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液。取此悬液 100 ΛL 加等体积豚鼠血清混匀, 放

37 ℃ 水浴 30 m in, 洗涤 1 次, 2 000 röm in 水平离

心 5 m in 后, 加待测红细胞悬液 50 ΛL 混匀, 37 ℃

水浴 30 m in, 取出加 100 ΛL 生理盐水混匀, 再加

0125% 戊二醛 50 ΛL 混匀, 水平涂片, 瑞氏染色。肿

瘤细胞呈蓝色, 红细胞呈红色, 在显微镜高倍镜下观

察肿瘤细胞黏附 3 个或 3 个以上红细胞为花环, 计

数 100 个肿瘤细胞, 算出花环率。结果见表 3。与正

常组比较, 荷瘤小鼠红细胞黏附肿瘤细胞的能力下

降, 经过黑木耳多糖治疗后均有不同程度地提高, 其

中以中剂量组提高程度最为显著。
表 3　黑木耳多糖对荷瘤小鼠红细胞黏附肿瘤细胞能力

的影响 (x±s, n= 10)

Table 3　Effect of A. aur icu la polysacchar ide on abil ity

of red cell adher ing to tumor cells of

tumor-bear ing m ice (x±s, n= 10)

组　别
剂量ö

(m g·kg- 1)

花环率ö%

S180荷瘤小鼠 H 22荷瘤小鼠

正常 - 38175±2150 38175±2150

模型 - 10109±2131△ 9113±2123△

黄芪多糖 100 25140±11573 3 26120±51363 3

黑木耳多糖 50 24183±41123 3 25114±41413 3

100 32140±11143 3 31157±41653 3

200 27180±21383 3 27143±21233 3

　　与正常组比较: △P < 0105; 　与模型组比较: 3 3 P < 0101

　　△P < 0105 vs no rm al group; 3 3 P < 0101 vs model group

3　讨论

　　研究发现黑木耳的主要成分黑木耳多糖有抗肿

瘤作用, 本实验研究黑木耳多糖对红细胞膜流动性

和免疫黏附作用的影响。结果表明黑木耳多糖具有

一定的抗肿瘤作用。对于 S180荷瘤小鼠的抑瘤作用,

中、高剂量效果最好, 与模型对照组相比差异显著

(P < 0101)。高剂量虽然表现出较好的抗肿瘤作用,

但受试动物表现出较明显的泄泻、自主活动减少等

毒性表现, 但低、中剂量组没有明显毒性反应。

研究发现, 许多疾病除实质性器官的细胞膜病

变外, 常伴有红细胞膜的异常[3 ]。本实验表明, S180荷

瘤小鼠红细胞膜的流动性增加, 经药物治疗可使其

流动性降低; 而 H 22小鼠红细胞膜流动性降低, 经药

物治疗可使其流动性增加。表明肿瘤的发生与黑木

耳多糖的治疗对小鼠红细胞膜组分、分布及膜中胆

固醇与磷脂的比值都有一定的影响, 提示对于不同

的恶性肿瘤以及肿瘤发生的不同阶段, 红细胞膜流

动性的改变均会有所不同。

肿瘤细胞可通过旁路途径激活并黏附补体, 与

红细胞 CR 1结合。红细胞还可能通过 CR 1等机制识

别肿瘤抗原与肿瘤细胞黏附, 同时红细胞中的氧化

酶与补体可共同杀伤肿瘤细胞, 攻击癌细胞, 并形成

花环[4 ]。在实验中发现荷瘤小鼠的红细胞免疫黏附

H 22肿瘤细胞的能力较正常小鼠显著下降, 经黑木耳

多糖治疗后, 这项指标得到了显著提高。

综上所述, 黑木耳多糖具有一定的抗肿瘤作用,

其作用机制可能与影响红细胞膜流动性、改善肿瘤

造成的免疫抑制、增强红细胞膜的活性有关。但其具

体的作用机制有待于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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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心贴膏对急性心肌缺血犬心外膜电图及心肌病理形态学的影响

金　辉1, 吕文伟2, 温富春3, 石　卓2Ξ

(11 吉林省计划生育科学技术研究所, 吉林 长春　130021; 21 吉林大学基础医学院 药理教研室,

吉林 长春　130021; 31 吉林省中医中药研究院, 吉林 长春　130021)

　　舒心贴膏是由血竭、丹参、没药、冰片等 8 味名

贵中药材研制而成的复方新制剂, 具有活血化瘀、通

脉止痛、养血安神之功效[1 ]。临床研究表明舒心贴膏

对冠心病、心绞痛具有良好的疗效。本课题组曾对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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醉开胸犬心肌血流量和氧代谢的影响进行研究, 结

果证实舒心贴膏具有增加心肌血流量、降低冠脉阻

力、减少心肌耗氧量的作用[2 ]。为探讨其作用机制,

本研究采用了心外膜电图及心肌病理形态学的方

法, 观察舒心贴膏对麻醉开胸犬急性心肌梗死的药

理作用。

1　材料与方法

111　动物: 健康成年杂种犬, 体重 13～ 18 kg, 雌雄

兼用, 由吉林大学实验动物部提供。

112　药品: 舒心贴膏由山西晋新制药总厂提供, 批

号 980406; 冠心膏由河北四达制药厂生产, 批号

970102。

113　仪器: RM —6000 型多道生理记录仪, 日本光

电公司生产。

114　方法: 杂种犬 20 只, 随机分为 4 组, 每组 5 只。

空白对照组给予等面积、等质量不含药的赋形剂贴,

阳性药组给冠心膏, 每只 1 贴 (相当于生药 01042

gökg) (犬体重平均按 15 kg 计算) , 实验组分为舒

心贴膏小剂量组每只 1 贴 (相当于生药 01042 gö

kg) , 大剂量组每只 1 贴 (相当于生药 01083 gökg) ,

给药方式为贴于家犬左上胸近腋窝下。将杂种犬用

戊巴比妥钠 (30 m gökg) iv 麻醉。背位固定, 切开颈

部皮肤, 气管插管, 连接人工呼吸机。于左侧第四肋

间施开胸术, 暴露心脏, 剪开心包, 做心包术, 分离冠

状动脉左前降支 (LAD ) 主干中下 1ö3 交界处, 穿

线以备结扎, 用多点湿布式吸附法标测心外膜电图

(EECG) , 标测点 24 个, 分正常区 (对照点) , 梗死

边缘区和梗死中心区, 术毕, 稳定 20 m in, 记录各点

EECG [3, 4 ]。结扎冠状动脉, 制备实验性急性心肌梗

死模型。将药物贴于家犬左上胸近腋窝下。记录给

药后 30、60、90、120、150、180、360 m in EECG, 以

ST 段升高总幅度 (mV 数, 2 2ST ) 表示心肌缺血程

度, 以 ST 段升高≥2 mV 的导联数 (N 2ST ) 表示心

肌缺血范围。记录 360 m in 后, 取心脏, 置 10% 福尔

马林溶液中固定, 常规石蜡切片, H E 染色, 光镜

观察。

115　统计学方法: 数据以 x ±s 表示, 组间比较行 t

检验。

2　结果

211　舒心贴膏对犬急性心肌梗死缺血程度 (2 2
ST ) 的影响: 与空白对照组比较, 舒心贴膏大剂量

组给药后 90～ 180 m in 间明显降低 2 2ST , 差异显著

(P < 0101)。舒心贴膏小剂量组给药后 90～ 150 m in

间作用明显 (P < 0105) , 冠心膏组给药后 90～ 150

m in 间作用明显 (P < 0105) , 表明舒心贴膏可以不

同程度地减轻缺血程度, 对缺血心肌有明显的保护

作用, 结果见表 1。

212　舒心贴膏对犬急性心肌梗死缺血范围 (N 2
ST ) 的影响: 舒心贴膏的不同剂量组均具有降低

N 2ST 的作用, 大剂量组在 90～ 180 m in 作用明显

(P < 0101) , 小剂量组给药后 90～ 150 m in 间作用

明显 (P < 0105) , 冠心膏组作用强度和作用时间与

舒心贴膏小剂量组相似, 结果见表 2。

213　舒心贴膏对麻醉犬心肌病理形态学的影响: 空
表 1　舒心贴膏对犬急性心肌梗死缺血程度的影响 (x±s, n= 5)

Table 1　Effect of Shux in tiegao on myocardia l ischem ia degree in acute myocardia l in farcted dogs (x±s, n= 5)

组别
剂量ö

(g·kg- 1)

给药后不同时间 22ST ömV

0 m in 30 m in 60 m in 90 m in 120 m in 150 m in 180 m in 360 m in

对照 - 9173±1101 155123±44135 148100±38112 141130±26129 138139±19178 145136±37119 135127±26156 129120±25119

冠心膏 01042 9139±1132 150117±25165 136153±29142 97150±361193 93136±331033 91127±291683 107189±37125 111133±36130

舒心贴膏 01042 9154±1138 139174±24149 135100±33116 96140±341283 94181±321433 93147±311153 103180±33139 99153±23166

01083 9105±1133 137167±30126 134100±24182 90140±231443 3 91119±251463 3 96170±351553 89143±301253 105181±32111

　　　与对照组比较: 3 P < 0105　3 3 P < 0101

　　　3 P < 0105　3 3 P < 0101 vs con tro l group

表 2　舒心贴膏对犬急性心肌梗死缺血面积的影响 (x±s, n= 5)

Table 2　Effect of Shux in tiegao on myocardia l infarction area in acute myocardia l infarcted dogs (x±s, n= 5)

组别
剂量ö

(g·kg- 1)

给药后不同时间N 2ST (导联数)

0 m in 30 m in 60 m in 90 m in 120 m in 150 m in 180 m in 360 m in

对照 - 3123±1120 18197±3142 17139±1181 16173±2101 15173±1109 16120±1159 15167±1199 14180±2186

冠心膏 01042 3127±0175 16110±2152 15190±2185 13150±21013 12177±21523 13109±21013 12137±2172 12158±2183

舒心贴膏 01042 3130±1104 17127±1198 15143±3132 11159±31133 11138±31273 11173±31553 13117±3116 12150±1197

01083 3127±0175 15117±3143 15107±3109 10188±31343 3 10147±31733 3 12127±31513 12133±21533 12137±3132

　　　与对照组比较: 3 P < 0105　3 3 P < 0101

　　　3 P < 0105　3 3 P < 0101 vs con tro l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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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对照组, 可见局灶性心肌间质间隙扩大, 呈水肿

状, 水肿灶面积较大, 心肌间质水肿主要位于心室壁

的内、中层, 外层少见, 间质水肿与正常心肌分界清

楚, 在间质水肿灶内可见较多心肌纤维胞浆嗜伊红

浓染, 胞核浓缩, 个别肌纤维出现溶解, 破坏, 典型波

浪状排列肌纤维较少见。阳性药对照组, 可见心肌间

质水肿灶, 但其面积较空白对照组明显缩小, 未见到

有心肌间质出血现象, 心肌间质水肿多呈小灶状, 散

在分布于心室壁的内层和中层, 心室壁外层较少见,

心肌间质水肿灶与其周边的正常心肌分界明显, 心

肌细胞胞核浓缩, 但未见肌纤维溶解破坏。舒心贴膏

小剂量组, 心室壁内可见数个较大心肌间质水肿灶,

其面积较阳性药对照组较小, 与周边正常心肌纤维

分界清楚, 主要位于心室壁的内层和中层, 未见有心

肌间质出血现象, 心肌间质水肿灶多呈灶状, 但未见

明显心肌纤维嗜伊红浓染, 也未见肌纤维溶解破坏。

舒心贴膏大剂量组, 心肌内可见数个间质水肿灶, 其

面积比阳性药对照组及舒心贴膏小剂量组的面积

小, 间质水肿灶内未见明显心肌纤维嗜伊红浓染, 也

未见肌纤维溶解破坏, 表明舒心贴膏对心肌缺血有

明显的保护作用。

3　讨论

　　2 2ST 与 N 2ST 两项心外膜电图是反映心肌缺

血损伤程度和范围的可靠指标, 缩小心外膜电图电

位是评价抗心肌缺血药物的常用手段。因为心肌缺

血后在细胞生化指标明显改变之前, 心肌电生理就

有相应的改变, 且此改变贯穿整个缺血细胞的全过

程。本研究采用结扎冠脉所致急性心肌梗死的方法,

观察整体动物给予舒心贴膏对麻醉犬急性心肌梗死

心外膜电图的影响, 表明舒心贴膏可使心肌梗死犬

边缘区和中心区心外膜电位明显降低, 并且与给药

剂量成正比, 其机制可能与舒心贴膏通过扩张冠状

动脉、降低冠脉阻力、增加心肌血流量、减少心肌耗

氧量有关。舒心贴膏对缺血损伤心肌超微结构具有

保护作用, 缩小心肌梗死面积, 改善血清中 A ST、

CPK、LDH 活性[5 ]。增加缺血心肌的血液供应, 改善

缺血造成的心肌细胞能量代谢障碍, 从而起到对心

肌细胞的保护作用。急性缺血心肌从 4～ 12 h 起出

现凝固性坏死、核固缩和核溶解、胞浆萎缩、边缘坏

死、收缩带形成及胞核和胞浆条纹消失, 且细胞间质

明显的中性粒细胞浸润。本实验病理形态学观察到

试药组心肌间质水肿比空白对照组明显缩小, 间质

水种程度减轻, 心肌纤维呈胞浆嗜伊红浓染消失, 证

明舒心贴膏对犬急性心肌梗死缺血性病变有明显减

轻作用。舒心贴膏通过穴位贴敷, 直接透皮吸收, 消

除首关效应, 达到治疗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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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英水提物抗肿瘤作用的初步研究

孙立新, 任　靖, 王敏伟, 毕开顺Ξ

(沈阳药科大学 药学院, 辽宁 沈阳　110015)

　　茄科植物白英 S olanum ly ra tum T hunb. , 又名

白毛藤, 多产于江苏、浙江、江西, 性味苦、辛、微寒,

归肝、胆经。常与他药伍用治疗肺癌、胃癌、肝癌等多

种癌症, 此外还用于治疗疟疾、黄疸、水肿等。日本大

阪中医药研究所对 800 种中药进行抗癌药物筛选,

发现只有白英对癌细胞抑制率为 100% , 且对正常

细胞无任何影响。施文荣等[1 ]研究表明白英水提液

对 HL 260 细胞既表现为短时间作用后的细胞杀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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