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胚胎发育明显受阻 ∀其中给药组与溶剂组桑椹胚率无

显著差异 而蜕变胚胎率都是剂量依赖的增高 中 !高

剂量组与溶剂对照组具有显著与极显著差异 ∀提示蜕

变胚胎率提高是非胚泡化率提高的主要原因 ∀

为从细胞生物学角度评价 ≤ 对胚泡化作用可能

存在的影响 本研究采用显微外科法 去除胚泡的滋养

层细胞 着床后主要发育成胚外组织 分别评价 ≤

对胚泡滋养层细胞及内细胞团 着床后主要发育成胚

胎组织 细胞的影响及其损伤程度 ∀

结果发现 ≤ 对两群细胞均有影响 表现为细胞

数呈剂量依赖性减少 但两者减少并不平行 内细胞团

细胞减少尤甚 ∀可见早期胚胎及其内细胞团细胞的显

著减少并不完全影响桑椹胚的胚泡化作用 但可造成

桑椹胚的蜕变 ∀鉴于早期胚胎细胞数显著减少 一般

与其细胞周期延长或微管或纺锤体功能损伤有关≈

推测蜕变胚胎可能与上述毒理作用有关 ∀ ≤ 影响早

期胚胎发育存在着毒性阈值 未达一定阈值 即使 ≤

细胞减少非常显著 仍可完成胚泡的发育里程 但若达

到一定阈值 则桑椹胚不能生存 呈蜕变状 ∀

综上所述 ≤ 在不影响大鼠胚泡化作用时伴有

≤ 细胞明显减少 可能对胚胎发育远期毒理学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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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叶油的呼吸系统药理研究 抗过敏作用

谢强敏  唐法娣  王  砚  杨秋火  卞如濂 杭州 浙江大学 国家医药管理局新药研究管理中心浙江呼吸

药物研究实验室

摘要  目的 本文研究艾叶油的抗过敏作用 ∀方法 采用致敏豚鼠气管 ≥ ∏ 2⁄ 反应 组胺或氨甲酰胆碱引起

的豚鼠气管收缩 大鼠被动皮肤过敏 2羟色胺引起的大鼠皮肤毛细血管通透性增强 豚鼠肺组织释放过敏性慢反

应物质 ≥ ≥2 ≥ ≥2 收缩豚鼠回肠等试验 ∀结果 艾叶油抑制致敏豚鼠气管 ≥ ∏ 2⁄ 反应 ≤

明显降低组胺或氨甲酰胆碱引起的豚鼠气管收缩 ⁄ 值 明显抑制大鼠被动皮肤过敏 ⁄ 和

2羟色胺引起的大鼠皮肤毛细血管通透性增强反应 ⁄ 抑制豚鼠肺组织释放 ≥ ≥2 ≤

拮抗 ≥ ≥2 对豚鼠回肠的收缩 ≤ ∀结论 艾叶油具有抗过敏作用 对呼吸道过敏反应有保护

作用 是其治疗支气管哮喘和慢性气管炎作用机制之一 ∀

关键词  艾叶油 色甘酸钠 抗过敏药 卵白蛋白 组胺 2羟色胺 氨甲酰胆碱 过敏性慢反应物质 气管 肺

Στυδιεσ ον τηε ρεσπιρατορψ πηαρµ αχολογψ οφ εσσεντιαλ οιλ εξτραχτεδ φρο µ Αρτεµισια αργψι ,

εφφεχτσ οφ αντιαναπηψλαχτιχ εφφεχτ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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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前文中已经报道了艾叶油的支气管扩张 !镇咳

和祛痰作用≈ 并对艾叶油中分离的单体 Α2萜品烯醇 !

葛缕醇 !葛缕酮≈ !Β2丁香烯醇
≈ 进行了药理作用及机

理探讨 ∀本文重点研究艾叶油的抗过敏作用 现将研

究方法和结果总结如下 ∀

1  材  料

1 1  药物与试剂  艾叶油 杭州正大青春宝药业有限

公司 采用真空精溜法提取 批号 盐酸沙丁胺

醇 江苏盐城制药厂 批号 色甘酸钠 上海信

谊制药厂 批号 富马酸酮替芬 上海第十六制

药厂 批号 卵白蛋白片 上海化学试剂采购供

应站 批号 磷酸组织胺 中科院上海生物化学

研究所 批号 精制天花粉 中科院上海有机

化学研究所惠赠 批号 氢氧化铝凝胶 锦州渤

海制药厂 批号 浓缩百日咳菌苗液 浓度

亿 卫生部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特制 伊文思蓝

上海化学试剂采购供应站从 ƒ ∏ 进口分装 批号

2羟色胺硫酸肌酐 上海化学试剂采购供应

站从瑞士进口分装 批号 氨甲酰胆碱 ≤≤

≥ ≤ ≤ 批号 ƒ ∀

1 2  动物  品系豚鼠 !≥⁄品系大鼠 ! 品系

小鼠 浙江医科大学实验动物中心 合格证号 浙实验

动物实施条件准字 ∀

1 3  仪器  型超声雾化器 上海合力医疗器械

厂 型分光光度计 上海分析仪器三厂 台式平衡

记录仪 上海大华仪表厂 ∀

2  方  法

2 1  豚鼠离体气管 ≥ ∏ 2⁄ 试验  按文献方法≈

致敏豚鼠 卵白蛋白溶液 分两后肢大腿

以加强免疫 周后处死豚鼠 取出气管 制备

成气管片 气管条置 ε 含 °≥ 液水浴槽内 通氧

气 气管静止张力为 张力反应通过换能器输入记

录仪 稳定 ∗ 后 对照组加卵白蛋白

反应停止后再加入 ≤ ≅ 使其达最大收

缩反应 处理组先加入不同浓度艾叶油与标本接触

再加入 卵白蛋白 反应停止后再加入

≤ ≅ 使其达最大收缩反应 ∀计算时以

卵白蛋白 ≤ 的最大收缩百分率作为指标 ∀

2 2  组胺或氨甲酰胆碱引起的豚鼠气管平滑肌收缩

试验  气管条置 ε 含 °≥ 液水浴槽内 通氧气 气

管静止张力为 张力反应通过换能器输入记录仪 ∀

稳定 ∗ 后 加组胺或氨甲酰胆碱后记录量效曲

线 换液后 加入艾叶油 与气管作用 后

开始累加组胺或 ≤≤ 求出组胺或 ≤≤ 的 ⁄ ∀

2 3  大鼠被动皮肤过敏试验 °≤  ≥⁄大鼠 体重

? ⎯ α各半 按文献方法≈ 实验 ∀共 只

每鼠用精制天花粉 和氢氧化铝凝胶 混匀后

于四足掌皮下注射 然后腹腔注射百日咳菌苗 ≅

从颈动脉取血 分离得血清置冰箱备用 ∀此抗血

清比价为 Β ∀另取正常 ≥⁄大鼠 只 α ⎯ 各半

体重 ∗ 用乙醚麻醉后 在大鼠背中线两侧将

毛剪光 取上述抗血清 Β 稀释 在两侧各皮内注射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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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 每点 后 艾叶油或扑尔敏 或色甘

酸钠 √ 后 伊文思蓝生理盐水 和

精制天花粉 √ ∀ 后处死大鼠 剪下蓝

斑皮肤 剪碎后置试管内 加入丙酮2生理盐水 Β 混

合溶液 浸泡 后 离心 取上清液 ⁄

测光密度 ∀

2 4  组胺和 2羟色胺诱发大鼠皮肤毛细血管通透性

试验  取正常 ≥⁄大鼠 只 α ⎯ 各半 体重 ∗

用乙醚麻醉后 在大鼠背中线两侧将毛剪光 每点

皮内注射 磷酸组胺 或 2羟色胺

硫酸肌酐 各 点 随即以 伊文思蓝

√ 后 处死大鼠 剪下皮肤蓝斑 剪碎后置试管

内 加丙酮2生理盐水 浸泡 离心 取

上清液 ⁄ 测光密度 ∀

2 5  致敏豚鼠肺组织释放 ≥ ≥2 试验  按文献方

法≈ 致敏豚鼠同上 放血处死 打开胸腔 用 × 氏

液冲洗肺动脉使肺组织内的血液洗净 然后取出肺脏

将其剪成 的碎块 经滤纸吸去水份后称取肺组

织 每份 置试管内 加入 × 氏液 或含

有不同浓度艾叶油的 × 氏液 ε 水浴

然后加 卵白蛋白 攻击 置 ε 水浴

振摇 取出后用滤纸过滤得到含有过敏介质的滤

液 ∀≥ ≥2 测定 取正常豚鼠回肠 置 浴槽

中 以 ε × 液营养 张力换能器接记录仪描记

稳定 先以组胺定标 标出定量组胺所引起的回

肠收缩高度 然后换入含阿托品 Λ 扑尔敏

Λ 的 × 氏液 稳定 加入不同的肺滤液

记录滤液引起的回肠收缩高度 然后与组胺引起回肠

收缩的高度相比较 ∀ ∏≥ ≥2 组胺引起的收缩

高度 计算出艾叶油的抑制 ∀

2 6  ≥ ≥2 引起离体豚鼠回肠收缩试验  实验方法同

≥ ≥2 测定法 先加入试验药物 接触 再加入

≥ ≥2 ∀描记收缩幅度 计算艾叶油的抑制 ∀

2 7  统计方法  用微机和 ≥ ≥ 统计软件

≥ ≥ •

≥ 具体方法见结果中的表注 ∀ ξ ? σ 权重法

计算 ⁄ 和其 可信限 ∀

3  结  果

3 1  对豚鼠离体气管 ≥ ∏ 2⁄ 反应的影响  艾叶

油能明显抑制豚鼠气管 ≥ ∏ 2⁄ 反应 ≤ 可

信限 为 ∗ ∀

3 2  拮抗组胺或氨甲酰胆碱引起的豚鼠气管平滑肌

收缩作用  艾叶油 对组胺和 ≤≤ 均有明显

的拮抗作用 给药前组胺和 ≤≤ 的 ⁄ 值分别为

表 1  艾叶油对豚鼠离体气管 ≥ ∏ 2⁄ 反应的抑制

作用(ξ ? σ , ν )

组  别 浓度 # 收缩幅度 抑制

对照    ?

艾叶油     ?    

?

? 3

? 3

注 统计方法 ⁄∏ . 与对照组比较 3 Π . , 3 Π

? 和 ? 给药后的 ⁄ 值分别为 ?

Π . )和 . ? . ( Π ∀

3 3  对大鼠 °≤ !组胺和 2羟色胺诱发大鼠皮肤毛细

血管通透性增强的抑制作用  艾叶油 呈剂量反应抑

制大鼠 °≤ 和 2羟色胺引起的大鼠皮肤毛细血管通透

性增高 ⁄ 可信限 分别为 ∗

和 ∗ 而对组胺引起的大鼠皮

肤毛细血管通透性增高无明显影响 Π 色甘酸

钠 √抑制大鼠 °≤ 与生理盐水组比较 Π

结果见表 ∀

表 2  艾叶油对大鼠 °≤ 组胺和 2羟色胺引起的大

鼠皮肤毛细血管高通透性的抑制作用(ξ ? σ , ν )

组  别 剂  量
伊文思蓝渗出量 Λ #点

°≤ 组  胺 2羟色胺

生理盐水  ? ?  ?

艾叶油  ? ? ?

? 3 ? ? 3

? 3 ? ? 3

色甘酸钠 ? 3

扑尔敏  ? 3 ?

注 统计方法 ⁄∏ . 与生理盐水组比较 3 Π . , 3 Π

. , 3 Π . ∀色甘酸钠组 √ 其余组均

3 4  对致敏豚鼠肺组织释放 ≥ ≥2 的影响  艾叶油

呈剂量反应抑制致敏豚鼠肺组织释放 ≥ ≥2 ≤

可信限 为 ∗ 结果见表 ∀

3 5  拮抗 ≥ ≥2 对豚鼠回肠的收缩作用  艾叶油明

显抑制 ≥ ≥2 对豚鼠回肠的收缩作用 ≤ 可信

限 为 ∗ 见表 ∀

4  讨  论

支气管哮喘是一种变态反应性疾病 发作时炎症

细胞被激活 释放炎症介质和细胞因子

引起支气管收缩 !粘膜细胞高分泌 !微血管渗漏 !支气

管高反应性≈ ∀因此抑制炎症细胞活化 !稳定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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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艾叶油对致敏豚鼠肺组织释放 ≥ ≥2 的抑制作

用 ξ ? σ , ν

组  别 浓度 #
≥ ≥2 释放

# 肺组织
抑制

对照    ?

艾叶油    ?    

?

? 3

? 3

注 统计方法 ⁄∏ . 与对照组比较 3 Π . , 3 Π

表 4  艾叶油对 ≥ ≥2 引起豚鼠回肠收缩的抑制作用

ξ ? σ

组  别 ν 浓度 # 收缩幅度 抑制

对照   ?

艾叶油    ?    

? 3

? 3

? 3

注 统计方法 ⁄∏ . 与对照组比较 3 Π . , 3 Π

膜 !阻止炎症介质和细胞因子形成和释放的药物能预

防变态反应性疾病≈ ∀但选择性很强的药物如抗组胺

药 !抗白三稀 !肥大细胞稳定剂 !支气管扩张剂单独应

用时难以达到控制哮喘的目的 这是因为哮喘发作是

一个比较复杂 !多环节的病理过程 ∀在前面一文中已

报道了艾叶油 或气雾吸入对组胺和乙酰胆碱引起的

豚鼠哮喘具有保护作用 明显延长哮喘潜伏期 并呈剂

量依赖保护致敏豚鼠抗原攻击引起的呼吸频率 !潮气

量和气道流速改变 松弛静息豚鼠离体气管平滑肌 呈

剂量依赖抑制枸橼酸引起的豚鼠咳嗽反应和促进小鼠

气道酚红排泄 ∀在本文中研究了艾叶油能抑制致敏豚

鼠气管 ≥ ∏ 2⁄ 反应 能明显降低组胺或氨甲酰胆

碱引起的豚鼠气管收缩 ⁄ 值 能明显抑制大鼠被动

皮肤过敏和 2羟色胺引起的大鼠皮肤毛细血管通透性

增强反应 能抑制豚鼠肺组织释放 ≥ ≥2 和拮抗 ≥ ≥2

对豚鼠回肠的收缩反应 ∀这些资料充分证明了艾叶

油在支气管扩张 !抗过敏 !镇咳和祛痰多方面的药理作

用 虽然作用不是很强 但其作用范围较广 符合哮喘

发病变态反应 ψ炎症 ψ气道痉挛的病理变化过程的防

治 这些在临床哮喘和慢性气管炎治疗中已得到了验

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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胎盘人参口服液的药效学试验

张  奕  姚  治 杭州 浙江省药品检验所

摘要  目的 观察一种新制剂/胎盘人参口服液的几种药效不同作用 ∀方法 ≠由环磷酸胺引起的小鼠造血系统抑

制模型 小鼠碳粒廓清试验 ≈小鼠溶血素形成试验 …小鼠游泳试验 小鼠耐缺氧试验 小鼠旷野活动试

验 由戊巴比妥钠引起的小鼠催眠模型 ∀结果 ≠ 胎盘人参口服液 和 对小鼠由环磷酰胺引起的 ≤ !

• ≤ !° × ! 等的降低具有抑制作用 胎盘人参口服液 和 能增强小鼠巨嗜细胞吞噬功能 ≈ 胎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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