抗氧化

酶的生成和活性提高。提示 ,三七注射液具有较强的

抗氧化、抗自由基作用。因此三七注射液是治疗烫伤

很有应用前景的药物 ,适合在临床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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