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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 � 观察天山雪莲水提取物 ( ES) 对电离辐射损伤小鼠的保护作用。方法 � 小鼠 ig ES 0. 75, 1. 5, 3. 0

g / kg, 14 d 后接受 8 和 2. 5 Gy 的照射,观察 8 Gy 照射小鼠的平均生存时间和生存率及 2� 5 Gy 照射小鼠的脾 T

淋巴细胞转化能力和骨髓 DNA 含量。结果 � ES 能显著延长 8 Gy 照射小鼠的平均生存时间 ( P< 0� 05) , 并提高
生存率;显著提高 2� 5 Gy 照射小鼠的脾 T 淋巴细胞转化能力和骨髓 DNA 含量 ( P < 0� 05, 0� 01) , 改善免疫功能。
结论 � ES 具有抗辐射损伤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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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天山雪莲 Saussurea involucr ata Kar. et Kir.

作为传统药物沿用已久,具有很好的抗炎、抗风湿、

镇痛、强心、终止妊娠、抗癌、抗氧化、清除自由基、解

痉、降压和平喘等作用[ 1~ 4] , 但其抗辐射损伤作用

甚少报道, 且只限于对免疫功能的研究[ 5~ 7]。本实

验通过小鼠体内给药观察了天山雪莲水提取物

( ES) 的抗辐射损伤作用。

1 � 材料

1�1 � 药品:天山雪莲全株水、醇浸提物首先蒸发醇,
再浓缩至每毫升相当于生药 1 g ( 1 g/ mL, 下文

同)。将提取物充分摇匀,以蒸馏水稀释 5 倍, 室温

过夜, 3 500 r/ min 离心 30 m in, 4 � 保存待用。经

定性分析,其中主要含有水溶性成分多糖、总黄酮及

总生物碱。

1�2 � 动物:昆明种小鼠, 体重 16~ 20 g,雌雄各半,

由苏州大学医学院实验动物中心提供。

1�3 � 试剂和仪器: RPM I�1640培养基, Gibco 公司;
小牛血清, 杭州四季青生物工程材料研究所, 批号

00314; MT T, SDS, Sigma 公司; PHA, 上海市医学化

验所 (批号: 200502) ; CO2培养箱, Napco 公司;

DG3022A 型酶标仪,国营华东电子管厂。

2 � 方法

2�1 � 辐射条件: 照射源为直线加速器, 由苏州大学

附属第一人民医院放疗科提供, 一次性全身照射,剂

量率 200 mGy/ min,靶距 1 m。

2�2 � 分组及给药方法:将小鼠随机分为生理盐水对
照组, 模型组, ES 给药大、中、小 ( 3, 1�5, 0�75
g/ kg) 3 个剂量组,维生素 E ( Vit E) 75 mg / kg 组。

ig 给药或蒸馏水, 连续 14 d 后接受一次性全身照射

(生理盐水组不接受照射)。照射剂量: 平均存活时

间实验 8 Gy, 淋巴细胞实验 2�5 Gy。
2�3 � 观察指标: 8 Gy 照射后观察小鼠 30 d 内的平

均存活时间,同时密切注意小鼠的各种反应,如有无

惊厥、自主活动情况等。

2�4 � 淋巴细胞实验: 2�5 Gy 照射后第 3 天颈椎脱臼

处死小鼠,按常规方法制备骨髓和脾细胞标本, 进行

两个实验: ( 1)骨髓 DNA 含量测定。剖取一侧股骨,

除净软组织,用 10 mL CaCl2( 5 mmol/ L) 将全部骨髓

冲入离心管中, 4 � 冰箱中放置 30 min, 2 500r/ min

离心 15 min,弃上清,加入HClO4 5 mL 将沉淀物充分

混合, 95 � 加热 15 min,冷却,滤纸过滤,滤液用 752�
C 型紫外分光光度计在 268 nm 处测定吸光度 ( A )

值。计算每根股骨 DNA 含量 �DNA 含量 (�g) = 40

� 50 � A�。( 2) MTT 法。按常规制备脾细胞悬液,

用 RPMI�1640培养液 (含 20% 小牛血清, PHA 100

�g/ mL) 调细胞数至 2 � 106/ mL, 加入 96 孔培养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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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L/孔) ,于 CO2培养箱中孵育 72 h, 加入 MTT,

4 h 后用酸化 SDS 终止反应,用 DG3022A 型酶标仪

在 570 nm 处测定 A 值。

2�5 � 统计分析:数据均以 x � s 表示,进行组间 t 检验。

3 � 结果

3�1 � ES 对 8 Gy 照射小鼠 30 d平均生存时间及生

存率的影响: 如表 1 所示, ES 大、中剂量组能明显

延长 8 Gy 照射小鼠 30 d 平均生存时间,与模型组

相比差异显著 ( P< 0�01, 0�05) ; Vit E 组虽然亦延
长生存时间, 但与模型组相比差别不显著 ( P >

0�05)。ES 小剂量组则与模型组无显著差异。30 d
后, Vit E 组和 ES 大、中剂量组各有 1 只小鼠存活,

小剂量组及模型组无一存活。提示, ES 可明显延长

受照小鼠生存时间, 提高生存率。

表 1� ES对 8 Gy照射小鼠 30 d平均生存时间的影响 ( x � s)

Table 1 � Effect of ES on average survival time

of mice irradiated with 8 Gy ( x � s)

组别
剂量

/ ( g�kg- 1)

动物

/只

存活动物

/只

生存率

/ %

生存时间

/ d

NS - 10 � 10 � 100 30

模型 - 10 0 0 8�9� 1�07
Vit E 0�075 10 1 10 15�3� 3�09
ES 0�75 10 0 0 10�5� 1�77

1�5 10 1 10 17�2� 2�63*

3�0 10 1 10 19�8� 3�09* *

� � 与模型组相比: * P< 0�05 � * * P < 0�01

� � * P < 0�05 � * * P < 0�01 v s model group

3�2 � ES 对 2�5 Gy 照射小鼠骨髓 DNA 含量的影

响:经 2�5 Gy 照射后, 与生理盐水组相比, 模型组
小鼠骨髓 DNA 含量显著降低 ( P< 0�001) ;与模型
组相比, ES 大、中剂量组骨髓 DNA 含量虽然有所

提高,但差异并不显著 ( P> 0�05) ;只有 Vit E 组显

著提高骨髓 DNA 含量 ( P< 0�01)。XL 对 2�5 Gy
照射小鼠骨髓 DNA 损伤的保护作用虽然无显著性

差异,但有一定的趋势。见表 2。

表 2 � ES 对 2�5 Gy 照射小鼠骨髓 DNA 含量

的影响 ( x � s, n= 6)

Table 2 � Effect of ES on quantity of marrow DNA

of mice irradiated with 2. 5 Gy ( x � s, n= 6)

组别 剂量/ ( g�kg- 1) 照射剂量/ Gy DNA/�g

NS - 2�5 � 182�3 � 10�1

模型 - 2�5 114�7 � 5�8 �

Vit E 0�075 2�5 141�4 � 9�7*

XL 0�75 2�5 112�7 � 5�4
1�5 2�5 130�1 � 10�0

3�0 2�5 134�8 � 10�5

� � 与模型组相比: * P< 0�01; 与生理盐水组相比: �P < 0�001

� � * P < 0�01 v s model group; � �P < 0�001 v s NS group

3�3 � ES 对受照小鼠淋巴细胞转化率的影响:见表
3。经 2�5 Gy 照射后,小鼠脾 T 淋巴细胞转化率明

显降低, 与生理盐水组相比差异显著 ( P < 0�01) ;
Vit E 组明显提高受照小鼠脾 T 淋巴细胞转化率,

与模型组相比差异显著 ( P< 0�01) ; ES 3 个剂量组
均提高受照小鼠脾 T 淋巴细胞转化率,但与模型组

相比, 只大、中剂量组有显著性差异 ( P < 0�01,
0�05) ,提示 ES 能减轻电离辐射对小鼠免疫系统的

损伤。

表 3� ES对 2� 5 Gy 照射小鼠脾 T淋巴细胞

转化能力的影响 ( x � s, n= 6)

Table 3� Effect of ES on transformation ability

of T lymphocyte in spleen of mice

irradiated with 2. 5 Gy ( x � s, n= 6)

组别 剂量/ ( g�kg- 1) 照射剂量/ Gy T 淋巴细胞转化能力/ A

NS - 2�5 0�322 � 0�12

模型 - 2�5 0�128 � 0�04 �

Vit E 0�075 2�5 0�238 � 0�06* *

XL 0�75 2�5 0�238 � 0�19
1�5 2�5 0�245 � 0�14*

3�0 2�5 0�367 � 0�19* *

� � 与生理盐水组相比: �P < 0�01; 与模型组相比: * P < 0�05
* * P < 0�01

� � �P < 0�01 v s NS group; � * P < 0�05 � * * P < 0�01 vs model

group

4 � 讨论

� � 任何细胞、分子的病理变化,只有在整体上表现

出生物效应才有意义, 辐射损伤同样如此。对人体

而言,造血系统和免疫系统对辐射均高度敏感, 特别

是造血系统, 辐射的急性致死效应主要是因为造血

功能衰竭引起的[ 8]。本实验中 ES 连续给药 14 d

能明显延长受照小鼠生存时间, 其中大、中剂量组分

别达到 19�8和 17�2 d,与模型组相比差异显著 ( P

< 0�05) ; 生存率皆为 10% ; ES 亦能明显提高受照

小鼠的脾 T 淋巴细胞转化率,与模型组相比差异显

著或非常显著 ( P < 0�05, 0�01) , 说明其对受照小
鼠免疫系统有保护作用。ES 还有减轻骨髓 DNA

损伤的趋势。以上结果提示 ES 有较好的抗辐射损

伤作用。但对骨髓 DNA 损伤的保护作用并不明

显,推测可能是因为其最敏感, 所以损伤过于严重,

而使 ES 的作用无法体现,或剂量偏小所造成的。

在 ES 的抗辐射损伤作用中, 对免疫功能的影

响报道较多
[ 5~ 7]

, 本实验也得出同样的结果, 说明

其保护、增强免疫功能的作用是确实和稳定有效的,

这对于受到电离辐射损伤的生物体的恢复和防止继

发性改变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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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离辐射使生物体内的水原发辐解产生大量自

由基 (主要包括: eaq
�, �OH, H2O2, HO2�和 O2

� ) 从

而引起辐射损伤[ 9] , 包括急性病变和致癌、致突变

等远期效应, ES 可能通过清除自由基, 保护重要生

物大分子如 DNA 免受损伤从而产生抗辐射损伤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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槐胆康痔水丸的药效学研究

肖学凤1,林 � 吉吉2,邱智东2,李建平2,王 � 凯2 �

( 1� 天津中医学院, 天津 � 300193; 2� 长春中医学院, 吉林 长春 � 130021)

摘 � 要:目的 � 观察槐胆康痔水丸对实验性痔疮的影响。方法 � 采用醋酸烧灼大鼠肛周形成溃疡、大鼠实验性痔
疮、口腔粘膜溃疡和止血实验。结果 � 槐胆康痔水丸对醋酸所致大鼠肛周溃疡、大鼠实验性痔疮和口腔粘膜溃疡
有显著的治疗作用,并且实验证明止血作用显著。结论 � 槐胆康痔水丸对实验性痔疮的治疗作用, 为其在临床上
治疗痔疮提供了理论依据。

关键词:槐胆康痔水丸; 实验性痔疮;止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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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armacodynamic study of Huaidan Kangzhi Pellet*

XIAO Xue�feng 1, L IN Zhe2, QIU Zhi�dong 2, L I Jian�ping2, WANG Kai2

( 1. T ianjin College of TCM , T ianjin 300193, China; 2. Changchun College of TCM , Changchun 130021, China)

Key words: Huaidan Kang zhi Pellet ( HKP) ; experimental hemorrhoid; hemostasis
* Huaidan Kang zhi Pellet is a Chinese preparat ion used against hemorrhoid.

� � 槐胆康痔水丸为治疗痔疮的制剂, 主要由槐米、

猪胆膏、砂仁等精制而成。痔疮在药效学上没有固

定的动物模型, 我们根据痔疮临床症状及新药申报

要求设计并改进了实验性痔疮和肛周粘膜溃疡的药

效学试验模型, 观察槐胆康痔水丸对实验性痔疮的

治疗作用。

1 � 实验材料
1�1 � 动物:昆明种小鼠, 吉林大学动物部提供,体重
18~ 22 g, 雌雄兼用, 合格证号: 吉医动字第 10�
5107。Wistar 大鼠,吉林大学动物部提供,体重 110~

150 g,雌雄兼用,合格证号: 吉医动字第 10�5110。

1�2 � 药品:槐胆康痔水丸,长春中医学院制剂室提
供,人临床用量为 9 g / d,每克药品相当于 1�75 g 生
药,批号: 980313, 使用前用蒸馏水配成混悬液备用。

痔康片,江中制药厂出品,批号: 9702003。

2 � 方法与结果

2�1 � 对醋酸所致大鼠肛周溃疡的影响[ 1] : 取大鼠

50 只, 雌雄各半,体重 160~ 180 g。用 99�0% 醋酸
致肛门周围溃疡: 取一张滤纸,用内径为 6 mm 的打

孔器, 制成大小相等的滤纸片。展开滤纸片, 放入

99�0% 醋酸溶液中, 充分浸泡。分别将浸泡后的滤
纸片放到肛门周围, 使滤纸片紧密接触肛周皮肤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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